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管理
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制实施程序

大连市财政局城市建设财务处 谭臻尧

大连市财政局试行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

制，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我们城市建设财务

处是全局管理专项资金的大户，因此也是试行

这一责任制的重点职能部门。从1986年 4 月开

始，我处先后对城市建设维护资金、基本建设

资金以及房产、公用、消防、规划等领域试行

了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制，资金使用效果一

年比一年好，资金 管理办法 也逐 步 走向科学

化、规范化、制度化，目前已基本上形成了一

套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制实施程序。它的特

点在于，把资金运用的全过程看作一个闭路循

环系统，使拨出的资金，按照规定的方向、条

件使用，同时又通过一定渠道把资金使用的情

况、效果反馈回来，便于监督和控制，强化了

拨款和用款机制。这一程序可以归纳为事前预

测、事中监督、事后验收三大部分。
一、事前预测，科学确立目标

对专项资金实行追踪反馈责任制，是为了

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在签订每一项责任协议时，都要

明确规定项目的预期目标。这个目标的确立必

须既先进又合理，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激发用

款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从目前的情况看，财

政部门把关的主要是投资额。过去确定项目投

资额时，用款单位 “瞪大眼睛要钱，闭着眼睛

花钱”，“头带三尺帽，不怕砍三刀”，投资

概算打得越大越好，钱要得越多越好。实行责

任制以来，为了把好资金分配关，我们在实践

中探索了一条较为科学、合理确定专项资金使

用责任目标——即项目投资额的路子。
首先，由建设单位按要求填报项目计划任

务书，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建设需要

和财力可能，共同研究确定本期应考虑安排的

项目，然后共同下发预安排计划——即立项文

件，但只列投资规模，不列预算指标。其次，
建设单位根据预安排计划做项目前期工作——

即项目的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财政部门和主

管部门、专业银行共同组织有关人员参加初步

设计、投资概算审查会，依据国家、省、市颁

布的有关项目定额费用标准和主要设备、材料

价格标准、设计规范、技术性能等进行审定批

复（投资大的重点项目还要审查施工图和施工

预算）。对虚报投资 概 算，有意编 报假预算

者，一经发现当即取消立项资格，不予安排。
经审查批复的项目投资列入年度财政资金分配

预算，并与主管部门共同下达正式计划（投资

指标）。再次，承担项目单位要根据审查批复

的项目投资概（预）算和初步设计内容，按规

定填写“专项资金申报表”（该表附在协议书

后面），其主要内容包括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

源，主要建设内容、工程量以及各项效益指标

等，并据此签订“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协议

书”。
二、事中监督，及时反馈信息

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制突出强调追踪和

反馈，对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
使用款单位更加科学、合理地使用资金，保证

责任目标的顺利实现。责任制要求用款单位在

项 目 执行过 程中，必须定期向财政部门报送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反馈表”，以便财政专管人

员依据反馈报表登记“反馈台帐”，进行有效的

监督控制。财政部门如果发现用款单位使用资

金不合理，挤占、挪用资金，不如实提供反馈

资料，则分别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召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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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度调度会，与项目负责人，一起研究解决

办法；对情节严重的，可采取停止拨款、收回

拨款、追究有关人员经济责任等经济手段，限

其调整偏差，予以纠正。为了把好资金使用监

督关，我们坚持 定 期或 不定期地深入用款单

位，检查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重点项目

还要派专人长年在施工工地蹲点。如香炉礁立

交桥项目开工后，我们派一名专管员长住立交

桥工程指挥部，了 解 施 工情况和资金使用情

况，并主动帮助调度资金，保证了资金的正常

供应和合理运用，使大桥提前半年通车，节约

投资877万元（总 投资 为1.53亿元）。这在大

连市城建史上是空前的。
三、事后验收，准确考核各项指标

按照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制规定，凡是

签订合同的项目都必须经过验收。在项目竣工

验收前，承担项目单位向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

部门如实提供工程竣工技术资料，报送财务决

算报告、工程决 算 分 析 表（用以分析工程投

资结余和超支原因）。由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

部门组织召开竣工验收审查鉴定会，对项目投

资使用情况、工期、工程量和工程质量等进行

审查分析、考核。主管部门和质量检测单位着

重把好工程技术质量关。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审

查工程财务决算、工 程决 算 分析报表和工程

量，并与项目投资概算、施工预算逐项对比，
看其是否有压缩工程量、减项、漏项等现象，

以确定该项目的实际支出额，分析其资金结余

或超支的原因，尽量做到客观、准确地考核各项

指标。对实际 目 标 达到责任制合同目标要求

的，不奖不惩；由于执行者主观努力使实际目

标超过合同目标的，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

（奖金按一定比例从项目结余资金中提取）；

因主观原因造成损失浪费，没有达到合同目标

要求的，视其程度，扣发主要当事人一定比例

的工资（罚金直接上缴财政部门）。为了便于

对照考核评价专项资金使用效果，项目专管人

员还要把每个项目的资金余超情况、资金使用

效益和有关合同指标等反馈资料如实登记在单

独设置的“专项资金反馈台帐”上。确实达到

预期目标的，经验收后，可以及时销帐，反之

帐目就不能销。
几年的实践表明，实行专项资金追踪反馈

责任制，明显提高了资金使用效果。到目前为

止，签 订责 任 协议的已完工项目，均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按期或提前完成，达到了确定

的各项考核指标的要求。同时这些项目还为国

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据统计，1986年大连市

财政局城市建设财务处与有关企事业单位签订

反馈协议54项，计划总投资 3 149万元，实际支

出比计划节约65.8万元。1987年签订47项，计

划总投资 19 958万元，当年底到期并验收38项，
节约投资546.7万 元。1988年 签订27项，计划

总投资 28 491万元，当年底到期并验收12项，节

约投资1 1 47 万元。

预算管理关于国营企业和

事业单位预算划转问题

宗 文

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各项改革的

需要，有的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上划或下划，
改变了隶属关系。在办理预算划转手续时，我

们常常遇到批准程序不合法、交接双方划转预

算基数不一致，以及划转前的预算款项处理意

见不统一等问题。为了及时准确地办理这项工

作，这里把有关中央与地方之间企、事业单位

上划下划的预算划转手续规 定，作 一 简 要介

绍。
一、关于企、事业单位改变隶属关系的批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预算管理
	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制实施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