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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制度改革与源头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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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在推

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

共财政体制、防治腐败等方面发挥

了显著作用，而源头防腐的不断加强

又为财政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强大

动力和有效保障。认真探求二者关

系，对于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深化改

革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决策，

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财政管理制度是

源头防腐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逐步朝

着公共财政的方向发展。财政管理

制度改革，就是按照公共财政的本

质要求，从决策程序上实现对财政

收支权力的有效制约，从管理程序上

实现对财政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管，

实质上是从源头上加强民主监督、建

设民主财政。

通过财政管理制度改革从源头

上防治腐败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必然要求。财政

收支活动具体直观地体现党的方针

政策、反映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内容，

是连接人民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生

活的重要纽带。深化财政管理制度

改革，增强财政资金筹集和分配使

用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提高财政收支

活动的透明度，让社会公众了解国家

财政资金的来龙去脉，有利于推进依

法行政和依法理财，有利于更好地落

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而

实现“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

益”的目标，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

通过财政管理制度改革从源头

上防治腐败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

要求。科学发展必然要求科学理财，

有效防止跑、冒、滴、漏问题。公共

财政管理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取众

人之财、办众人之事”，通过财政管

理制度改革，可以实现大家的钱大家

参与管理和监督，即任何人、任何单

位花国家的每一笔钱，都必须要有

充分的理由、严格的程序、规范的管

理、有效的监督、明确的责任。这一

制度设计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用、

消除隐患，进而实现财政收支管理的

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从体制机

制制度上预防腐败，保证经济社会科

学发展。

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

源头防腐功效显著

十多年来，财政部门先后进行

了“收支两条线”、部门预算、国库集

中收付、政府采购、清理规范津贴补

贴、农村税费改革等一系列财政管理

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和堵塞资金管

理上的漏洞，发挥了从源头上防治腐

败的作用。

一是规范了政府行政行为和理

财行为，减少了腐败发生的机会。针

对财政管理不严格、收支不规范、自

由裁量权过大等弊端，财政管理制

度改革使财政资金的分配有科学合

理的依据，收付有严密规范的程序，

使用有明确具体的监督。使用新的

政府收支科目编制部门预算，对所有

政府收支活动和项目都进行了明确、

清晰的规定，预算资金安排具体、明

了，支出活动规范、公开，减少了政

府尤其是领导决策中的随意性和以

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发生的机会。一

个部门一本预算，有效防止了部门内

部多头掌握资金、自行随意支配资

金的行为；编制部门预算，基本支

出有定额标准，项目支出要经过专家

评审，且人大通过的预算必须严格

执行，不得随意追加追减，规范了预

算单位、财政部门及人员的行为。对

预算外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能够切断“小金库”的重要资金来源，

规范部门的收费行为和支出行为。所

有财政性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且

通过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系统能及时

发现和查处预算单位的违规问题，

消除了预算单位层层截留、挪用财政

资金的条件和可能。政府采购活动

按法定程序和统一方式通过市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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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进行，压缩了有关部门及人员利用

权力“寻租”的空间。取消和规范面

向农民的所有税费，从一定程度上规

范了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行为。

二是促进了其他方面的改革，推

动了全社会反腐败治本工作的进一步

深入。财政管理制度改革作为全社会

反腐败治本工作的重要突破口，对规

范政府收支活动、加强国家资金监

管等发挥了显著作用，从而有力推动

了行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

体制、分配制度等其他源头防治腐

败改革，同时，推行财政管理制度改

革，清理、取消各种收费基金减轻了

企业、社会及农民的负担，规范津贴

补贴弱化了不同部门间相互攀比不

惜违规违纪的不平衡心理，加强对

会计、中介和金融行业的监管维护了

广大群众的利益，这些都大大缓解了

社会矛盾，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增强

了全社会进一步支持和推动源头防

治腐败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三是加强了财政部门自身监管，

减少了财政内部的腐败现象。推进

财政管理制度改革，促使财政部门

首先规范自身行为，铲除财政内部

滋生腐败的空间。财政部门废止财

政周转金制度，堵塞了内部产生腐

败的一大源头；取消中央与地方每

年一次的财政结算会，将原通过结

算会解决的各项补助资金，采用科

学的计算方法进行分配或纳入规范

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强了资金分配

的规范化和透明度，有效杜绝了资

金分配中的不廉洁行为；取消预留

的机动资金，预算资金一步到位，落

实到项目，有利于从工作机制上消

除“跑部钱进”和以权谋私问题的产

生；明确压缩、取消专项资金 30 项，

对仍保留的专项资金，采取
“

公式法”

和“因素法”进行分配，努力消除产

生腐败问题的条件。

源头防腐是财政管理制度

改革的助推器和有力保障

财政管理制度改革涉及到方方

面面，其复杂性、艰巨性不言而喻，

仅靠财政部门自身的力量难以推行。

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

部门从反腐败、讲政治的高度为改

革的推进保驾护航，凸显出反腐倡

廉建设和纪检监察机关服从服务于

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理念。十四大以

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

度。特别是十五大以后，反腐败工作

逐步转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

并举，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轨

道。这对财政管理制度改革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促进了改革的不断深

化。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

察部门把推进财政管理改革作为构

建源头防腐体系的重要内容，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
1997 年中央纪委将预算外资金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作为从源头

上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加以推动，

2000 年将政府采购纳入源头防腐

改革范围，2001年又将部门预算、

国库集中收付、农村税费改革等财

政制度改革作为源头防腐措施加以

部署，推动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范

围逐年加大，广度和深度逐年增加。

同时，中央纪委、监察部从全局出

发，采取了诸多组织协调措施。每

年的中央纪委全会都把财政管理制

度改革作为源头防腐工作的重点加

以部署和推动；各级纪检监察部门

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有力促进

了财政、银行、审计和各部门之间的

密切配合，促进了改革的深化；要

求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按照全会的部

署，协助财政部门明确各项改革任

务的分工和责任，及时研究解决改

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监督检查改

革措施的落实情况，推动了改革的

深入。如“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

因涉及到既得利益的调整，推行之

初阻力重重，中央纪委、监察部牵

头协调财政部等部门先后于 1999

年、200 1 年 和 2003 年，组 织 进 行

了对中央单位预算外资金管理、中

央部门银行账户、中央部门和单位

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管理

情况等的专项检查，明确有关纪律，

有力推进了这项改革。再如规范津

贴补贴改革，因关系到地区、部门

及个人的直接利益，阻力巨大，仅靠

财政部门难以推动。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的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组

织开展了对发放津贴补贴情况的检

查，据统计，仅 2006 年上半年，全

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了271

个单位违反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

清理规范津贴补贴工作有关政策

规定的问题，涉及金额 3645万元左

右，处理党员干部 397人，起到了很

好的警示作用，保证了规范公务员

津贴补贴工作的顺利进行。

此外，源头防治腐败其他各项改

革的推进为财政管理制度改革提供

了更好的制度环境。财政是经济社

会各方面的聚焦点之一。财政管理制

度改革的深化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

同步推进。在源头防治腐败工作的

共同要求下，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协同推进，

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我国整体改革

的有序实施。在此过程中财政管理

制度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

源头防腐的效应进一步凸现。因此，

源头防腐是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强

大推动力。

（作者单位 ：驻 财政部纪检 组监

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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