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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

资产配置行为按照预算确定的指标执

行。涉及年度资产配置追加调整的、以

及利用其他资金购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的，有关资产配置从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追加调整的

配置计划同步进入预算执行系统，实施

计划执行和采购。

2.完善资产配置标准体系，为资产

配置管理奠定基础。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配置标准和资产使用年限标准是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配置管理的依据。因此,南

京市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标

准进行了规范。新标准突出“保障需要、

科学合理、勤俭节约、从严控制、方便

管理”的配置原则，一是内容详实全面。

涵盖了办公用房装修、办公家具、通用

办公设备、专用设备等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二是可操作性强。对通用资产分别

设定了数量标准、价格限额标准和最低

使用年限，对多媒体系统、服务器、网

络设备、检测设备等国家及省市未规定

标准的采取评估论证方式进行配置管

理，对专业管理等需额外增加资产配置

的，采取评估论证核定。对未设定配置

标准和单价未到达评估论证管理要求的

固定资产，规定了厉行节约、从严控制、

合理配备的管理要求，对固定资产配置

实施全覆盖管理。三是强化集中共用管

理要求。对单位内部能够集中共用的资

产，规定统一保管，按需借用，内设机

构不得重复配置，避免闲置低效，在单

位办公设备配置数量上，按照单位公用

配置和工作人员配备分别进行量化设

定。四是便于信息化管理。标准的制订，

考虑了资产配置预算信息化管理需求，

便于量化操作管理，也便于置入管理平

台，实施信息化操作管理。

3.优化资产分类代码，准确反映资

产存量。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存量信息是

审核安排资产增量配置的依据，也是资

产管理实现网上申报审核的重要基础

数据。为此，南京市财政局结合新的固

定资产分类与代码标准（GBT 14885-

2010），在保证与上级财政部门管理口径

要求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南京市资产配

置标准设定量化管理的资产分类，细化

设置了固定资产分类代码。通过资产分

类代码细化设置，准确反映资产信息系

统各类资产存量信息，为实施存量决定

增量的资产配置审核提供统计支撑。

4.以信息化为手段，构建资产配置

审核模型。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既有共性

特点，又有个性需求，决定了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配置既要注重通用性，又要考

虑专业性。为此，南京市财政局从配置

标准入手，构建了资产配置审核模型，

开发了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资产配置管

理功能。一是设置《资产配置更新管理

基础信息表》，将资产配置标准及使用

年限标准植入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为核

定不同单位的资产配置量提供依据。二

是构建资产配置量核定管理模型。资

产配置量核定是指按照一定的申报审

核程序，确定单位资产可配置数量的行

为，即核定单位“物”的编制。三是构

建资产配置申报审核模型，开发设计资

产配置审核管理报表软件。资产配置申

报审核是资产配置管理的核心环节，资

□李昌训  陈永宁  任  平  郑步健

近年，江苏省南京市财政局以资

产配置标准为依据，以信息化管理为手

段，深化资产配置管理改革，认真开展

市级部门资产配置和部门预算编制执行

相结合的试点工作，努力推进资产管理

和预算管理的结合。

1.设计改革方案，构建管理框架。

资产配置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包

括资产配置申报、资产配置审核、配置

预算编制、配置预算执行、资产配置采

购、固定资产登记等管理环节，整个配

置管理行为需要资产管理信息系统、部

门预算编制系统、预算执行及采购系统

等业务管理系统的有机整合。为此，南

京市财政局综合分析了各财政业务的

管理特点，以此构建资产配置管理框架

体系，设计资产配置管理信息化总体方

案。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按四个步骤

进行：一是依据市政府出台的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配置标准，核定各单位资产可

配置量，作为资产配置预算管理的基础

数据。二是在部门预算编制前，布置资

产配置编报工作，行政事业单位通过资

产管理信息系统提出各类固定资产配置

申请，经财政部门审核论证，确定单位

下一年度可配置资产计划。三是将符合

配置规定的可配置资产计划在部门预算

“一上”前导入部门预算编制系统，编入

预算项目，属于政府采购的，编入政府

采购预算。四是部门预算经批准后，反

馈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由资产管理信

息系统与预算执行系统对接，单位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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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配置申报审核模型由《资产配置

需求登记表》、《资产配置申报预审

表》、《资产配置申报审核表》和《资

产配置批复表》构成。《资产配置需

求登记表》是由单位收集内部资产

配置需求，进行分类分项集中登记；

《资产配置申报预审表》是对《资产

配置需求登记表》的填报情况进行

自动预审，告知单位资产配置需求

超数量、超价格标准情况，并提示

须报送的审核、论证材料，此表数

据均由系统自动提取生成。《资产配

置申报审核表》是主管部门和财政

部门的审核用表，填报具体审核确

认的可配置数量和价格；《资产配

置批复表》是通过《资产配置申报

审核表》自动提取生成，并导入部

门预算编制系统。

5.升级财政业务系统，实现与

资产配置系统对接。为避免资产配

置管理和资产预算管理“两张皮”

问题，南京市升级开发了部门预算

编制系统，改变以往在预算项目中

直接填报资产预算的模式，采取以

资产配置的审核控制信息为唯一依

据，编制部门预算中的资产配置预

算。同时，鉴于部门预算中资产配置

预算明细信息只有进入预算执行管

理系统，并执行资产配置管理要求，

才能真正保证资产配置管理在预算

执行及采购环节得到有效监管，南

京市财政局设计了资产配置管理和

预算执行管理衔接方案，升级开发

了预算执行系统，即经部门预算“两

上两下”审核流程，安排了预算的资

产配置计划，返回资产管理信息系

统，通过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和部门

预算执行系统对接，同步进入预算

执行系统，并在预算执行管理取用

配置计划，启动采购工作流程。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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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鹤庆：
所有乡镇“零债务”

在清查中，根据原始凭证和资料认

定债权债务，并统计到《债权债务清理

表》中，清理结果及时逐笔张榜公布。

最终认定1113万元政府性债务。在此基

础上，对于需要政府偿还的债务，采取

分阶段、按步骤妥善化解的办法，确定

偿债顺序。在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

的前提下，工资性欠款、义务教育欠款、

农田水利建设欠款等基本报酬和公益性

债务优先安排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单

位借款、个人借款等运转性债务分期偿

还；其他类型的债务根据财力情况逐步

偿还。

（二）先行试点，探索经验

全面清理全县乡镇债务后，鹤庆县

以实施乡镇撤并为契机，在西邑镇和中

江乡开展了债务化解试点工作。

西邑镇是鹤庆县5个撤乡建镇的乡

镇之一，1998年由“北衙乡”改为“西邑

镇”，镇政府机关及所有乡镇机构从北

衙搬迁到西邑。在搬迁过程中新建工程

多，全镇所有机关、事业站所均属新建。

截至2005年底，该镇政府欠债126万元，

其中，学校建设项目欠债74万元，债务

较为沉重。开展试点后，西邑镇把偿债

同减轻农民负担结合在一起，积极化解

乡村债务。一是对项目工程欠债，在审

计确认的基础上，与债权人多次协商，

实行“让利”一次性偿还债务的方式，争

取债权人让利19.5万元；二是多方争

取资金化解债务；三是积极组织财政

收入，将超收分成优先用于偿还债务。

2005年彻底偿清了126万元镇级债务。

同时，通过对全镇9个村委会的债务进

□何  洛

政府债务是困扰县域经济发展的一

大突出问题。截至2005年底，云南省鹤

庆县的县乡两级政府性债务余额15448

万元（其中县级债务14335万元，乡镇

级债务1113万元），是当年全县一般预

算收入的 2.6 倍。七年多来，鹤庆县按

照“摸清家底，挤出水分，分类化解，逐

步解决”的思路，在化解政府性债务方

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于2009年10月在

全州12个县市中率先实现了乡镇“零债

务”目标，并进一步巩固了“零债务”的

成果。

（一）关口前移，核减债务

鹤庆县以“乡财县管、村账乡管”为

契机，在核实和审计乡村债务中，关口

前移，由政府委托财政、审计等部门直

接与债权人进行谈判，争取30—40％的

折扣后确定出实际应清偿数额。一是对

涉及到农业税费改革前的乡统筹、村提

留和税费尾欠认真进行清查核实，对历

年形成的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农业税尾

欠款，报村民代表会讨论通过，按程序

上报批准后给予减免。二是对乡村直接

借贷形成的历史债务，凡不是用于为农

民集体办事的，按照“谁受益、谁负担”

的原则落实到债务人，不转嫁给农民；

借贷时已经集体民主讨论同意的要清欠

还债，同时结合“村账乡管”工作的开展，

运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催收单位和个人

所欠款项，偿还债务，核销减债。三是对

于债权单位已撤销或债权人主动放弃追

债要求的，按规定程序予以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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