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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三公”经费公开及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致，有早有晚，有的甚至在下半年才

公布上一年数据，以回避媒体和公众的

关注。二是形式不够统一，有的单位数

据较为明确、便于查询，而有些单位数

据较为含糊、且隐藏在众多查询信息

中，不便于公众全面了解“三公”经费的

支出情况。

3.缺乏支出合理性的判断标准

由于“三公”经费公开的信息不够

全面，社会公众对各单位的人员、职能

以及资产情况也都不甚了解，加之缺乏

相关的制度规定及权威部门的评估，因

此社会公众对“三公”经费支出的合理

性缺乏科学的判断依据，无从考量，仅

仅停留在“看热闹”的程度。

4.统计口径不准确

“三公”经费是指各级部门用财政

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

（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

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

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

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

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

待（含外宾接待）支出。由于“三公”经

费不是一个核算科目，所以在财务入账

时就有了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利用培训

费、差旅费、会议费、租赁费、业务费

等科目列支“三公”经费，或者直接使

用其他支出科目列支，都可以规避“三

公”经费支出。此外，很多单位还有下

属事业单位及其他经济实体，这些都可

能成为分担“三公”经费的单位。因此，

目前公开的“三公”经费统计口径存在

不准确性，与实际的开支情况有一定的

偏差。

二、加强“三公”经费公开及

管理的对策建议

1.健全相关制度

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管理条例》中

对政务信息公开做了一定的要求，但具

体时间、方式、细化程度等都不够明确，

对“三公”经费支出的规定也不够具体

化、标准化。为此，应进一步明确“三公”

经费公开的时间、形式以及细化程度。

各部门不仅要公开“三公”经费，还要尽

可能公开其他预算支出，避免将“三公”

经费隐藏在其他经费支出中。根据信息

公开的方便原则，建议建立专门的政府

信息公开网，用于公布各部门预算收支

情况，或者统一上报至财政部门一并公

布，以便于公众比较查询和进行监督。

此外，主管部门还应对相关支出情况进

行必要的分析，如各项支出的合理性以

及变化情况等，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与

此同时，对于“三公”经费的开支范围、

标准以及审批管理等做出更详细的规

定，要健全会计核算制度，进一步规范

科目使用规定，防止串用科目。此外，

要健全监督及问责制度。各部门每年的

年度决算，应规定由相关部门进行监督

和评估。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的做法，每

年由中介机构对其会计报表做出审计

□张  君

自2011年中央提出公开“三公”经

费支出情况以来，中央各部门及部分地

方政府陆续以不同的方式公开“三公”

经费的预算及支出情况。两年来，一方

面有效控制了“三公”经费的增长，另一

方面也充分发挥了社会监督的作用。新

一届党中央提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及厉行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的具体要求。如何针对当

前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做好“三公”经费

公开并加强管理，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三公”经费公开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1.公开内容不够细化

目前公开的“三公”经费主要是预

算及支出的总金额，没有相关明细，公

众对支出的具体内容无从了解，只能简

单比较一下各单位的金额多少，支出金

额较大的单位则成为众矢之的。因此，

“三公”经费公开内容的不够细化，直接

影响了公众的知情权以及监督权的行

使，换句话说，公众只知道“政府花了多

少钱”，但“办了什么事”并不清楚。因

此，如果“三公”经费公开内容不详细，

就没有真正达到公开的目的。

2.公开的时间和形式不够统一

目前“三公”经费的开支情况都由

预算单位自行公布，管理部门提出相关

要求。从公布情况来看，一是时间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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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介机构可由财政部统一招标确

定、统一付费，不与被审单位发生经济

关系，以保持其独立性。对年审中发现

问题的可由各地财政专员办进行专项财

政检查，或由审计部门开展审计。要健

全问责制度，对于中介机构、财政部门、

审计部门发现的问题，在核实的基础上

追究责任，并将每年的检查情况及问责

情况对外公布。

2.完善预算管理机制

目前，大部分部门单位对“三公”经

费实行预算限额管理，即年内支出不得

超过预算限额，预算限额根据上年支出

情况确定。应该说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

管理办法，但不免有脱离实际的地方。

这种预算管理方法是典型的基数法，以

车辆运行费为例，如果有些单位车辆管

理不善，造成上年车辆支出较大，但却

使其下一年预算限额保持较高水平，毫

无管理压力；而有些单位车辆管理较

好，上年支出较低，反而使以后年度预

算限额较小，没有多少压缩空间，随着

物价及车辆数量的增加，该单位预算限

额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所以这种预算管

理模式易产生反向激励的效果。因此，

如果采取预算限额管理，应该用零基预

算法确定合理的预算限额，可按人均标

准或按单车标准和合理的车辆编制来确

定车辆运行费的预算限额。同时，“三

公”经费支出应全口径统计，要将各单

位的其他收入及所属事业单位和其他经

济实体的预算统一纳入管理，作为该单

位完整的预算进行编制，分类别公开，

避免行政支出与事业支出、经营支出互

相挤占、挪用。

3.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三公”经费支出是否合理，不能

简单地从数据上得出结论，由于各部门

人员、资产以及工作性质的不同，都可

能使“三公”经费支出产生差异。因此，

“三公”经费的管理还应引入绩效管理

理念，通过绩效考评，科学地评估“三

公”经费是否产生了效果，是否是有效

的支出。我国目前预算绩效评价多为对

项目的考评，对基本支出实施绩效评价

的较少。预算绩效管理应是全过程全口

径的管理，应充分发挥绩效管理的作

用，形成“三公”经费支出的结果反馈

机制。

4.加强配套改革

“三公”经费的管理与其他配套改

革有密切的关系。要加强对出国事项的

审批及对出国期间公务活动的监督管

理；进一步深化公车专项治理，科学核

定车辆编制；严格公务接待的审批，明

确接待标准等。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可

以通过招标确定承办公务出国、公务接

待的定点单位，并定期考核服务情况。

应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库集中支付和公

务卡管理，强化对“三公”经费支出的事

前管理和事中控制等。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  李  烝

[图片新闻]

看不见污水的养猪场

2011年，湖北宜都枝城镇六里冲村的杨帮清，在

镇财政部门的帮助下投资120多万元建起能同时饲养

2000头猪的养猪场及200立方米的沼气池，同时他还管

理着57亩茶园。猪的排泄物全部进入沼气池，沼液通过

管道流进茶园，不仅节约了成本，而且提高了茶叶品质。

诺大的养猪场看不见一点污水和裸露在外的猪粪便，成

为名副其实的环保养猪场。

(冉德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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