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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大多数高等学校的预算管理

模式沿用了政府财政分配的管理方式，

即财政部门年初按照部门预算批复将

资金使用额度下达给学校，年中根据资

金支付情况对学校进行预算控制，年末

根据实际资金支付情况进行考核，整体

呈现出资金配给式特征。这种模式导

致预算授权和资金支付不匹配等多种

问题凸显，主要表现为预算授权和资金

支付的“时间冲突”。

已有研究认为，预算管理需要双重

的信息体系，一为预算事项信息，二为

资金信息。前者应反映预算全过程控

制的效果，后者应反映现金流和债权信

息，两者只有协同均衡才能化解上述冲

突。但尚未有文献对如何实现这种均

衡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提出动态事

项预算管理模式，以事项预算授权为基

础，构建集成工作计划和资金支付信息

平台，以实现预算授权和资金支付动态

均衡的预算管理模式。第一，事项执行

和资金支付存在时间差，这需要建立在

一个集中的信息平台上进行研究。第

二，高等学校承担了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服务社会等多维度功能，以高等学

校为例进行事项计划和资金支付的均

衡需要实现多维度的整合。第三，在预

算周期内，事项信息和资金支付信息应

是动态均衡的。

二、事项计划和资金动态均衡

的预算模式构建

（一）事项和资金动态均衡概念

基于高校集中资源平台，各项业务

活动的事项计划是财务支付的前提和

依据，且财务支付一般发生在事项活动

启动之后，沿用此逻辑，高等学校的预

算可分为事项计划制定及审批、预算授

权、预算执行和资金支付几个环节。一

般来说，事项计划可以通过预算授权、

项目及科目设置等方式体现出预算执

行主体的归属性，但资金的流动使其具

有天然的动态性，在总支出需求可控的

情况下，根据不同事项的执行进度进行

配给。该方法体系的主要特点为 ：

1. 事项预算和资金预算集成。高校

的预算工具是为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

展服务的，事业计划是资金供给的前

提，通过改善事业成效来提高资金使

用绩效，从而真正实现预算的功能。因

此，高校预算编制应由“分钱预算”转

变为事项预算，在批准事项计划的基

础上，以事项所需的资金额度平衡为原

则，编制资金额度预算。

2. 动态管理。学科发展、科学研究

的外界环境不断变化，且学术活动成果

产出的不可预见性，会导致学科建设等

事项执行信息动态调整，资金支付也需

随之改变。

因此，根据事项计划的实际执行情

况，动态调整预算授权和资金预算，可

实现有限资金资源的最大化使用，避免

由于事项计划终止或进度缓慢，造成单

一会计年度内的资金结余。

3. 信 息 集 成。该 模 式 运 用 ERP 和

REA 等工具将事项计划下达给各预算

主体，预算主体在事项计划执行的过程

中，将事项计划执行信息转换为资金额

度匹配信息，植入资金额度预算平台，

通过组织平台、编制平台和调整平台实

现事项信息和资金额度信息动态均衡

的预算管理模式（如图 1 所示）。

事项计划和资金支付动态均衡

预算管理模式构建

摘 要：本文以高等学校为例，
通过探索高校预算编制内容重塑，搭

建事项信息平台、预算编制调整信息

平台、资金额度信息平台，构建事项

和资金动态均衡的预算管理模式，该

模式突出了预算管理“事项信息和资

金信息”相互契合的双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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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权与财权动态均衡预算模

式的构成

1. 高校预算编制内容重塑。高校预

算对象由传统的可分配资金资源拓展

为可分配资金资源可满足的年度事业

发展计划。年初，学校将可进行的事项

及执行计划下达给校内各预算主体，各

预算主体根据事项计划执行并随时记

录和整理事项执行进度、成效和资金需

求等信息，通过事项信息平台进行集成

上报后，通过动态预算管理信息平台获

取资金额度执行。

2. 事 项 信 息 平 台。根 据 其 业 务 特

性，学校各类事业发展计划事项可分为

均衡支出事项和动态支出事项。均衡

支出事项是指支出计划和资金支付相

对固定的计划，如工资支出等 ；动态支

出事项是指与工作环境变动相关，较难

把握的经济计划。对动态支出事项进

行监控是事项信息平台的主要职能。

事项信息平台包含事项计划监控

组织和事项流程记录组织，并设立有专

职的事项信息记录中枢，将事项计划执

行过程中的执行进度、资金需求汇总成

驱动信号，在规定的时间内传递给预算

编制调整平台。

3. 预算编制调整信息平台。预算编

制调整信息平台是核心中枢平台。它

是指在预算管理中，通过接收事项信息

平台传递的信息，以预算均衡控制数为

约束，以事项月度需求进行资金额度安

排，月度均衡有剩余的，启用备选事项

库选择最优备选事项计划进入事项库。

采用动态方式选择预算编制起点，

可将年度单个的预算编制起点调整为

以一定的时间间隔的多个预算编制起

点。预算编制和预算调整以事项计划

执行信息为核心滚动，采用互动的预算

程序。第一步，由高校集体决策部门批

准各类事项的目标及执行计划，并预下

达各类事项计划的启动预算额度。第

二步，预算执行主体通过事项信息平台

提出批准事项的执行进度信息及资金

额度需求后，高校集体决议机构依据实

际事项执行信息，在均衡额度内根据需

求匹配下达资金额度 ；超过均衡额度

的，则相应调整后续资金计划。

4. 资金额度信息平台。资金额度信

息平台由学校财务部门控制。财务部

门根据年初预算可分配资金情况，结合

学校优先排序的事项计划信息，预测出

可满足的事项计划范围，年初提交学校

审批后，按比例预下达给各事项启动额

度，剩余额度按照事项计划生成月度控

制数。待事项信息平台经预算编制调

整信息平台处理后，汇总事项批准需求

分配资金额度，若月度分配额度小于月

度控制数，则可将结余信息反馈给预算

编制调整平台，根据实际启动备选事项

库，选择急需事项进入事项信息库。              

（三）事权与财权动态均衡预算管

理流程

1. 设定预算目标。动态均衡预算编

制采用“双轨制”的编制模式，一轨为

事项计划的编制，二轨为资金计划的编

制。双轨预算的编制需要设定预算目

标。事项目标可按照高校发展战略、所

处的环境以及自身人才、科研和资金资

源设定。预算目标要尽可能细化，如预

算目标可包括何时何种方式完成何事，

何时需要怎样的资金支付等。对于多

维的预算目标，应在年度目标确认后，

综合考虑以前年度的延续性，进行优先

排序。当年必需项目进入当年事项库，

其余项目进入备选事项库并根据重要

性和必要性进行排序。

2. 预算编制。动态均衡预算程序建

议采用事项计划在先、资金计划在后

的“二上二下”预算编制程序。“一上一

下”环节仅指事项计划的环节，高校管

理层根据年度工作要点和工作目标，将

工作任务分解下达至学校各行政教学

单位，校内各单位根据工作计划和工

作任务完成工作进度时间表和资金使

用时间表，并将时间表反馈至管理层。

管理层将时间表结合学校的资金总体

计划提交学校预算管理委员会编制学

校年度预算。“一上一下”环节主要依

托动态预算管理的事项信息平台完成。

“二上二下”环节则是指学校预算管理

委员会将测算好的预算资金使用额度

下达给校内各单位，各单位完成支付科

目的细化后作为预算执行的依据。

3. 预算调整、控制与管理。在预算

执行过程中，预算管理信息员随时将收

集到的事项进度信息和资金调度信息

汇总入预算调整信息平台，经信息中枢

处理后及时将信息反馈至学校预算管

理委员会，预算管理委员会对进度和调

整信息进行磋商后，完成预算调整决策

和实施。

（作者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计划财

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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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权与财权动态均衡预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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