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财经

新加坡政府绩效预算的特点

财政部赴新加坡考察团

自 2000 年以 来，新加坡深化绩效

预算管理改革，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预

算管理框架。

（一）实行“硬预算”制度

2000年，新加坡引入了“硬预 算”

做 法。新加坡政府和每个部门都有一

个 5年期的支出封顶。在确定这个 5

年期的支出封顶之前，财政部会对之

前几 年的历 史支出模式进行分析，并

对今后几年（通常是中期）的支出情况

进行预 测，并与各行业部门进行充分

的讨论，最后确定预算限额。

各 部 门 的 预 算 限 额 表 现 为 占

G D P 的比例（并且 这个比例在 5 年内

是固定的），而不是一个绝对数额。所

以，部门 预 算限 额由 G D P 的水平决

定。但是，在预 算限 额内，各部门有

很 大的自主权，如，在一个 5 年周期

内，如 果一个部门 当年的预算超过了

预 算限 额，它可以“借用”未来年份

的预 算额 度（不超过当年支出预 算的

10% ），当然未来年份的预 算额 度就

要相应减少；如 果当年预算的支出没

有用完，可以 放在未来年份 继 续使

用，而不会被 财政部收回。部门自主

权还表现在，在预算限额内，部门可

以 自由地用于各项支出。

（二）引入再投资基金制度

2004 年，新加 坡引入再投资基金

制度，其目的是为新的动议措施提供

资金。随 着时间的变化，会出现新的

需求，政府的优先重点也会改 变，此

时预 算就 要 进

行 重 新 分 配，

但 这 在“ 硬 预

算”制度下是个

很 大的挑战。为

了增加 预 算 再

分配的灵活性，

财 政部从 每个

政 府部门的 预

算限 额 中 划 出

一定比例，集中

起 来 形 成中央

再投资基金。这

个比 例与国家生

产力增长率挂钩，因此也称为“生产红

利”。各个部门都可以 向再投资基金

提 出项目申请，由财政部审批，以 决

定是否支持。部门获得的再投资资金

属于一次性的预 算资金，不影响部门

的支出限额。

（三）预算中引入“全成本”概念

准确计量政 府计划的成本以 便

为决策提供有关资源使 用效率方面的

信息是新加坡预算的关键原则。1999

年，新加坡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方法。

2000 年，引入了净经 济价 值（N E V）

方法。权责发 生制会计的引入大大提

高了对非现金成本的关注，并促使各

政府部门更多地在全成本基础上进行

决策。

（四）绩效信息在预算过程中得到

充分使用

新加坡在预算过程中广泛地使 用

了绩效和结果信息，但 其目的并不是

要直接将资金分配与绩效和结果指标

联系起 来，只 是为资源分配决策提供

这些信息，并且绩效信息更多的是被

部门用于如 何改 进自己的工作和对人

的考核评价。实际 上，“硬预算”的做

法就显然削弱了资金分配与绩效之间

的联 系。绩效评价结果不与预算分配

挂钩，绩效评价结果更多的是对人的

激励 而非对预算分配的激励。

新加坡财政部并不将具体的绩效

和结果指标“强加”给各行业部门。财

政部的作用是开发出合理的框架，用

于行业部门设 定自己合适的指标。绩

效与结果信息也是财政部和行业部门

预算会议的一部分内容。这种做 法是

基于各行业部门在使 用预算时应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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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绩效和结果方面有自主性。必 须注

意，绩效和结果信息主要在部门内部

使 用。

2006年，新一届政府制定了政府

综合战略图，包括政府愿景、战略结

果。战略 结 果 又 分解成政府运作结

果，由不同政 府部门 完成。各部门在

编制年度预算时，都要制定自己的预

期结果和相应的关键绩效指标。关键

绩效指标要与政府综合战略相关，否

则就会“偏 离”正确的方向，其预算也

不会被批 准。但是，每个指标的年度

目标值由各个部门自己设 定，财政部

不加干预。

关键绩效指标的设 定遵循的原则

是每年都要进行审查以 确保与国家战

略的相关性 ；指标个数要适量以保持

其清晰性和针对性 ；要制定长期的目

标以便能够促使部门考虑长远；每3—

5年要对指标进行分析以 便 发现其发

展趋势，如 失业率的趋势。

（五）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是新加 坡绩效预 算的

重要部分。首先由各部门利用财政部

开发的部门报告卡进行部门绩效自评

价，并将报告卡提 交给财政部。财政

部绩效与组 织 司在部门报告 卡的基

础上，对政 府整体绩效进行评价。部

门报告卡是财政部开发的用于部门绩

效自评价的工 具，包括 5 个部分。第

一部分讨论 过去一年取得的绩效与

成果以 及业务重点。第二部分包括关

键绩效指标。只 能使 用基于成效的指

标，并且指标不能超过 10 个。要描述

该指标的年度目标以 及 完成情况。各

部门还要制定指标的下一年度目标和

一个 5年目标。第三部分总结部门的

资源管理，包括 当年预算的支出比例

和部门净经 济价值的变化。第四 部分

讨论 部门 未来 5 年的关键战略 和措

施，这是为了培养政府机构的前瞻性

思考。第五部分总结部门的卓越表现

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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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财税改革三十年

搭建发展区域经济“乘数”效应的平台

宋立根

三年前的 8月 17 日，《 第 三只眼

睛看河北——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

究》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并

取得了轰动效应。由亚洲开发银行援

助的该项目，是国内第一次由国际金

融机构技术援助、赠款支持一个省

发展战略的研究项目，也是第一次由

国际咨询专家观察、分析和把脉一

个省的发展战略，特别是第一次提出

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引发了媒

体、专家学者的大讨论。该项目还荣

获了首届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共同举办的技术援助实

施奖。作为此项目的亲历者，我感受

颇多。

时间应 追溯 到 2002 年 10月，亚

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在河北省调

研后决定通过技术援助的方式，由国

际咨询机构、国内咨询机构和当地专

家联合开展省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问题研究试点，而研究对象就是被认

为“处于中国第三经济引擎核心区”的

河北省。项目共投入 80万美元，其中

亚洲开发银行赠款 60万美元，河北省

政府投入了 20万美元。河北省成为国

内第一个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术援助

资金开展省级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的省

份。该项目研究的主要成果就是搭建

了发展区域经济“乘数”效应的平台，

产生了显著的“乘数”效应，并不断扩

大。

环京津地区为了保证北京以及天

津市的发展，为了维护生态平稳和保

证京津地区稀缺而极其宝贵的淡水资

源，保障首都和北方大都市的生活资

料供给和社会稳定，在过去的 20 多

年里付出了巨大代价，做出了很大牺

牲。像河北省这样在距离首都不 到

100 公里的区域内，还存在着大面积

的贫困地区，研究报告将其称为“环

京津贫困带”。这些贫困带地处京津

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环球财经
	新加坡政府绩效预算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