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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编预算应强化项目预算的编制

王 克  翟少春

1 . 加强规章制度建设，规范项目

预算的编审。一是改革现有政府收支分类

体系，制订适应细编预算要求的预算科

目。重点应在现有体系下，将部门收支按

性质和用途充分细化，并落实到项目。二

是科学合理地制订定员定额标准，避免挤

占挪用其他资金，为项目预算的执行奠定

基础。三是制订项目预算范本，指导、规

范项目预算的编制，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四是制订相对固定的预算编审时间表和程

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编制下一年度

预算可以考虑从每年人代会召开后，即每

年的3、 4月份开始，9 月份前受理各部门

的支出计划申请，9 月份至次年 1 月份预

算审核部门审核部门支出计划，根据国家

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规划，申报项 目的

重要性、 紧迫度，对项目综合排序，次年

1 月份至 3 月份根据收入计划最后确定支

出项目以及支出规模。

2 . 切实加强项目管理。要充分运

用政府采购手段加 强项目资金管理，明确

项目支出的政府采购范围和资金规模，做

好项目的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确保项目

资金按规定用途、规定开支标准、规定资

金规模使用。项目完成后要有决算审查和

效果评价。

3 . 规范政府间转移支付行为。目

前，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各项补助种

类过多、范围过宽、管得过死，预算会计

处理繁琐，下级政府支出预算调整过于

频繁，不利于下级政府有准备、有选择的

进行项目预算。应清理压缩各类补助和

分口 管理的事业发展金，扩大转移支付

力度。用因素公式法确定转移支付规

模，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固定，使下

级政府对资金规模心中有数，预算中早

做安 。
（ 作者单位： 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政

府、承德市财政局）

观点采撷模拟市场机制 提  高财政支出效率

黄 彦

财政支出效率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即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资源配置

效率是指财政资源按照消费者对最终产

品的偏好和预算约束进行配置。生产效

率是指公共商品或劳务供给方的效率。

要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就要从这两个方

面做文章。

1 . 建立模拟市场制。这是提高财

政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在

制度上保证居民对公共商品的需求进入

决策程序，并且要有效地把每个人的偏

好集合为共同的偏好。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是政府的权力边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要求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地位，这意

味着政府、企业和居民的 “产权”都要重

新界定，在此过程中完成政府职能的归

位。即明确什么应由市场去干，什么由政

府来完成。只有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确

立了，财政支出效率才能有保证。其次要

考虑的是政治决策制度，只要财政的资

源配置是真正代表公共福利的，它就是

有效率的，反之则意味着无效率或低效

率。在市场机制中人们是通过用货币投

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偏好，而在非市

场机制下的财政资源配置领域，由于公

共商品的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使得 “搭

便车”的情况会阻碍人们对偏好的正确

表达，在实际的操作中是采取少数服从

多数的投票方式来形成公众利益，虽然

对公众利益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有争议，

并且投票的方式本身也有缺陷，但在目

前却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替代它。由此可

见，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与财政资源配

置效率密切相关，应引起充分重视。

2 . 模拟公司制的委托代理制度。

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基本思路。公 司

制的委托代理制度是在产权清晰的前提

下明确责任和权益，公共部门也可采取

这种方法提高支出效率。通过对职能机

构的制度安排和激励 约束机制，引入类

似私人部门的竞争和监督机制，就可以

消除或削减无效率。如在两个对资源的

占用有竞争关系的政府职能部门间引入

竞争制度，既有利于减少浪费，又可遏

制其占 用资金规模的膨胀。

以上的模拟旨在使政治行政制度产

生出像市场机制一样的效率来。效率市

场的基本条件是充分竞争，虽然政府部

门和公共部门本身就有垄断的性质，但

是只要政府职能界定是明晰与合理的，

公共部分间权责分工是有效而明确的，

那么在公共部门之间进行竞争性制度安

排是完全可能的，即在非市场机制下的

公共部门也可以近似地满足效率市场条

件，从而产生出准市场机制的效率来。
（作者单位 ： 中 南财经政 法 大学

财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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