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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2000年开始实行部

门预算改革试点， 2001年试点面扩大

到60%，到 2002年， 市直 106个部门

340 个基层会计单位都做到了一个部

门一本预算，并提交了教育、农业、公

安等 10个部门的预算报人大审议。整

合了预算内外财力， 规范预算执行， 强

化预算监督，进一步提高了依法科学

理财水平。

一、 基础工作牢固扎实

从 1998年起，保定市即在全省率

先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 “一个单位一
本账 、 一个账户” 的管理办法，统

一核算预算内外收支。后又推行了

“一个处室管理财务、 一个账户出入

资金、一本总账核算收支、一支笔审

批把关、一套报表反映资金动态”的

管理模式，为部门预算创造了条件。

1 . 制定标准，统一尺度。将行

政事业单位分为无收入、 有部分收入

和有收入三类。不同的部门制定不同

的财政政策： 无收入的，人员和办公

经费财政全额负担；有部分收入的，

财政负担其人员经费中基本工资的

40%，其中对医院和大中专院校， 结

合其特定的业务性质，分别制定了事

均 （以病床数为核定依据 ） 和生均

（以在校学生数为核定依据）经费核

定办法；有收入的，财政原则上不予

负担，但对于预算外收入确实不足且

担负行政职能的部分单位， 给予一定

补助。并确立了一套较为可行的预算

内外统一的定员定额标准体系。对人

员经费，根据国家规定的行政事业单

位人员工资开支项目和标准、地方出

台的补助工资项目和标准以及财政认

账的部门出台的工资性奖金、 津贴补

助项目和标准核定。对部门自行出台

的津贴政策一律不予负担。通过严格

工资标准，审减一些部门自行出台和

扩大执行范围的津贴政策 8项， 对一
些部门擅自提高房改补贴标准也进行

了纠正， 此举共节约财政资金 152万

元。对正常办公经费， 区 别五大班

子 、 公检法司、 学校医院 、 一般预

算单位，制定了分类分档的等级定额

标准，具体有车辆经费定额、 电话经

费定额、冬季取暖补助定额以及邮奇

费 、差旅费 、水电费和其他办公经费

定额等， 仅冬季取暖补助定额改革一
项，节约资金 200 余万元。

2. 摸清底数，夯实基础。一是

根据编委确定的单位性质、 机构级

别、 定编人数界定财政开支范围， 建

立了人员编制数据库。设立增人增资

审批卡，实行市长一支笔审批制度，

除军队转业、随军家属安置等政策性

增人外，原则上不予办理。同时，实

行编制经费双向控制制度，对政策外

的超编人员不负担经费。二是摸清单

位实有人数和离退休人数，配合工资

发放银行化， 2000年建立了市直单位

实有人员数据库和工资数据库， 清理

虚报人数 149 人，节约财政资金 283

万元。三是摸清各类学校实有学生人

数、 教职员工人数等， 2002 年核减

学生人数 687人，节约支出 85万元。

四是摸清单位办公资产底数，建立了

公务用车数据库，对单位车辆，从车

型、牌号到已行驶公里数、 百公里油

耗等一并登记建档， 2002 年，审减

编制外车辆 198辆、电话 662部，节

约支出约 317 万元。

二 、 一本预算 ， 规范运

行

保定市成立了专门的预算编审机
构，通过职能的调整和重新界定，改

变了以往分口编制、 分口管理、 分口

分配预算资金的老模式，确立了集中

编制、统一管理、一个出口分配资金

的新模式。

一是实行部门预算。凡与财政直

接发生经费领拨关系的一级预算会计

单位，均作为预算管理的直接对象，

财政将预算编制批复到这些单位。同

时，按照单位性质和隶属关系，理顺

财政对单位的财务管理体制，重新界

定各单位预算管理级次，取消对一般

性科级事业单位的经费领拨关系，将
其并入主管部门。通过清理， 2002年

市直一级预算单位由 132个减少到106

个。预算编制以部门为主体，从基层

编起。部门负责汇总、 审核、分析基层

会计单位的收支预算建议， 编制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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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收支预算建议并报财政局。财政对

预算的审核和批复，直接延伸到部门

和基层单位，最大限度减少了主管部

门在二次分配中扭曲预算政策、 截留

预算资金等问题的发生。

二是实行零基预算。 19 9 8 年以

来， 按照 “统一、 规范 、 预算可控

制”的原则制订了明确的财政支出范

围、严格和细化的定额标准，规范了

资金分配权限和程序， 彻底取消了

“基数加增长” 的编制方法， 按照统

一的支出标准、 事项的轻重缓急和新

预算年度的因素变化，重新测算每个

部门、 科目和款项的支出需求。在收

支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按照 “一要吃

饭、 二要建设” 的原则， 合理安排

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保证公教人员

工资和政权机关正常运转经费支出，

保证各项由财政负担的社会保障支

出，按照法律规定尽力安排教育、 科

技、 农业、 扶贫等政策性 支出， 最

后有余力再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

公益事业发展支出。优化支出结构，

压缩竞争性和经营性领域财政性资金

的直接投入，逐步削减对除教育等极

少数单位以外事业单位的财政补贴，

促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2000 年以

来，共削减商业企业经营补助资金

497万元。对人员经费，按照统一的

工资政策，根据各单位上年 10月底应

发工资数， 逐人核定， 编制到 “基

本工资”、“补助工资” 等支出目节

级科目， 有效解决了 “基数法” 下

增人必增支、 减人不减支的问题。对

正常办公经费， 根据支出定额，按照

单位人员、 车辆、电话等编制内实有

数核定， 公务费 （含交通费 、 通讯

费 、 取暖费 等 ）、 业务费 、 设备购

置费和修缮费都编制到具体项目， 会

议费编制到具体会议。对部门生产建
设和事业发展专项经费， 根据经济发

展规划和部门的事业发展计划，分类

排队， 视财力逐项核定， 编制到项

目。通过实行零基预算，控制了支出

特别是消费性支出的刚性增长，在财

力可能的情况下，做到了该保必保、

该压必压、 该退出必须退出。

三是实行综合预算。为完整地反

映部门预算内 外所有收 入 和支出状

况，全面编制了综合财政预算。部门

预算收入，包括财政拨入经费 （含罚

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核拨资金）、 财

政预算外专户核拨资金、 事业收入和

其它收入，由财政部门根据单位近两

年的平均收入和预算年度有关因素及

单位申请，核定各项执收计划和核拨

资金数额。部门预算支出，依据统一

的开支标准，按照先个人、 后公用、

再专项支出的原则核定。考虑到财政

支出标准较低的实际，在统一预算内

外开支标准的前提下，允许有收入的

行政事业单位，安排人员经费和标准

公务费后，视收入水平，按其公务费

的30% 追加核定业务费，弥补正常办

公经费不足。通过这项灵活政策，解

决了预算外收入较多的部门的实际需

要，保证了改革顺利实施。通过实行

综合预算管理，集中预算外资金1700

万元，整合财力解决了一些人民群众

关心的问题。

四 是实行项目预算。每年从第

三季度开始， 由业务主管科室牵头，

根据部门事业发展规划和上级有关配

套政策，对部门的项目支出需求进行

论证、 审核，按轻重缓急分类排队，

建立项目库。预算科会同业务主管科

室本着先预算外、 后预算内的原则，

对部门必要的项目需求，先由其预算

外收入安排， 后考虑财政拨款支持。

对预算内外可用的专项资金，除留下

必须的配套资金外， 全部落实到项

目，批复到部门。2002年，市本级专

项经费的 70% 在年初全部编制到了

项目。

五 是 实 行 财 政 集 中 支 付 。 自

200 0年 9月起对文化局等 20个单位

实行工资发放银行化试点以来， 逐

步扩大范围，到目前，市本级已有52

个部门 1 11 个基层预算 单位实行了

财政集中支付，月均拨付资金 3500

多万元。今年开始，对政府采购资金

全部实行财政直接支付， 到6月底，

累计拨付资金 1520万元， 节约资金

327.8万元， 已逐步将现代化办公设

备、 专用仪器、 办公家具和维修工程

等纳入了政府采购范围。 1998年以

来，累计采购额 27566万元， 资金节

约率为 14.6% 。

三 、 全程监督 ， 跟踪问

效

通过改革，将预算执行从预算和

业务主管科室分离出来， 形成了预算

编制、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的管理和制

衡机制。部门预算改革推行到哪里，财

政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及时解决改革

中存在的问题，做到了监督跟着改革

走。结合税收、《会计法》、收支两条线

和国债转贷资金等专项检查， 落实财

政政策，严肃财经纪律，做到了监督跟

着政策走。将财政监督贯穿于预算资

金分配、拨寸、使用的各个环节，对专

项资金的使用情况，从项目论证到建

成的全过程实施监控，做到了监督跟

着资金走。

在做好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工作

的基础上， 预算管理工作的重点转到

研究经济走势，参与宏观决策上来。从

财政的运行状况， 分析经济运行态

势，提出促进财政经济发展的对策建

议。通过建立财源、收入、支出和财政

风险等指标评价体系，对财政运行状

况实行监控，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同时

用足用活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和社会

事业发展。

通过部门预算管理改革，规范了

政府、财政和部门理财行为，使财政资

金分配和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

格的制度约束，有效地防止了挤占、挪

用、随意追加预算现象的发生。实现了

预算分配的公平、公正，集中财力解决

了一些必须的支出需 求，部门满意

了。整合了财力，节约了资金，提高了

效益， 政府满意了。预算编制时间提

前， 2001年年底前即将2002年预算草

案和10个部门的预算文本提交人大代

表审议，比往年提前了2个月。同时，

预算草案由几张财力平衡表变为预算

说明书，详细列明了预算编制的法律

依据、财政收支的政策和标准、 部门经

费的构成细目，使人大代表审议能够

延伸到部门和项目，对每项资金分配

的依据、过程和结果一目了然，做到了

听得懂、看得全、 审得清，人大代表满

意了。

（作者为河北省保定市财政局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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