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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改革， 2001年 2月28日，国务院第 95

次总理办公会议确定水利部为财政国库

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单位。水利部按照财

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总体部署和安排，

积极、认真、 稳妥地开展工作，目前，

试点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

一、实施改革试点工作的

进展及初步成效

水利部是国务院水利行政主管部

门，水利部作为一级预算单位，下设30

个直属二级预算单位和 2 1 个直属科

研、事业单位，实行5级预算管理，基

层预算单位近400个。按照财政部批复

的水利部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水利部计划用三年的时间

在水利系统全面实行新的财政国库管理

制度。2001年自5月份开始进行试点前

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了103个试点

单位银行账户的开设工作。2001年水利

部改革试点工作已推行到三级预算单

位：部直属二级预算单位和委属三级预

算单位共103个试点单位使用财政资金

实行授权支付；7大流域机构本级机关

和国家防汛办、水电局的在职人员工资

及国家防汛办的物资采购资金实行财政

直接支付，7个重点基建项目（每个流

域机构各选一个）实行财政直接支付。

试点工作开始以来，试点单位全部实行

了授权支付，成功办理了临淮岗工程、

长江隐蔽工程的直接支付。至此，水利

部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已进

入正常运转程序。

水利资金的首笔财政直接支付业

务，由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于 11月20

日按规范程序将预算资金直接支付到商

品（劳务）供应商。该笔直接支付是水

利部淮委临淮岗的防洪工程支出，支出

金额8140万元，分别支付给安徽省水

利建筑安装总公司、淮河水利委员会规

划设计研究院、安徽省临淮岗洪水控制

领导小组办公室。资金支付时，由水利

部所属三级预算单位——淮河水利委员

会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建设管理局提出

支付申请，按规定程序报请审批后报财

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国库支付中心审核

后签发支付令交代理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通过国库支付中

心的零余额账户，将8140万元分别直

接支付到上述 3 个商品 （劳务）供应

商的银行账户，并于 11 月 20 日当日

按规定与中国人民银行清算完毕。这

标志着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取得新的

进展。

水利部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以来， 已初见成效。主要表

现在：一是基本解决了财政资金层层拨

付、流经环节多的问题。纳入财政直接

支付的资金，实现了从国库单一账户直

接支付到用款单位或商品劳务供应商的

要求；纳入授权支付的资金，只有支付

行为发生时，才流出国库。试点部门各

中间环节，不再有资金滞留、沉淀，资

金支付比较快捷、通畅。二是提高了预

算单位加强财务管理的意识和水平。水

利部成立支付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资

金支付的管理工作。改革试点实施后，

预算单位通过用款计划申请财政资金，

控制资金使用，资金使用的计划性、科

学性和规范性加强，在政府财政管理信

息系统的支撑下，资金支出管理内容上

更加细致，时间上更有主动性，预算资

金的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三是提高了财

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解决了资金支付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截留、 挤占、挪用等

问题。由于预算单位的账户上没有资金

余额，预算单位只能按照财政下达的额

度和用途支用资金，并且在银行的信息

网络监控下， 透明度比较高， 从源头上

防止违纪行为的发生。

二、 水利部实施改革试点

的复杂性和特点

把水利部列为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是因为水利部具有

资金量大、管理层次多、地域分散、项

目复杂等特点。在中央 6 个试点单位

中，水利部是工作复杂程度和难度最大

的单位，具体特点有：

1.资金数量大、 种类多。通过水

利部下拨给直属单位和地方水利部门的

资金数量大，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涉

及 13类预算科目。水利资金来源种类

多，有财政预算内资金、 水利建设基

金、 国债资金， 还有少量贴息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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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利单位涉及面广，层次多。

水利部有 7大流域机构和 20多个直属

二级事业单位，各流域机构还分别管辖

流域内的省区，管理层次多达五级，如

黄河流域管理委员会，管辖流域内有9

个省区，面广、战线长，其他流域机构

的管理级次也达到三、 四级，而且水利

基本建设项目都处在比较偏远的地区，

交通不便，管理难度大。

3.管理体制上的两级财政交叉。

水利基本建设投资跨中央和地方两级财

政，水利部和各流域机构与有关省水利

厅（局）都有资金拨付关系；基本建设

工程大多是同地方的拼盘项目，两级财

政资金相互交叉。

4.水利工程项目多、 变化大，水

利施工年度和财政年度不一致。水利

基建项目多，除了水利部和流域机构

直接管理的项目外，更多的项目是通

过省里管理，项目投资大小不一；基

建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工程概预算要

随着国家政策、 工程设计变更、地质

及物价的变化等因素进行相应的调整，

使项目投资变化比较大， 加上水利施

工的季节性， 因此，资金支付上比较

复杂。

5.预算编制不够规范和细致。部

门预算刚实行两年，目前，水利部的

部门预算编制只细化到二级预算单位，

有些基建项目的预算也没有细化到具体

项目， 而财政国库支付已经实行到三

级单位，预算编制还不能完全满足支

付管理的需要。

以上特点，增加了水利部实施改革

试点的复杂性和工作难度。对此
，

水利

部既充分认识，认真对待， 又积极探

索，研究和解决改革试点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使改革试点能顺利进行。

三、 实施改革试点工作的

基本做法

根据《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

点方案》的总体要求，针对水利部的

行业特点，决定了水利部改革试点的

成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水利部党组

对实施改革试点工作十分重视，部领

导指出： “要接受这场挑战。”“要

认真研究， 积极配合财政部做好这项

工作。” 在水 利部党组重视与 关心

下，改革试点工作顺利推进。水利部主

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做好动员宣传工作， 为试点工

作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改革初期，

难免会遇到种种困难。水利部认为，

这些困难许多都是新老体制转换而引起

的，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得到解

决。针对试点单位的认识上的差异，

思想上的畏难情绪等，水利部采取多

种形式，大力宣传改革的必要性、重

要性、改革的目的及改革为水利事业

的发展带来的机遇。多次组织专题研

讨会，学习和研讨有关改革文件，先

后两次召开水利部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会议， 部直属流域机构等

28个单位的财务部门负责人和人事部

门主管劳资的负责人近200人次参加了

会议。经过广泛的宣传和动员，逐步

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使改革得

到了各试点单位的理解和支持，为积

极做好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成立专门机构， 为实施试点工

作提供组织保障。为做好改革试点工

作，水利部在经济调节司专门成立国

库集中支付管理办公室，抽调业务人

员具体负责办理集中支付工作。同时

各单位也都相应成立了机构或明确了人

员，从组织和人员上保证了改革的顺

利进行。

3.制定符合水利行业特点的实施方

案和管理细则。水利部结合水利部门的

行业特点，制定了《水利部财政国库管

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了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实施原则、试

点资金及试点单位的范围和实施步骤；
制定了《水利部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实施细则》，确保水

利资金顺利支付，确保试点单位及时、

方便、高效地申请和使用财政资金。

4.加强培训，使广大财务人员尽

快熟悉操作规程。有 103 个单位的财

务负责人和业务人员近130人参加了培

训，各流域机构也分别进行了业务培

训，使大家对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明确了工作职

责，了解了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

5.加强沟通与联系，及时解决试

点实施中的实际问题。在试点过程

中，水利部经济调节司坚持与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代理银行及财政部驻各

地专员办保持经常联系，及时解决了一

些操作上的具体问题，减少了改革试点

工作中的难度， 同时通过沟通与联系，

为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完善提供了

意见和建议。

四、 进一步深化改革试点

的工作安排

2002年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财政

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力度，在巩固、完

善、提高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直接支付

和授权支付的范围，继续深化试点工作

的级次，为实现2003年在水利部全面

实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总目标而

努力工作。

1.扩大财政直接支付的数量，使

财政直接支付的项目达到35个。一是

在现有7个重点基建项目的基础上，再

增加8个基建项目；二是将水利部和各

流域机构对全国 2 0 个地方水利厅

（局）的拨款实行财政直接支付。

2.深化财政授权支付的深度、扩

大财政授权支付的范围。一是将财政

授权支付深入推进到四级预算单位，

选择三个四级预算单位作为财政授权支

付的试点。二是将水利部所属全部130

个三级预算单位实行财政授权支付。

3.巩固、 完善、提高现有的试点

工作。要对现有财政授权支付进行巩

固，在总结经验及完善相关改革配套措

施的基础上，巩固改革成果；要进一步

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在本系统再举办

一至二期业务培训班，将改革的管理办

法和操作规程等业务知识，培训到所有

基层单位的行政领导、财务人员及有关

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要对水利部实施财

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的有关具体

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修订和完善实施细

则，进一步明确用款计划、支付申请上

报程序和支付系统软件的各项具体操作

规程，进一步理顺内部及外部的各个工

作环节，开发和建立适合水利系统业务

特点的财政国库支付信息系统，稳步推

进水利部系统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

革。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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