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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海南：强化内控机制  推进科技防腐
本刊记者｜刘永恒  通讯员｜官珅

况，及时发现问题并实行纠错处理、督

办整改和问责处置。如，为了减少财务

风险，预算执行中支付申请涉及现金报

销的，额度大于2万元，产生蓝灯预警；

额度大于3万元，产生黄灯预警；额度

大于5万元，产生红灯预警。出现预警

灯时，需要经过预算单位、财政部门、

省纪检部门的三级灭灯纠错机制，即:

一级监督先由业务主体责任人（或经授

权的经办人）处理、再经业务单位领导

（或经授权的审核人）进行审核确定预

警关灯；二级监督即督办整改功能，包

括单位内设纪检监察机构（或经授权的

督办人）、财政部门监督机构发起督办

整改，以及对反馈意见进行审核的功

能；三级监督即问责处理查询功能，系

统通过数据交换，接收省电子监督平台

对问责处理的结果信息，自动关联业务

为从源头上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

笼子”，近年来，海南财政把强化内控管

理和防范腐败作为重点工作任务，积极

推进财政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和财政扶持

企业资金查询平台的建设工作，全面加

强资金和项目监管,将科技手段运用到

权力监管和业务监督上，构建起权责清

晰、流程规范、预警及时、防控有效的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科学监控财政资金全动态

为有效防控廉政风险，海南省财政

厅运用“大数据”思维，将信息技术手段

嵌入到财政业务监督和资金运行中，从

2013年起就启动建设海南财政资金动态

监控系统。

财政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共设置了

15个预警监控点，包括：预算执行类，

分别为项目资金分配及时性、项目资金

分配进度、可执行指标支出进度等3个

监控点；资金支付类，分别为大额提

现、大额支付、首次账户、化整为零、频

繁提现、疑点账户、转入实有资金账户、

转入个人账户、公务接待、公务出国、

疑点支付和项目支付到非预算单位等

12个监控点。每个监控点上，对资金运

行情况实行蓝灯、黄灯、红灯3级预警，

实时监控财政业务流程各环节的异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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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相关责任人或单位可通过“查询”

功能查看纪检监察机关有关室组进行问

责处置的结果内容。

实践证明，科技防腐是一道利器。

财政资金动态监控系统进一步强化了财

政资金动态监控功能，增强了财政管理

信息透明度，有效排除人为因素对权力

运行的干扰，规范了各项财政业务，提

升了财政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首先是

进一步增强了财政资金分配透明度。此

前，海南省省本级专项资金的分配下达

一般都是先由主管部门确定资金分配

方案，将相关纸质文件送财政部门审核

后由财政部门拨付下达资金。通过该系

统，预算部门可实时查看本部门的待分

指标完整信息项，并可在线发起待分指

标资金分配申请的管理功能，实现了从

资金分配源头介入监控，预算部门和财

政部门对资金的分配、下达、拨付的全

过程和相关申辩、审核等意见，均在系

统里“记录在案”，实现了过程控制、痕

迹追溯，财政资金分配更加公开透明，

有效压缩参与专项资金分配的有关人

员的自由裁量权，推进各预算部门积极

实行内部控制建设，完善财政资金的决

策、执行和监督。其次，实现了对财政

资金运行全过程的实时监控。系统实时

监控财政资金分配、支出、使用等情况，

实现了财政监督关口从事后前移到事

前和事中，有效防止财政资金在运用过

程中的“跑、冒、滴、漏”，及时发现资

金分配和支付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行为，

形成有力制约威慑。再次，规范了财政

资金支付的行为。系统预警范围覆盖了

省级预算单位和省直驻市县预算单位。

由于单位性质复杂多样，业务流程不尽

相同，特别是驻市县预算单位，对政策

的理解不到位、上级部门疏于监管等原

因，单位对资金支付审核比较随意。监

控系统上线后，预警规则及相应的纠错

机制发挥作用，对各预算单位的领导和

财务人员起到明显的警示作用，逐步规

范了财政资金支付行为，强化了公务卡

的使用，有效预防违法违规及腐败行为

的发生。

目前，财政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已经

达到省财政与所有省级预算单位资金管

理信息的互联互通,全面监控财政资金

分配及支付行为，有效推进各行政事业

单位的内部控制建设。

加大财政扶持企业资金事前监督

为解决不法企业的多头申报、重

复申报、虚假申报财政资金等突出问

题，有效遏制和预防涉企资金腐败交易

行为，按照“关口前移、突出重点、防

控风险”的原则，海南省财政厅于2014

年启动建设了“财政扶持企业资金查询

平台”，以财政安排资金事前监督为切

入点，及时防范企业利用虚假信息骗取

财政资金，促进财政资金分配的公平正

义，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该系统以2010年以来财政扶持企

业（或非预算单位）的历史数据为基础，

建立查询数据库，提供多维度、多角度

的资金核查模式。 一是查询历史获助

情况，包括：查询某企业在特定时间段

获取财政扶持的频率、资金总额、专项

名称等；查询某专项在特定时间段扶持

企业（或非预算单位）的总体情况，包括

资金总额、获助单位个数、获助单位名

称和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各年度申报

通知、各年度资金分配结果等。二是查

询拟获助企业（或非预算单位）基本信

息。以工商管理系统、会计师事务所年

审等系统数据资源为基础，查询某拟获

助企业（或非预算单位）各项基本信息

等，并据此进行人工核查是否存在虚假

申报、违规骗取、套取财政资金的情况。

查询可按企业基础信息的关键字进行模

糊查询，如企业名称、类型、工商注册

号等。三是拟获助企业（或非预算单位）

“排重”查询。在资金分配环节，将拟定

的资金分配方案，按照系统要求的统一

格式编制好后导入系统，系统提示已获

财政支持的历史记录，包括专项名称、

年度、金额等，经办人据此进行人工排

查，和相关处室核实，防范财政扶持企

业资金多头申报、重复申报、虚假申报

等问题的发生，以预防和遏制涉企专项

资金腐败交易行为。四是构建“黑名单”

目录。将财政监督、审计专项等有关检

查中发现的单位或个人虚报、冒领骗取

财政资金，以及受到行政处罚等行为记

入系统，建立“黑名单”目录，一定期限

内不再安排各类财政专项资金。

系统运行两年来，在确保财政资金

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通过多

角度的核查、建立“黑名单”目录等多

种功能形式，为财政部门分配资金提供

全面、科学的参考依据，有效防范企业

利用虚假信息骗取财政资金，促进财政

资金分配的公平正义。二是系统要求财

政部门业务处室在分配资金前，应先通

过财政涉企资金辅助查询功能进行预

排查，排重信息自动带入各个资金分配

审核环节，如未进行排重查询的，系统

将启动预警提示。因此，该平台在为财

政部门分配资金提供数据参考的同时，

也促进了财政资金分配更加公开透明，

有效压缩人为自由裁量权，进一步规范

财政内部权力运行，提高了内部控制管

理水平。三是系统有效提升财政部门反

应能力，迅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

高决策水平和决策能力，构建起项目资

金安排和监督紧密衔接、相互制衡的财

政管理体系，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管控

作用。

据海南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局长

陈华介绍，下一步，海南将研究把内部

控制考核指标嵌入财政动态监控系统

和财政扶持企业资金查询平台，依托系

统强化问责，推动各项内控措施有效实

施，促进内部控制的程序化、常态化，

使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

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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