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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精准财政预算管理的建议
赵兰珍

居高不下，降低了财政资金的效能。

（三）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不到位。财政部门只把财政专项资金拨

出，还做不到对用款计划、支出执行等

进行全程动态监控，从而出现一些专项

资金用户在资金使用上的随意性，如改

变用途、挪作它用甚至浪费等。

（四）财政投资、参股资金使用效益

分析空白。在现行的财政支出科目中，

在总预算会计账面上难以反映财政投

资或参股收益，往往造成有的投向企业

的资金已不能收回，参股到企业的资金

对其利润分配情况等难以掌握到真实情

况，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政府投资权益

蒙受损失。

（五）国有资产使用效益分析空缺。

长期以来，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

管理中主要对货币资金的流动性资产进

行核算，在财政预决算中并不反映固定

资产收益。财政资金购置的固定资产转

化为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后就基本

退出了财政监管的视野，且极少对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或收益情况进行

登统、分析，从而造成了盲目采购、闲

置、浪费甚至流失，拟或成为“小金库”

的来源，出现了资产与财务管理脱节。

实施精细、精准财政预算管理的

建议

（一）提升各级财政部门预算执行

分析水平，扫除分析盲区，确保财政资

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

1. 透彻分析一般预算收入。预算进

度按当期实际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对

增长幅度原因进行全面分析，必要时使

用价值工程、技术经济学、系统工程等

科学手段。

2. 财政监督管理应与财政资金流向

同步，并全程动态监督。财政管理部门

对经监控、清理确认已无必要支持或不

再需要支出的财政专项资金，果断予以

收回总预算统筹安排使用。

3. 进一步增强政府法人权益意识，

有的放矢地加强财政投资、参股资金使

用的监管。

4. 财政部门应深入贯彻实施新预算

法，强化“大财政”监管理念，盘活用好

固定资产，节约政府预算资源。

5. 深化、细化并科学量化“三公”经

费预算及执行情况分析。近些年，一些

地区、部门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小

官巨腐”问题，反映出腐败问题的复杂

性和反腐工作的艰巨性。如果把纪检、

监察部门查处贪腐行为比作“扬汤止沸”

的话，财政部门扎紧“钱袋子”，实现精

细、精准预算，则是釜底抽薪。各级财

政部门尤其是预算编审人员应增强并提

高反腐第一道关口、第一责任人意识。

6. 在土地拍卖、出让、租赁使用等

方面科学评价、测算土地应有收益。既

要有各级相关部门的密切、有机配合，

也要有一个科学决策过程。财政部门的

主要责任是把科学的定量分析成果提供

给决策管理者，供定性分析使用，从而

新预算法对各级政府的理财行为提

出了新的要求，明确规定支出必须按照

预算执行，不得虚假列支。这就要求必

须牢固树立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意识，

尤其要对“三公”经费、会议接待费、专

项公用经费等编实、编细、编准、编制

全部门预算，实施精细、精准财政预算

管理，杜绝无预算的支出和虚假列支。

当前财政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

（一）财政收入增减因素分析肤浅。

一般预算收入进度按当期实际收入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大小与当年同期

收入可比性分析不够透彻。按照经济增

长正常规律，财政增收是正常的，但从

分月情况看，有的月份增幅明显偏高。

也就是说，不可比因素分析明显不到

位，形成了财政收入分析盲区。

（二）财政支出进度不均衡原因分析

不透。财政支出的实际进度与序时进度

不匹配，支出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尤其是

年终岁尾，上半年支出进度明显低于下

半年。一般只对一些专项支出到位情况

进行了说明，但对地方财政资金调度困

难的原因没有深入浅出的分析。主要原

因是地方政府可用财力严重不足，特别

是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偏高，

从而造成预算支出调度中可用财力受限，

以致出现为力保财政日常性支出而挤占

专项支出，拆东墙垒西墙，甚至到年终无

资金拨付时被迫跨年度，形成结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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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以防止土地收

益流失甚至贪腐问题的出现。

（二）强化财政投资评审，实现与预

算绩效管理的有机结合

1. 实现财政投资评审目标成果与预

算绩效管理评价目标的共享。预算绩效

管理指标的设定难度较大，存在着定性

容易定量难、通用性指标多、个性指标

少的问题。而财政投资评审实践中却积

累了诸如基本建设项目评审中的大量基

础性数据、专项资金评审的较多经验，

在如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初

步形成了独特的评审模式，从而为实现

财政投资评审与预算绩效管理成果共享

方面成为可能。如在经济支出指标或单

位能耗指标中，特别是有基本建设内容

的预算绩效管理时更能体现这一点。

2. 实现财政投资评审工具在预算绩

效管理评价方法上的效能最大化。财政

投资评审评价对象多为财政专项资金和

基本建设项目。对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

理的评价，大多运用财务分析软件，依

照新预算法、《会计法》及《财政监督检

查条例》，综合进行分析，开展评价工

作。对基本建设项目的查核与评价，基

本是通过工程造价软件，结合概、预算

定额和专门的工程造价信息，依照《招

标投标法》、《合同法》和《建设工程价款

结算暂行办法》等规定，综合进行分析，

开展评价工作。基本评价方法都是以现

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为基

础，融合运用到不同专业、不同业务的

专门分析软件中去。预算绩效管理评价

的对象同样有基本建设支出和专项资金

支出的内容，两者具有极强的相融性。

因此，在预算绩效评价中，完全可以使

用财政投资评审工具开展工作，实现其

评审工具效能的最大化，促进两者的工

作效能，实现双赢。

（作者单位 ：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

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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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学会投融资研究
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6月27日，中国财政学会投融资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暨投融资形势和政策研讨会在京召开。大会选举产生

第一届委员会，选举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为主任委

员，财科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为秘书长，财科所党

委书记、所长刘尚希等8人为顾问。来自政府部门、研究机

构、高等院校、企业界等150多名代表参会并就当前投融

资形势和政策进行热烈讨论。刘尚希所长做总结发言，从

问题导向、风险导向两个层面，对当前投融资形势和投融

资体制改革以及方式创新作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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