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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完善部门决算管理模式的建议
赵弘颖

预算编制执行。可以说，归口业务科室

对部门决算的审核是整个审核流程中最

关键的一环。对归口业务科室审核责任

的约束力一旦缺失，其审核环节就显得

形同虚设。

（二）部门决算相关者角色定位模

糊不清。在部门决算开展初期，基本上

只涉及到财政部门、主管部门、预算单

位三方的编制、审核和汇总报送。责任

分工的不到位，不仅让财政部门扛起了

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的编制责任，承担

了较大的风险，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和

虚化了部门决算的“反映”功能，就更谈

不上准确地对信息做出“反应”。首先，

部门和单位是部门决算的“第一责任

人”。部门决算是单位会计核算的延伸，

编制的主体是各个预算单位，各预算单

位才是各自决算的责任人。因目前财政

管理基本以“部门”为单位，从部门预算

到部门决算的一以贯之，使得以“部门”

为单位报送的决算，需要部门对内部经

济事项等做相应调整，因此，主管部门

对所属单位决算有审核责任，对整个部

门的决算有编制责任，各部门是各自部

门决算的责任人。其次，部门决算相关

者应注重对决算信息的使用。随着财政

财政决算是财政经济运行的综合反

映，是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

也是编制财政预算和实施科学收支管

理的基本依据。部门决算作为财政决算

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十多年来已形成

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稳定的报表体系和编

审流程，反映预算单位预算执行结果和

财务状况。但是，当部门决算逐渐被视

为深化财政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管理工具

时，如何做到全面、真实地“反映”，如

何使“反映”得到“反应”，成为进一步

深化部门预算改革的重要课题。

当前部门决算管理模式中存在的

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责任约束在最基础的审核节

点缺失。目前，以预算单位为起点的部

门决算编审框架，总体呈现出有所归口

但迅速归“1”的“倒伞型”形态。从财

政部门内部看，审核的底层节点先是多

个归口业务科室，之后迅速归并到国库

科，此后便是政府间财政国库部门自下

而上的“1”字结构。从上述框架结构来

看，审核流程的下一节点本应是对本级

节点的检验和约束，但在实际操作中财

政内部国库科与归口业务科室属平级机

构，若均承担审核职责，就难以形成互

相制约关系。在财政部门内部，归口业

务科室负责归口单位的财务管理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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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改革的深化，部门决算在财政财务

管理中的地位愈加凸显，愈来愈多的部

门意识到部门决算信息的重要性，社会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愈加高涨。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财政部门、主

管部门、预算单位、社会公众等都成为

了部门决算信息的使用者。除此之外，

部门决算作为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

报告中的重要内容，还将按照新预算法

要求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以使人大代表可以了解政府整体财

务状况和运行情况。人大代表对部门决

算信息的使用无疑将强化报表编制责任

人的重视程度和责任意识，使决算信息

得到更充分运用，并使运用变得更有效

率。同时，对部门决算的分析应用是近

年来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对财政部门提出

的新要求。通过部门决算数据分析，可

以及时发现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中存在

的问题，揭示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中的

问题，对规范预算单位财务管理与会计

核算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因为传统的

内部机构设置却使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陷入“谁都有关、谁都无责”的窘境。

（三）部门决算管理流程设计不合

理。实际工作中，以计算机审核为主、

人工审核为辅的审核模式，使得为求通

过计算机公式和模板审核，罔顾基础会

计凭证、报表，随意变更决算数据的现

象时有发生，财政决算的严肃性受到极

大挑战。在此背景下，部门决算数据质

量监督检查工作应运而生。数据质量监

督检查工作的本意是要督促和推动部门

决算信息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但是将这

一程序置于所有法定程序之后，它能够

发挥多大作用，更多的却是要依靠政府

的重视程度、财政部门的工作力度以及

预算单位的认识深度等主观因素，流程

设计上就留了“硬口子”。决算责任人存

在即使经批复和公开的决算数据也可以

更改的侥幸心理。那么，一旦资金使用

或是会计账务等出现问题，决算责任人

就会权衡何时“反映”会对他更有利。

改进完善部门决算管理模式的对策

建议

（一）建立审核竖线和汇总横线纵

横交错的“网格形”编审框架。建议将

财政内部审核、汇总职责相互分离，由

财政内部归口业务部门自下而上审核报

送，国库部门负责本地区部门决算数据

的汇总和对外提供，形成连接政府间财

政归口业务部门节点的五条平行竖线，

即审核竖线，以及连接同级财政归口业

务部门节点的四条平行横线，即汇总横

线。五条审核竖线按照财政部的机构设

置，分别为行政政法口、社会保障口、经

济建设口、农业口以及教科文口，各基

层财政部门以此为参照送审。四条汇总

横线分别为中央级、省级、州市级以及

县市级。审核竖线和汇总横线纵横交错

成网格状，既有机衔接，又各有条理。如

此一来，归口业务科室审核责任约束缺

失的问题迎刃而解。一级审核责任人直

接面对上级审核责任人，自下而上的审

核流程受到自上而下的对应监管“倒逼”

推动，直接面对预算单位的基础审核节

点就会变得有效率。不仅如此，当归口

业务科室认识到部门决算的审核是其重

要的工作职责时，也就会更加关注预算

单位的日常预算执行、资金使用、财务

核算、预算编制等。此时通过部门决算

这项贯穿于整个预算年度的管理工具，

财政部门就构建起了对预算单位预算编

制和执行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

（二）与预算绩效管理相结合，强力

推动部门决算分析运用工作的开展。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为部门决算管理

摆脱“谁都有关、谁都无责”的窘境提供

了契机。建议由绩效管理部门负责，以

部门决算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为切入

点，将部门决算的分析利用纳入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形成决算与预算的有机衔

接：一是部门决算数据库可以为绩效评

价提供数据来源；二是部门决算评价指

标体系可以成为绩效评价量化指标体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有利于推动

数据共享，减少财政部门内部的重复劳

动。因此，“借”预算绩效管理蓬勃开展

之“势”，强力推动部门决算分析运用工

作的开展是现实可行的途径。通过在绩

效管理中引入预算与决算相互反映的指

标体系，可以及时发现预算编制、执行

和预算调整中存在的问题，提高预算的

约束力。同时，通过在绩效管理中引入

决算支出情况分析评价体系，可以掌握

地区、部门、单位支出效益和存在问题，

使财政财务管理更具针对性。

（三）赋予部门决算数据质量监督

检查工作以独立性，有效促进部门决算

信息质量的提高。为使部门决算管理流

程各个环节都能发挥好各自作用，使整

套流程设计展现出“1+1≥2”的能力和

效果，笔者认为有必要改进部门决算数

据质量监督检查工作。长期来看，将部

门决算数据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前置于部

门决算报送财政部门审核之前。由财政

部门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负责数据

质量监督检查工作，部门持中介机构出

具的数据质量监督检查报告向财政部门

报送部门决算。通过引入独立第三方，

强化数据质量监督，提供更为真实、完

整的决算数据进入法定程序，将会充分

体现数据质量监督检查工作价值。近期

来看，在不具备流程再造条件之前，可

以由审计部门作为独立第三方介入，主

导部门决算数据质量监督检查工作。一

方面以审计法律法规为依据开展的数据

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将拥有充足的法理依

据，进一步提高部门决算在财政财务管

理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审计部门亦可

将数据质量监督检查与其他审计工作相

结合，整合业务，共享信息，降低行政

成本，提高政府效能。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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