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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局长论坛CHINA STATE FINANCE

用好预算“良法”  实现财政“善治”
河北省财政厅厅长｜高志立

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社区管理、城市

卫生等公共服务，应该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来进行。

二是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新预算法对实行中期财政规划和规范

地 方 政 府 债 务 管 理 等 作 出 了 新 的 规

定。这些都是着眼长远的重大举措，今

后工作当中应当认真把握。在制定政

策、安排重大事项时，应坚持积极稳

妥、量力而行的原则，把需要和可能更

好地结合起来，既要确保当期保障有

力，又要保证长期可持续。特别是在举

债时，一定要强化底线思维，既要考虑

借得来，又要考虑还得上，切实防范风

险发生。

三是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法律是

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新预

算法无疑是财政工作实现“善治”的一

部“良法”。对各级财政部门来说，用好

新预算法这一良法利器，推进财政管理

善治有为，应处理好五种关系，把握好

五个节点。

转变治理理念，处理好五种关系，

是贯彻落实新预算法的内在要求

一 是处 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国务院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决定也提出，要改进分配方式，减少

行政性分配，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这

些都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出

了明确要求。财政在处理政府和市场

关系中，应重点把握好两点 ：一方面，

进一步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市场能

够有效调控的领域，财政就不应过多

干预 ；生态治理、公共服务等市场难

以有效调控的领域，财政就应该管起

来。另一方面，善于运用市场思维和市

场方式解决问题。比如，对适合采取市

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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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财税改革全国一盘棋，一条重要

原则就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既要保障中央宏观调控、实施重大

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

区域发展的能力，又要切实保护地方

利益，调动和发挥地方改革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这就要求各级各部门增强

大局意识，正确对待利益关系调整，既

要考虑维护好自身利益，更要考虑改

革发展大局需要。在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上，各级都应在确保国家政令统

一、促进区域协调、维护市场统一的前

提下，将本级事务承担起来。同时，制

定出台相关政策时，既要考虑与上级

政策的配套衔接，又要考虑下级能够

执行。

四是处理好内外之间的关系。新

预算法对规范政府行为提出了要求，

并在强化外部监督上制定了硬性规定。

比如政府预决算公开、人大依法审查、

公众有序参与等。这就要求各级各部

门必须首先把内部搞规范。俗话讲，打

扫好屋子，才能开门迎客。只有内部管

理科学规范，才能更好地接受外部监

督。比如，“三公”经费公开问题，过去

有些部门不愿公开，实际是经费使用

管理不规范，不敢公开。应主动配合接

受人大监督，积极为公众参与创造条

件，确保人大审查权、公众参与权和知

情权得到更好保障。比如，预算报告审

议之前，就要严格按照新预算法要求，

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以更好地形成

共识。

五是处理好干事创业和依法理财的

关系。近些年来，各级各部门干事创业

热情高涨，抓项目、上项目，有力促进

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其中也难免出

现了一些临时动议、凭经验上项目的情

况，有时先干事再找钱、先上车后买票。

虽然有抢抓机遇的理由，但往往由于谋

划期短，决策科学性欠缺，项目效果难

以保证。随着新预算法的出台，这种做

法就行不通了。今后都要按程序办事，

不能没列预算就支出，也不能在预算执

行中随意改变资金用途，否则就是违

法。这要求各级各部门在拍板决策上，

既要讲效率，更要讲程序，同时还要充

分考虑自身财力状况和收支均衡，做到

量力而行。

创新管理机制，把握好五个重要节

点，是贯彻落实新预算法，实现科

学规范、善治有为的有效途径

一是细致谋划。谋是成事之基。新

预算法对各级各部门如何谋事形成了

倒逼，要求早、实、细。如新预算法对

转移支付下达时间，预算报告、决算报

告公布时间，财政部门批复预算时间，

人大审查预算时间，都有明确的要求，

与现在实际情况相比，时间都有提前。

要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任务，必须

及早谋划，并把相关工作准备充分，否

则工作就会被动。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

理，各部门规划中涉及财政政策与资金

支持的，都要与三年期财政规划相衔

接。这就要求谋划事业发展特别是谋划

重大项目时，更要提早开展深入细致的

研究论证。

二是科学决策。依法治国对行政

机关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提出了越来

越高的要求。政府理财作为政府决策的

重要内容，如何实现科学化是摆在面前

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

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

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

序，在涉及财政问题的决策上都应该认

真履行这个程序，做到决策科学、程序

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特别是对

一些重大收支政策和项目的决策，一定

要组织相关专家或委托第三方反复科

学论证，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全面评

估，避免凭个人感觉拍板、依主观判断

决策，真正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

三是规范运行。规范理财行为是政

府依法理财的重要内容。新预算法对预

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进行了规

范，比如，要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

不得随意追加调整。同时，财政部已要

求各地专员办进行转型，由事后监督为

主向事前、事中控制为主转变。这就要

求各级各部门在管理各环节上同步进行

规范。要按照新预算法和深化财政改革

要求，重新梳理各项职能，对工作流程

进行系统性重构，做到合规、严密、高

效。要建立健全权责对等、有效制衡、

公开透明、适应现代治理要求的新机

制，用机制保证行为合法，用机制防范

风险。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

各类信息系统，强化对运行管理及监控

的技术支撑。

四是讲求绩效。真正把财政资金

花出效益来，是新预算法的一项基本

要求。新预算法有 6 处关于绩效的表

述，强调花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落

实新预算法要求，需要各级各部门在

理财中更加关注绩效问题。在谋划和

安排项目上，应突出绩效因素，按绩效

高低来选择，不做那些无效和低效的

事。在考评上，也要突出绩效，真正以

绩效论英雄，以绩效大小为依据进行

奖励惩戒。

五是注重问责。中央八项规定、约

法三章、《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条例》的实施，对财政资金使用提出了

严格要求。新预算法对 4 个方面、19 种

情况作出了问责规定。同时，中央、各

部委及各级纪委也不断加大查处问责力

度。十八届四中全会还提出，建立重大

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

制。各级各部门应更加注重财政资金使

用的规范性、科学性和绩效性，坚持从

严把关、从严要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约束和规范行为。

责任编辑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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