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监督

开展中央基层预算单位部门预算

审核工作的做法

杜悦妹

财政部驻上海专员办按照业务机制建设体现监督融入

管理、立足眼前、着眼长远的基本思路，开展部门预算审核

工作，对中央基层预算单位预算（一上）基础数据和相关资

料的真实性、项目支出预算编报的合理性、预算编制行为的

规范性进行审核，并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分析和评

价，为财政部审核和批复部门预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促进

了部门预算改革的深化。

根据上海中央基层预算单位众多、基本建设和项目支

出资金少的情况，专员办确立了以部门预算审核为基础，银

行账户审批为抓手，国库集中支付为手段，专项检查为保障，

注重监管与服务并重的部门预算管理思路，按照“分析基础

资料—现场审核预算—建立监管资料库—测评执行绩效”

的审核程序和工作模式，稳步推行部门预算审核。

（一）收集数据，摸清家底，夯实监管基础

在目前的预算管理现状下，专员办的审核主要是为财政

部的预算批复在基层把好第一关，提供预算批复所需的各

种情况和基础数据。在审核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追求对部门

申报数的核减，而是通过做到“四明晰”（人数明晰、资产明

晰、账户明晰、管理明晰），逐步建立、完善中央基层预算单

位基础资料信息库，摸清中央基层单位家底，夯实部门预算

基础数据。如在对某单位 2003 年部门预算审核时，发现其

存在 6000万元账外资金的问题。在对某单位开展部门预算

审核中，深入其下属10 个分支机构现场，对上报的基础数

据逐一进行核对。该单位 2006年预算上报编制人数为 2005

人，实有人数 1522人。可经审核实有人数只有 1416人。通

过审核，查实了人数，了解了其资产现状、银行账户开设、收

费管理、会计核算等情况及相关数据，为实施有效的部门预

算奠定了基础。

（二）因地制宜，调整重点，提高审核有效性

预算管理是以预算编制为基础的。专员办参与部门预算

审核的目的，是使部门的预算安排更加切合实际和科学合理。

审核中，及时按照实际审核情况及发现的重要线索，调整审

核重点，修正审核方法，以提高审核效果。如对某单位进行

2007年部门预算审核时，审核重点起初定位在稽核办案费项

目上，但到现场才发现该单位购买的某大厦已建造完成，即

将进入内部装修阶段，预计 2007年 4月可以交付使用，如果

同意 2007年该单位购买该大厦作为办公用房，则该单位上报

的 2007年 4—12月房屋及车位租赁费预算支出可冲抵购房款

项。于是，专员办重新调整审核重点，着重测算上报租赁费预

算与购房款预算的实际金额，测算结果认为，租赁费 869.1万

元可以用以冲抵购房款项。

（三）与时俱进，完善机制，保障工作有序开展

一是科学划分内部处室职能。从 2004 年起，按照“明确

分工，协作沟通，一门服务，牵头负责”原则，将中央基层预

算单位按照行政执法单位类（如国税局、海关、工商、公检

法司等）、事业单位类（如大学、医院、科研机构等）、企业

集团类、金融监管机构类相应地落实到各业务处实施具体

监管。牵头处负责目标制定、政策贯彻、工作汇总，发挥组

织指导的作用；职能处负责办理具体业务，一头对外，发挥

具体实施的作用。这样，对于 1家中央基层预算单位，职能

处对其所涉及的部门预算审核、银行账户审核审批、国库集

中支付、年终决算审核、其他审核审批事项、非税收入征缴、

专项检查（调查）等实施全面监督，节约了人员的投入，大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加强制度建设。近年来，按照财政

部关于机制建设的总体要求，专员办先后制定了《 上海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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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对中央二级预算单位预决算审核和财务监管的实施办法

（试行）》、《 上海专员办银行账户年检实施办法》等，为有

效实施中央基层预算单位财政监督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

注重联合监管。通过几年来的部门预算审核工作，专员办与

中央基层预算单位之间密切了相互关系，实现了联合监管，

形成监督合力。如通过对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派出机

构部门预算的审核工作，不但加强了与3家金融监管部门之

间的监管信息沟通，实现资源共享，而且联合开展对非金

融机构的检查、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等，扩大了监

管成效。

（四）围绕支出监管，采取“四结合”，确保审

核善始善终

部门预算审核作为支出监管的一个重要环节，应与其他

监管环节紧密衔接，整合资源，提高效率。为使部门预算审

核体现实效，专员办采取了“四个结合”，即：

部门预算审核与预算执行监督相结合。注重事前审核与

事中跟踪问效并举，遵循“三程序”：一是掌握项目的运行情

况，采取市场调查、实地查看和分项测算等方法，重点掌握

各个项目的实际开支情况；二是要求被审核单位定期汇报重

大事件，实施非现场动态监管，掌握项目进度；三是对新增

预算项目或其他需做预算调整的项目，以市场价格确定预算

价格，定期到现场考察，避免预算虚增，掌握项目额度。部

门预算审核与预算执行监督相结合，较好保证了预算管理的

严肃性及资金使用的效益性。

部门预算审核与决算审核相结合。在预决算审核的结

合中，力争做到“两比较”：一是将本年预算情况与上年决

算审核结果相比较，看新增项目是否合理合规，看变动大

的项目是否合理，依据是否充分。二是将本年决算与本年

预算审核结果相比较，看决算是否超出预算及超支原因是

否合规，有无节约的情况，原因为何，等等。通过比较后掌

握的情况，都可以作为部门预算审核的依据。如在对某单

位 2007年部门预算进行审核时，将上报审核数与2005年

度决算数及 2006 年预算审核数相比较，并用 2005 年度和

2006年1至 6月份的实际发生数、2007年预计实有职工人

数进行测算，发现其中有 242万元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依

据不足，于是进行了相应核减。

部门预算审核与国库集中支付相结合。国库集中支付的

两个重要环节是资金申报和资金使用，专员办结合部门预算

审核在这两个环节中做到“两对照”：一是在资金申报时要将

申报项目的性质、内容、金额与预算审核批复情况相对照；

二是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要将项目的用途、实际支出金额与

预算审核批复情况相对照。同时，将服务寓于监督之中，确保

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如某单位 2006年度向专员办申请国库

集中支付购买车辆，经对申报的金额 49万元与预算批复的 50

万元车辆购置费相对照，并对申购车辆的排量、规格等进行

一一核对后，同意该单位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购买。在随

后的预算执行监督中，专员办还到该单位现场实地勘查了购

买的车辆，确保资金使用的真实性。

部门预算审核与银行账户管理相结合。主要做到了“三共

享”：一是数据共享，通过建立部门预算审核基础数据库和

银行账户管理信息库，实现部门预算审核中积累的基础数据

与银行账户管理过程中收集的数据共享。二是线索共享，在

部门预算审核中，利用银行账户管理中发现的线索；在银行

账户开户审核或年检中，借助部门预算审核发现的线索，以提

高监督效率。三是监督成果共享，对查实的问题、发现的错

漏，在监督工作中予以关注。如在对某单位 2005年度银行账

户年检中，发现该单位工会账户有将不符合《 工会法》规定用

途的资金发放给职工个人的情况。在对该单位 2006年决算

审核时，专员办对这一问题继续予以跟踪，发现是由于行政

补贴不当造成资金发放的不合规。同时，将此问题列入审核

2008年部门预算时的重点关注内容。

（作者单位 ：财政部驻上海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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