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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县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管理的思考
袁世明｜夏义新｜段万兵

移支付以专项转移支付、政策性转移

支付为主，上级在下达转移支付补助

时已经明确了资金的用途或项目，有

的还要求地方政府配套，不利于地方

政府统筹财政资金。三是一些专项转

移支付下达时间偏晚，加之资金分配

层级多、链条长、信息不对称，资金在

长途跋涉中难以及时发挥效益，形成

资金结转。

3.项目管理制度不完备。一是缺

乏支出标准和细化的审核依据。部分

项目信息不完整，支出边界不够清晰，

存在部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相互调

剂使用的现象。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

设难度大，预算编制、测算和安排中缺

乏标准可依。二是管理信息分散，年

度间可比性差。项目编制和管理缺乏

稳定性、连续性，项目的单位、名称、

内容等变换随意，项目库“一年一库”，

年度之间可比性差，管理难度大。各部

门项目库与财政项目库未紧密衔接，

项目的预算、指标、执行、结转结余等

信息分散管理，未有效整合，信息难以

顺畅反馈和跟踪。

（二）项目预算编制不够科学

1.预算编制不够细化。部门预算

编制大多采取预算控制数的办法，较

好地发挥了总量控制的优势，但在实

际操作中为满足“财政控制数”和部门

争取资金的要求，一些部门拿资金找

项目，宽打窄用的现象比较普遍，造成

资金浪费。部分资金“打包切块”，切

块资金预算编制较粗，项目具体使用

单位以及所需资金未能在编制中完全

体现，形成资金在部门滞留。部分项目

立项审核程序不健全，缺乏具体制度

规范，项目立项不充分，审核把关不严

格，虚报多报支出的情况仍然存在。有

的部门项目审核等工作与预算编制时

间不衔接，审核不及时，没有充分发挥

项目库的过滤作用，未经严格审核即

编入预算，质量难以保证。

2.监督机制有待完善。一是人大

的财政监督职能没有发挥作用。人代

会采取一揽子表决整体审议通过预算

草案的方式，没有单项表决，可能导致

有的项目“搭便车”；预算草案一般只

在人代会开会期间审议，并受到当地

党委和政府的影响，监督效果难以完

全体现。二是项目支出绩效导向管理

机制不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的主体

责任未真正落实到预算部门和单位，

多数部门对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重

视不够，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也

缺乏客观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

更多的是作为有关部门项目建设档案

保存或作为新上项目管理的借鉴和参

考，对于预算编制的影响微乎其微， 

当前县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管理

日趋规范，结构不断优化，绩效逐年提

高，但与法律法规新要求、改革发展新

形势相比，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地

方，笔者就完善县级部门预算项目支

出管理提出相关问题与建议。

县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管理存在的

问题

（一）预算管理制度不尽合理

1.支出挂钩尚未真正取消。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清理规范重点支

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

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但在相关

法律法规尚未修订完善的情况下，教

育、科技、农业、医疗卫生、社保、文

化、计划生育等七大类重点支出仍然

和财政收支或者GDP规模挂钩，导致

了大量的预算投入重复低效。 

2.上级转移支付制度待改进。一

是地方预算完整性有待提高。上级转

移支付补助是县级财力的重要来源，

虽然有转移支付告知制度，但从实际

情况看，相对于整个转移支付额度，提

前通知的额度仍然偏小，地方在编制

年度预算时只能将常规性和已告知的

转移支付补助纳入预算进行编制，大

量的上级转移支付及项目无法准确预

计，导致预算编制不准确。二是目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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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功能在预算资金的分配中没有

得到切实的应用。 

（三）项目支出预算执行过程和后

期管理不完善

1.项目支出的预算刚性不强。一

是预算执行中调整较多。虽然部门预

算编制时间较早，但县级经济工作会

大多在年底或下年初，人代会召开的

时间更晚，部门预算与政府年度工作

安排衔接不够，项目预算编制与实际

工作契合度受到影响，因而执行中预

算调整事项较多，预算约束力不强。二

是项目支出调整较多。由于项目年初

预算不够细化，或有些部门为了多争

取资金往往虚列项目预算，导致项目

执行不了，年中执行常需调整项目用

途。三是预算执行进度偏慢。由于项

目预算编制不准确，缺乏可行性评估

论证，影响了项目支出进度，使财政资

金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

2.项目完工后管理不到位，效益

发挥不佳。一是项目竣工后验收把关

不严。有些项目主管部门重建设、轻监

管，项目竣工后验收把关不严，致使项

目留下不少后遗症。二是项目投入使

用后，管理部门缺位。项目建设后不知

道属于哪个部门管理，造成项目闲置

的局面。三是后期维护管理费用不足。

项目投入使用后，一般都需要一定的

人员和日常维护费用，但由于项目建

设前没有考虑到，导致项目投入使用

后缺少必要的经费来源。

强化县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管理的

建议

（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县

级政府财力安排自主权

1.清理规范财政支出挂钩事项。

保证地方各类重点支出不能靠简单的

挂钩，而应该发挥支出标准的基础支

撑作用，做到“定标准、定责任、入预

算、全公开”。重点支出应该达到怎样

的水平，需要各地根据社会事业发展

方向和本地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方

案，不搞“一刀切”。

2.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减

少专项转移支付，上级对地方专项安

排只管到类，不具体到项目。地方安排

项目实行报备制。对于确需以专项安

排的项目，上级与地方应协同一致。同

时应进一步研究完善提前下达地方转

移支付办法，提高转移支付提前下达

比例 ,对专项转移支付原则上在每年

9月底前下达完毕。部门预算要将上

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提前告知部分或

已形成固定基数部分纳入预算编制范

围，预计和编列相关预算。

3.认真贯彻实施新预算法，切实

增强预算单位的主体责任和财政部门

的监督责任。财政审核预算的重点由

平衡向政策转变，更多关注预算能否

达到政策目标。

4.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打破

专项资金基数，对已到期、任务已完成

或失去政策依据的专项资金，适时清

理并予以取消，对继续保留和新设立

的专项资金，严格核定支出范围和标

准，合理确定预算支出。对符合政策目

标，使用方向相近、归同一部门管理的

专项资金，予以归并。

（二）科学编制项目支出预算，提

高预算到位率

1.动态管理项目库。研究开发项

目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单位项目库和

财政项目库。各项目主管部门根据县

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发展规

划，会同发改等部门发布项目申报指

南，做好项目的征集、筛选、排序、汇

总，建立本级部门项目库。所有纳入部

门项目库的项目必须经过论证、评审

和公示。财政部门按照资金使用方向

和支持重点，对各主管部门、各乡镇申

报的项目进行审核。对按程序审核、符

合要求的项目，择优排序，纳入财政项

目库，作为编制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的

依据。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财政部门

和各主管部门每年应定期补充完善和

更新项目库。凡需财政资金支持的项

目，均通过项目库按规定程序申报、论

证、审核。

2.精细编制项目预算。一是推进

项目支出预算编制定额标准体系建

设。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开展专项

调研测算，逐步出台项目支出定额标

准，发挥项目支出定额标准在项目支

出预算编制中的基础支撑作用。二是

早编细编项目预算。项目计划要与中

央、省出台的政策及本级政府工作保

持一致，按照“轻重缓急、确保重点”

的原则从项目库中选取。每年7月份

开始实施下一年度项目预算编制的前

期准备工作，将项目预算的编制时间

适当提前，以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项

目预算的调研、论证和细化编制。凡纳

入部门预算的项目要全部细化编制到

项目具体内容和具体经济科目，切实

减少预算代编和预留项目，原则上打

捆申报项目一律不纳入预算。

3.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财政

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编制三年滚

动财政规划，对未来三年重大财政收

支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对规划期内一

些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大项目，

研究制定政策目标、运行机制和评价

办法。

（三）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并强化项

目后期管理

1.严格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管理。

一是及时批复下达预算。在人大审批

下达部门预算后，财政部门应及时将

部门预算批复到单位。二是财政部门

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要优化资

金审核拨付流程。三是严格控制预算

追加。年初预算确定后，除落实国家政

策和重大紧急事项确需追加预算外，

预算执行中原则上不再安排新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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