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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管理
助力部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科目开支内容交叉、部分支出难以找到

对应科目、资本性支出科目不能满足管

理需要、预算单位科目使用不够规范、

单位财务工作负荷明显增加等问题，支

出经济分类科目未能充分发挥在部门预

算管理中应有的基础性作用。

（一）部分科目开支内容存在交叉。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公务

用车租用费…等支出”，30239- 其他交

通费用“反映…出租车费用等”，按照定

义，两个科目均可列支单位为满足公务

需要从出租车公司以期租的方式承租车

辆的费用 ；302112- 因公出国（境）费

用“反映…公务出国（境） 的…培训费”，

30216- 培训费“反映各类培训支出”，

后者未排除公务出国（境）的培训支出 ；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反映…购置…办

公设备的支出”，31007- 信息网络及软

件购置更新“反映…计算机硬件…购置

支出”，电脑既是通用办公设备，也是计

算机硬件，按照定义，两个科目均可列

支电脑购置费。

（二）部分支出难以找到对应科目。

预算单位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借助科研

院所等“外脑”开展课题研究、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开展审计等业务，因找不到明

确的对应科目，相关支出需要分析填列

或列入“其他支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会计信息质量。

（三）资本性支出科目不能满足管

理需要。资本性支出主要是用于购置

固定资产、土地和无形资产等的支出，

与支出形成的资产存在一定的对应关

系，但涉及资本性支出的经济科目与会

计科目、《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

T 14885- 2010）》之间互不衔接，资产

分类标准不统一，形成资产的资本性支

出难以追溯，给资产管理工作带来一定

的困难。以购买的办公软件为例，在固

定资产国标分类中属于通用设备下的

2010903- 应用软件，在会计科目中属于

1601- 无形资产，而购置支出在支出经

济分类科目中属于其他资本性支出下的

310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三者

类别不一致，单位会计处理中如果出现

差错很难通过比对直观地发现，待到资

产处置时仅通过资产卡片难以直接查找

到原始支出凭证。

（四）预算单位科目使用不够规范。

单位在会计处理过程中，经常发生科目

使用不规范、串用科目的情况。有的单

位在 30229- 福利费科目中直接列支职

工集体活动费用，将应列入 31002- 办公

设备购置的支出误列入 30902- 办公设

备购置，误使用专为军队、法院等部门

设置的 30105- 伙食费、30220- 工程建

设费、30224- 被装购置费等科目，还有

的单位凡是拿不准的支出都列入“其他

支出”，甚至未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进

行明细核算。

（五）单位财务工作负荷明显增加。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预算单位在支出

科目下按规定的支出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设置明细科目并进行明细核算，许多单

位根据管理需要还设置了项级乃至更明

细的科目，科目数量较改革前增加一倍

多，涉及支出的记账凭证分录行数量相

应增加，财务报告的指标数量也倍增。

□肖刚

政府收支分类，就是对政府收入和

支出进行类别和层次划分，以全面、准

确、清晰地反映政府收支活动。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是编制政府预决算、组织预

算执行以及预算单位进行会计明细核算

的重要依据。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是与支

出功能分类科目并行的一套政府支出科

目体系，自 2007 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设

立以来在部门预算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的基础性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

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工作出

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断加强支

出经济分类科目管理，为深化部门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现行部门预算管理体制

下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管理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设立的支出经

济分类科目体系基本能够满足部门预算

编制、单位会计核算和编制财务报告等

部门预算管理需要。尤其是自 2011 年以

来，为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强化社会监

督，财政部将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公务用车购置和公务接

待费 4 个款级科目确定为“三公”经费科

目，并要求各部门向社会公开相关预决

算信息，既符合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加

强“三公”经费管理的要求，又积极回应

了公众对相关信息的高度关切，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应看到，在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的管理和使用中存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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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门预算、单位会计核算、财务报告

等有关系统尚未实现一体化闭环运行，

各类业务数据无法从系统中自动提取的

情况下，所有业务数据均需手工录入，

单位财务人员的工作量明显增加。

二、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各级预算管理部门对支出经

济分类科目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对于反

映政府各项职能活动、一定程度上体现

财政资金分配权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

支出的管理上。多年来受部门预算管理

工作“重分配、轻管理”的思维影响，各

有关方面普遍存在着“重功能科目、轻

经济科目”的思想，在完善和规范使用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上缺乏主观能动性。

（二）部门预算尚未完全按照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编制。以 2014 年部门预算

为例，上报的部门预算中，除基本工资、

办公费、“三公”经费相关科目等 28 个款

级科目单独编列外，其他支出均未按照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编制，批复的部门预

算中仅“三公”经费是按照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列示的。由于预算未按照支出经

济分类科目编制，预算执行环节缺少控

制依据，预算单位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进行明细核算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三）科目设置不够科学，科目说

明简单。一是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并非全

部按照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设

置，一些科目是专为满足个别部门管理

需要设置的，不具有通用性。二是部分

科目说明简单，缺少必要的细化和解

释。例 如，30231- 公 务 用 车 运 行 维 护

费和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的说明中均

未详细解释车辆租用的方式和期限，对

30203- 咨询费、30227- 委托业务费和

30229- 福利费的说明分别是“反映单位

咨询方面的支出”、“反映因委托外单位

办理业务而支出的委托业务费”、“反映

单位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但未对哪

些经济业务属于咨询、何谓委托外单位

办理业务、按何规定提取福利费等作进

一步的解释说明。

（四）相关制度不够健全，存在管理

真空。许多科目缺少配套的经费管理规

定。目前，中央已针对部分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制定了专门的经费管理办法，尤

其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财政部

陆续发布了新的差旅费、会议费、培训

费、外事接待费、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因

公短期出国培训经费等 6 项具体经费管

理规定，但仍有许多科目，如劳务费、印

刷费、维修费、租赁费、取暖费、物业管

理费等尚未制定具体的经费管理规定。

（五）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全局意识

不强。以资产管理为例，在资产分类标

准的制定、会计科目和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中资产科目的设置、相关报表的指标

设计等工作中，相关部门多从自身职责

和管理需要出发，忽略了部门间的沟通

协调，没有形成有机统一的管理链条。

（六）监督检查力度不够，缺少制约

措施。一是缺少内部监督。除“三公”经

费等重点支出外，财政部门对单位会计

核算和部门决算中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使

用的监管停留在布置要求、数据汇总上，

审计部门则侧重对支出的合理合规性检

查，较少涉及对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使用

规范性的审计。二是缺少外部监督。部

门预决算尚未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对社

会公开，公众无从知晓相关信息。

三、加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管理、深化部门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的政策建议

（一）切实提高对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重要性的认识。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是政府

收支分类科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编

制部门预算、单位会计核算和编制政府财

务报告的基础。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始终贯

穿部门预算管理全过程，在部门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过程中发挥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各级预算管理部门要树立功能科目和经

济科目并重的观念，切实加强和规范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的管理和使用。

（二）将部门预算全部细化到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在现有部分支出已按支

出经济分类科目编制的基础上，将部门

预算全部支出细化到经济科目，依据相

关支出标准、数量和管理要求科学、合

理地编制部门预算，强化预算约束，规

范支出行为。

（三）完善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体系。

一是进一步细化科目说明，清晰划分科

目之间的界限，明确课题研究经费、审

计费等一些经常性支出应当使用的科

目。二是在满足财政管理需要的前提下

对部分科目进行适当简化归并，取消专

门为少数部门设置的科目，体现财政管

理重点。三是参照固定资产国标分类重

新设置资本性支出科目。

（四）加强支出标准制度建设。在

“三公”经费、会议费、差旅费等相关经

费管理已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认真

总结经验，继续研究制定和完善其他科

目经费管理办法，为全面实现支出有标

准、预算有依据、执行有控制的部门预

算管理目标提供制度基础。

（五）加强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有关

部门要加强分工协作，统一固定资产的

国标分类、会计制度和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中与资产相关的科目分类，为进一步

完善资产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强化监督，适当公开。一是加

强内部监督。要实现部门预算、单位会

计核算、财务报告等有关系统的一体化

闭环运行，减少科目使用的随意性，同

时审计工作中要加强对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使用合规性的审计。二是加强外部监

督。要顺应财政改革和社会发展需要，

将部门预决算逐步公开到支出经济分类

科目，为外部监督创造条件。

（作者单位 ：财政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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