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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改革中的计算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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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预算管理，硬化预算约

束，增加预算的透明度，提高预算资金

的使用效率，财政部决定于 2000年起细

化预算编制，进行试编中央部门预算的

改革。
为了顺利实施这项改革，财政部根

据全国人大提出的要求和国务院的指

示，专门制定了 2000年中央部门预算的

改革具体方案。为了响应和支持这一

重大改革，财政部计算中心积极配合预

算司，从计算机技术方面提供全方位的

技术保障和应用服务。计算中心根据

财政部制定的中央部门预算改革方案

专门组织强大的技术力量，设计和开发

了一整套与中央部门预算相匹配的编

报和审核系统，实现中央部门预算业务

规范化、处理计算机化、管理现代化。
到目前为止，中央部门预算改革基

本顺利。中央部门预算系统运转正常。
各部门根据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和总体

要求，已完成了 2000年部门预算的编制

和上报工作；财政部主要业务司局已完

成了对各部门的预算数据进行审核和

汇总工作。

一、部门预算编制程序与特点

通俗地讲，部门预算就是一个部门

一本预算。这本预算涵盖了部门所有

的收支活动，反映了部门的活动内容和

范围。这本预算既包括财政收支预算，

也反映部门的预算外资金预算；既包括

部门一般预算，也包括部门的基金预

算。以前，我国的预算管理是财政部预

算司根据资金性质将预算切块给各业

务司；各业务司将预算切块给有预算分

配权的部门和支出部门；有预算分配权

的部门将预算分配给部门和项目。在

部门内部，预算由不同职能的司局进行

管理和再分配，部门本身也不清楚部门

总的收支情况。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执

法部门的监督，也不利于部门对本部门

的资金进行统一安排，更不利于及时批

复预算。
实行部门预算，要求部门有一个内

设单位对其部门预算进行总负责。部

门从基层单位开始，编制部门预算，上

报财政部；财政部以一本预算的方式批

复预算。其编制程序仍是“两上两下”，

即各部门自己编制和上报预算建议数；

财政部对各部门上报的预算建议数进

行审核，并给各部门下达预算控制数；

各部门根据财政部下达的预算控制数

编制预算数，再上报财政部；最后，财政

部根据全国人大审查后的预算批复下

达给各部门。部门预算具有以下的特

点：

1.涉及面广。部门预算涉及中央

各预算部门及其所有下属单位。据不

完全统计，中央部门预算共涉及 5000多

个二级、三级预算单位。各预算单位又

涉及不同的管理部门。
2.数据量大。由于部门预算是从

最基层单位开始按科目、分项目进行编

制，然后，逐级上报，层层汇总，因此部

门预算处理的数据非常庞大。
3.情况复杂。由于中央各预算部

门及其下属的单位的预算情况千差万

别、互不相同，既有行政单位，又有事业

单位，还包括企业集团。既有垂直管理

的部门，又有代管部门。既有支出预算

部门，还有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这种

差别，决定了部门预算非常复杂。

二、中央部门预算实现计算机管理

部门预算的特点和预算编制程序

的要求，决定了预算的编报和审核不能

再沿用过去的手工做法，必须要借助先

进的计算机技术，建立一个以计算机技

术为依托的功能齐全、使用方便、安全

可靠的部门预算系统。
中央部门预算改革对计算机应用

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求计算机

能完成中央各部门预算的编报；二是要

求计算机能完成对各中央部门预算的

审查。具体地讲，中央部门预算改革要

求计算机系统能帮助各部门及其所有

下属单位根据各自具体的情况，按照统

一设计的预算报表，按单位、分科目作

出详细预算，然后，逐级上报、层层汇

总；同时，还要求计算机系统能帮助财

政部主要业务司局根据各自的业务职

能按照一定的权限对各部门统一上报

的预算数据进行审核。此外，通过利用

该系统，财政部既可以掌握一个部门的

总体预算全貌，又可以查询一个部门的

所有下属单位的局部预算情况，如：财

政部既可以查询教育部的总体预算，又

可以查询北京大学的详细预算情况。
这样就避免了过去那种对一个部门的

总体预算以及其预算在下级单位的详

细分布情况难以掌握的状况，有利于对

预算的宏观管理和对预算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
1.系统开发的指导思想

在设计和开发中央部门预算系统

时，我们坚持以下原则：安全性和可靠

性相统一，先进性和实用性相适应，灵

活性和方便性相结合。由于中央部门

预算涉及国家的机密，因此我们把系统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放在第一位，确保各

部门的预算数据安全可靠、系统运行稳

定。在采用先进的技术时，我们立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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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以实用为本。先进的技术应适应

并服务于应用的实际需要。系统的使

用既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要有足够的

方便性。灵活性可以使系统有一定自

由度和适应应用变化的能力，但太灵活

的系统可能导致应用的不方便，因此我

们力求在灵活性和方便性之间找到平

衡点。
2.系统开发的基本思路

在设计和开发系统时，我们的基本

思路是以应用为中心，以数据库为基

础，以网络为依托。
“以应用为中心”要求我们紧紧围

绕应用需求来设计和开发系统，以实际

应用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我们从实

际应用出发，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

了解和熟悉预算业务，准确地把握部门

预算的业务需求和业务流程。在此基

础上，设计和开发满足所有的业务需求

的应用系统，实现中央部门预算全过程

计算机处理和管理。
“以数据库为基础”要求我们采用

相应的数据库技术，设计结构规范、存

储合理、访问高效的数据库，与此相应，

要采用基于数据库的开发效率高的开

发工具。各部门和单位将预算数据有

效地存储在数据库中，在此基础上，对

预算数据进行各种处理和管理，包括预

算数据的维护、数据审核、数据汇总、数

据查询等。
“以网络为依托”要求我们在实现

信息共享的同时确保数据的安全性，使

预算数据免遭破坏和泄密。为此，我们

在财政部的部内局域网上组建部门预

算专网，并针对不同用户设置不同层

次、不同级别的访问数据库的权限，使

不同司局的业务人员通过网络查询、审

核和管理与其所管业务有关的预算数

据。
3.系统的功能构成

中央部门预算系统包括中央部门

预算编报子系统和中央部门预算审核

子系统两大部分。其中，中央部门预算

编报子系统主要用来帮助部门和单位

完成预算编制、逐级上报和层层汇总等

工作；中央部门预算审核子系统主要用

来帮助财政部有预算分配权的业务司

局管理和审核部门预算数据。系统功

能构成如下：

（1）中央部门预算编报子系统的功

能说明

中央部门预算编报子系统包括系

统管理、报表录入、报表审核、报表汇

总、报表报送和数据查询等功能。
*  系统管理：为系统应用提供系

统所需必要的基础信息的设置和数据

库的管理。
*  报表录入：为预算编制提供报

表数据的录入、修改、删除、打印及其它

相关操作。
*  报表审核：根据预算报表之间

的钩稽关系对编制的预算数据进行审

核。
*  报表汇总：为各部门提供对所

有下属单位上报的预算数据进行汇总，

并产生汇总表。
*  报表报送：为部门或单位提供

接受下级单位的预算数据以及上报本

部门或单位的预算数据等操作。
*  数据查询：为部门或单位提供

按不同方式灵活查询所需预算数据。
（2）中央部门预算审核子系统的功

能说明

中央部门预算审核子系统包括系

统管理、预算审核、表间审核、数据查询

等功能。
*  系统管理：为部门预算审核提

供数据库管理、用户及单位管理、用户

权限管理、审核授权、数据拆分等管理。
*  预算审核：为审核部门提供对

部门预算数据的审核、修改、调整以及

查询审核记录。
*  表间审核：根据预算报表之间

的钩稽关系对编审后的数据进行审核。

*  报表查询：按一定的方式查询

审核表的数据、原始表的数据和比较表

的数据。

三、中央部门预算流程

1.中央部门预算的总流程

目前，中央部门预算实行“两上两

下”的预算管理模式。“中央部门预算

系统”可以完成“两上两下”全过程的任

务。通过利用“中央部门预算系统”，各

部门可以编制、汇总和上报本部门的预

算建议数；财政部有预算分配权的业务

司局按照其管理职能分别对部门预算

建议数进行审核，并给部门下达预算控

制数；部门根据预算控制数编制预算

数，再上报财政部；财政部再对部门预

算数进行审核，并报送国务院和全国人

大，然后，根据全国人大审查后的预算

统一批复下达给各部门（详见下图）。

2.部门编报预算的流程

部门或单位在编报预算的过程中

需要“两上”，即编制和上报部门预算建

议数，根据财政部下达的预算控制数编

制和上报部门预算数。通过利用“中央

部门预算编报子系统”，部门或单位可

以完成“两上”的任务。其具体流程如

下图所示：

3.财政部审核和上报预算的流程

财政部在管理部门预算的过程中

需要“审核”和“两下”。“审核”的过程

是财政部预算司根据有预算分配权的

业务司局的现行管理职能将部门预算

拆分给各业务司局，这些业务司局通过

预算专网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审核各

部门预算数据。“两下”是指给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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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部门预算建议数，根据全国人大审

查后的中央预算给各部门批复下达预

算数。“中央部门预算审核子系统”可

以完成以上任务（详见下图）。

四、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中央部门预

算系统

中央部门预算系统的应用在财政

部开创了一个在网上进行财政核心业

务管理的新局面，提高了财政部业务人

员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随着部门

预算改革的深入，中央部门预算系统将

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1.配合支出标准的确定，研究和开

发预算定额系统。确定合理的支出标

准是实行部门预算的基础。现在的中

央部门预算系统，已搭好了部门预算框

架，需要在支出标准和预算定额方面进

一步细化。
2.研究和开发国库集中支付系统。

实行集中支付，是加强预算管理、加大

反腐败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的

重要措施。实行集中支付，有利于强化

部门的预算观念，硬化预算约束。
3.配合科目改革，完善现有的中央

预算系统。科目是中央预算系统的核

心，现在科目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需要进一步改革。中央预算编报系统

也应随科目改革而改进。
4.实现中央各部门联网，各部门可

以利用网络进行部门预算和数据上报。
部门联网将为集中支付的改革创造条

件，做好准备。
5.实行与地方联网。中央部门预

算改革为地方部门预算改革提供示范。
通过在地方推广应用部门预算系统，推

动部门预算改革在全国全面实施。
（作者单位：财政部预算司、计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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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造 河 西
——甘肃省金昌市农业综合开发成效显著

马 森

甘肃省金昌市位于河西走廊东

段，祁连山北麓，是国家商品粮基地之

一。近年来，由于农业投入逐年下降，

民间个人投资乏力，农业经济效益下

降。针对这一实际，市委、市政府明确

提出了要把农业综合开发作为解决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矛盾的突破口，实

现“再造河西”战略。重点是进行中低

产田改造和科技开发。自 1996 年以

来，三年累计投入开发资金 4 737.96

万元，共改造中低产田 17.12万亩，开

垦宜农荒地 0.64万亩，建设优质锦丰

梨基地 5 000 亩，兴办农产品加工企

业 2个。通过开发，项目区新增有效

灌溉面积 1 万亩，农田土壤肥力和生

产水平显著提高，亩增产粮食 150 公

斤以上，年增加粮食生产能力 809.25

万公斤，年新增农业产值 970万元，项

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非项目区

251元以上，项目区农田防护林网覆

盖率高于非项目区 5 .7 个百分点。农

业综合开发改善了项目区农业生产基

本条件，提高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一、独具特色的农业开发之路

金昌市在农业综合开发中，坚持

走规模开发、科技开发、持续开发、产

业化开发四条路子。
1.立足高标准，走规模开发的路

子。针对项目区的资源特色，为了提

高农业发展的集约化水平，金昌市一

开始就确立了因地制宜、连片开发的

指导思想，无论在项目区的设计规划，

还是在具体项目的布局开发上都突出

了“规模”特色和区域优势。一是连片

改造了中低产田。通过大面积推广高

茬收割、地膜覆盖、绿肥种植、高效农

作物栽培和客土改土等一系列先进实

用的农业科学技术，建设吨粮田、双千

田、双八百田、三千田，实行渠、路、林、

田综合治理，建成了一批高标准、大面

积的开发区，不仅发挥了较好的规模

效益、综合效益，而且起到了较大的示

范带动作用。二是大力发展了科学化

规模养殖。三年来，全市各项目区坚

持以发展高水平的规模养殖村、养殖

社、养殖户和养殖场为核心，以天然草

场资源和秸秆资源为基础，狠抓高效、

特色规模养殖。三年共发展养殖专业

村 3个 ，专业社 10个 ，规模 养殖 户

1 000户，规模养殖场 2 个，引进了蓝

狐、雪狐、肉狗、乳鸽、香猪等多个新、

稀、特畜禽品种，带动了全市畜牧业的

快速发展。三是突出发展了以高效节

能日光温室为主的“菜篮子”生产。通

过多渠道引进推广先进技术和高新品

种，实行多茬口、多品种、反季节栽培，

加大市场销售，三年共引导项目区农

民群众发展高效节能日光温室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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