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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政府预算 制度改革  建立廉洁 高效政府

——《中国政府预算：制度、管理与案例》评介

安体富  孙玉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的财政

体制改革也进入 了 一个新的阶段，由过去的以财政 收

入改革为重点，转变 为当前在兼顾收入改革的同时，重

点进行财政 支出方面的改革。自 1998年以 来， 我国确

立 了构建公 共财政框 架的改革方向，几年来已经取得

了 可喜的成果。作 为公 共财政框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

政府预算制度，在国家调控经济、收入计划的安排和支

出的控制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按照市场经济

体制的要求，政府预算管理正不断向 多样化、复杂化、

效率化和法制化方向转变。可以说，只 有建立 了适应市

场经济要求的较 为 完善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才 能 真

正使政府的经济意图得到充分的贯彻， 有限的财政资

金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政府的行 为 才 能在法律的监

督下做到高效和廉洁。
由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 社出版 ， 楼继 伟同志主编的

《中国政府预算：制度 、管理与 案例（2002年版）》一书，

通过引进公共选择机制，对中国政府预算制度、管理模

式和典型案例加以适 当总结和梳理， 展 示 了 几年来我

国政府公 共财政 与 公 共预 算改革的成绩，向公 众揭 示

了 政府预 算收支的 主要内容以及政府预 算编制审批执

行监督的全过程，并就中国政府公 共预算管理模式的

转型进行前瞻式的展 望， 无 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

现 实意义。
本 书的 撰稿 人 都是政府预 算管理方 面 的 专 家和 实

际 工 作部门 主管政府预 算工 作的领导和业 务骨干， 这

保证 了本书的权威性和实用性。概括起来，本书有以下

几个 突出的特点：

一是该书的篇章结构较为新颖。全书分成理论篇和

案例篇，真正做到了理论与 实践的有机结合。理论篇首

先介绍了政府预算的基本理论， 然后按照政府预算的分

类，以 2001 年我国政府预 算收 支科 目 为 例， 详细 阐释

了政府预算收支的主要内容。重点讨论了政府预算的编

制、审批及执行等问题，同时也讨论 了政府决 算、政府

预算监督、政府预算会计等问题，基本涵 盖了政府预算

管理的全部理论问题和最新的理论研 究成果。
在案例篇中则包括 了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预算、项

目支出预算、综合预算和标准周期预算的编制案例，以

及国库集中支付 、政府采购、财政单一账户 、政府预算

管理信息系统及政府间财政关 系等 案 例， 涉及中央部

委、省、市、县等预算级次，较全面地展现 了近一段时

期实际 工 作部门在政府预 算改革方 面取 得的成果。
二是在理论介绍方 面 有许 多创新。本书的理论篇

不是一 个单纯的、平铺直叙的理论介绍， 而是密切结合

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介绍西方政府预算理论的同时，注

意引发读者的思考，以期发挥其借 鉴和学习的作用。就

当前改革的热点问题，如部门预 案 、国 库集中收付制

度、单一账户管理、政府采购制度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

内容都 进行 了 详 细 的介 绍和 讨论 ， 与 案 例 篇 前后 呼

应 ， 相 辅 相 成。
三是本书所选取的 案 例具 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用

性。案例的编写者都有着丰富的政府预算管理经验，所

选样本均是在政府预 算改革过程中通过积极探索， 取

得 了 一 定的成功经验的代表地区。本书 案 例中利用 了

许 多理论界推 崇的先进的政府预 算管理方式和方 法，

诸如复式预算、零基预算、绩效预算等。这不仅是一种

经验介绍， 更 为今 后财政 改革及完善提供 了 可以 进一

步探讨的载体。
应该肯定，这种就政府预 算的制度 、 管理与 案例进

行全景式描述的做法，是一种很好的尝试。而采用回顾

与前瞻式的分析，也有其特定的用意。正 如 本书的导论

所分析的 那样 ，这既是推进中国公 共财政 框 架构建的

客观要求， 又符合现代财政民主决策、民主理财的要求

与趋势，同时也是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的现实途径，必将

有助于实现广 大人民群 众参政议政的理想与 追求。同

时我们也应注 意到 ，由于预 算权 力是政 治权 力 中非常

重要的内容，政府预算也就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

在很 大 程度上还属于公 共管理学和政 治学的 范畴。但

是就 我国政府预 算管理的现 实而言 ， 距 离引进公 共选

择机制、重构预算决策模型的目标还比较遥远。在无 法

确定 一种现成的改革路径的情况下 ， 中国政府预 算管

理模 式的 改革还需要 更加 深 入的思考和研 究。
（作 者单位：中国 人 民 大 学财政 金 融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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