
滚动管理。研究制定实物配置标准，加快形成与部门履行

职能相适应的资产配置标 准体 系，推进预 算管理与资产管

理的有机结合。细化部门预算编制，着力提高年初预算到位

率。坚持从 基层预算单位开始编制预算，逐层汇总，从““一
上”预算开始全面编制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并细化到

底级科目。

四 要完善配套改革，实现改革同步。推进非税收 入管

理和收 缴 改革，对现有收费基金进行清理、整合和规范；
对继续保留的中央和地方收费、基金实行集中收缴；争取

将预算外管理的全国性和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 2009年全

部纳入预算管理，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 2010 年前全部纳入

预算。深化 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

责任 划分，理顺财力与事权关系。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

革，完善国库单一账户体 系，加 强中央和地方国库现金管

理，扩大实行公 务卡的覆盖面。深化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继

续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强化对政府采购的预算管理，

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全面掌握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资产状况，建立资产分类管理

系统，对单位资产进行动态管理。推进政府机构编制改革、

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实现预算与人员编制衔接，预算计

划与投资计划、税收计划的统一。

五要 强化 绩效考评和监督，着力打造“绩效预算”和

“阳光预算”。加快建立完善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机制，将绩

效理念贯穿于预算管理的全过程，完善预算支出绩效考评

内容和程序，选择一些重点项目、民生项目进行绩效考评

试点。积极探索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强化部门作为绩效

评价的责任主体地位，督促部门切 实开展好 绩效考评工

作，将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 和个人，逐步建立绩效考评结

果公 开制度。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审计监督、公 众监督和

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加强

审计检查、行政监察和财政监督工作的组织协调，加 大对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确保预算按批准的项

目、科目和数额执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规范性、安

全性和有效性。

（作者单位 ：监察部驻财政部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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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专家评审制度  做好资产评估管理工作

黄茹原  马卫先

江苏省南京市从 2003 年开始 实行国有资产重大资产

评估 项目专家评审制度，并出台了相关规则，明确凡需核

准和评估 资产账面价值在 1亿 元以 上的项目为重大资产评

估项目，需由国资部门组织进行专家评审。南京市从各中

介机构人员中选择建立了评审专家库，每次专家评审，国

资部门随机抽 选 3—5名专家参与评审工作。评审程序主

要 包括委托方、占有方及中介机构介绍情况 ；专家独立审

阅报告并讨论 汇总形成审核意见 ；国资部门综合整理提

出评审意见书面反馈委托 方；委托 方针对问题 组织修 改

说明；国资部门组 织专家进行复审等。截至目前，全市已

组织了 152 个资产评估项目的专家评审。通过组织进行 专

家评审，不仅 增强了中介机构的责任意识，促进了评估质

量的提 高，而且 有利于国资部门把好审核关，切 实维护国

有资本权 益；同时还对各部门单位提 高评估 业务和管理

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专家评审制度实施以 来，南京市国资监管机构针对工

作实际已进行过几 次调整和改 进，但在操作中仍存在一些

问题。一是专家评审的作用定位不明。国资部门对涉及的

评估项目核准或备案时审核的重点是行为的有效、资产的

匹 配及 方式的合规等程序性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

把“参与审核的专家是否达成一致意见”作为国资部门审核

的一项内容，当专家意见与评估 机构意见、国资部门意见

不一致时，时常会对专家评审的定位 和作用产生模糊认识，

有时会以 专家评审代替国资部门审核，不分问题性质强制

评估 机构按专家意见修改，人为扩大了专家评审的作用。二

是专家评审范围不尽合理。目前一般以 需核准和评估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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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在1亿元以 上的项目作为实施专家评审的范围，虽

然体现了抓重点的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单个指标划

分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对一些国有股权转让项目、单项

房地产评估项目等，虽然需评估账面资产价值超过 1亿元，

但由于国有股权比例很低，相应权益所占评估价值并不大，

或资产状况 简单，或属内部资源整合，这类项目实行专家评

审往往 影响效率。此外，有的评估项目虽然需评估账面资

产总额未达到 1亿元，但由于涉及国有控制权转移、原经营

层收购或资产评估增值空间较大等情况，往往需要借助专

家评审来审核把 关，仅按账面价值标准执行不利于专家作

用发挥。三是专家评审的项目针对性 不强。目前一般在组

织需专家评审的资产评估项目时，不论项目大小和报告复杂

程度均按 统一的程序和方式组织实施，虽然强调了规范，

但影响了评审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如在对一些影响较大的

重点项目或资产种类多、数量大的项目进行评审时，往往需

审阅的报告内容较多，而由于专家集中评审的时间有限，审

阅评估报告很难全面细致。此外，目前形成的专家评审意

见主要集中在评估技术方面，涉及 法律、管理及相关政策

方面的意见不多。组织专家评审时也是随机抽取参审专家，

并没有针对项目资产特点选择有相应业务特长的专家，会

影响到评审效率。

针对目前国有资产评估项目专家评审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应结合实际对现行的专家评审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

一是明确评估项目专家评审的定位 和作用。专家评审是对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管理的补充和深化。一方面，专家评审的

意见会对使 用者产生影响，但并不能代替或减少承担项目

的评估 机构和评估师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专家评审可

以 弥补国资部门程序性审核的不足，但并不能代替国资部

门履行国有资产监管的责任。因此，工作中应合理采信专家

意见，从国资监管工作角度提请委托方关注，才能真正有效

落实专家评审工作。二是实事求是确定专家评审的范围和方

式。针对评估项目的实际情况，以企业账面资产过亿元为基

本指标，同时考虑项目资产状况的复杂程度、股权比例对整

体影响程度，以 及 涉及国有权益变动幅度等综合情况确定

专家评审的项目范围。此外，在安排评审时，也应根据项目

具体情况 选择专家，确定评审时间和评审方式。对账面资产

价值较大，但属普通单项固定资产评估项目或转让股权比

例很低的评估项目，可以 不再组织专家评审；对涉及国有

控制权转移、原经营层收购或资产评估 增值空间较大等情

况的评估项目可以 不拘泥于资产规模，尽量实行专家评审；
对资产性质特殊、内部管理和产权关系复杂的评估项目则可

多安排几 个专家或选择有相应资产评估特长的专家，适当

延长评审时间，在方式上也可以 采取过程介入和后期评审

相结合的办法。三是研究制订专家评审的基本审核要点。作

为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管理的补充和深化，专家评审既要从

评估 专业技术角度也要从国资监管角度来审阅报告；既要

重点考虑对评估资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也要关注评估报告

内容的公 平和合理性 ；既要加 强对评估程序和操作规范的

审核，也应对一些估算口径或参数选取等技术问题提出探

讨性建议。因此，应明确专家评审的基本内容，围绕维护出

资人利益和执行评估基本准则情况制定审核要点，对评估

行为、评估范围、评估 方法等各环 节的审核重点提出要求。

此外，还应建立评审专家评价考核体 系和激励 机制，加强

评估管理和专家队伍建设。

（作者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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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县级财政收入增长机制的思考

王夫勤

近年来，江苏省新沂市经济总量不断提 高，财政收 入

增长较快，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建

立稳定的县级 财政收入增长机制，结合新沂市实际，笔者

认 为，应着眼于四 个环节。

（一）建设地方效益财源。加 强地方财源建设 是确保

财政收 入稳 定增长的基础 和前提，新沂要实现 财政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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