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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基 预 算” 法 简 介

龚振 勇

“零基预算”法是美国 工商管理学学者彼得· A

·皮埃尔在七十年代初首先提出的，他在美 国得克萨

斯州仪器公司推行此法编制预算获得了成功，引起了

美国经济学界和一些高层决策人士的重视。以后，有关

论述零基预算法的文章和著作不断出现，对零基预算

的概念、方法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研究。零基预算

法开始为一些公司、企业和部门在编制单位预算时所

采用。首先作为政府运用零基预算法 编制地方预算的

是美国的佐治亚州，当时任佐治亚佐州州长的吉米·

卡特对零基预算法极为赞赏，彼得· A ·皮埃尔也因

此而被聘为该州州政府的顾问，参与政府工作，在该

州政府预算编制中推行零基预算法，据称是获得了成

功的。嗣后，随着卡特竞选总统的成功，零基预算法

也随之进 入了美国联邦政府，并引起了西方各国政府

和经济学界的注目。

零基预算法的主要特征就是对每一个预算项目，

不论是原有的还是新增加的，在 编制 预算 时 都要从

“零”开始，重新审核和评价。西方国 家传统的编制

计划和预算的方法，往往将注意力主要地集中在过去

一年或数年的实际执行结果水平如何，并以 此为主要

依据进行一系列的修正。在传统的方法中，引起决策

者重视的是 “年度增加额”，而对预算“基数”，不

管它的数额已经如何庞大，往往不再 加以 仔细地审核

或评价。这种传统的做法会给预算的 编制带来 一系列

的弊病：

（ 1 ）当支出预算要求超过 可供资金的数额时，

常常迫使决策者重新制定预算方案，而各个支出部门

由于知道他们所提出的资金要求可能会受到削减，所

以往往在开始时就故意夸大他们的资金需 求 量，头戴

三尺帽不怕砍一刀。

（ 2 ）要使长远口标变为 实际 计划 往往 遇到 困

难。因为在编制预算时，如果发生资金 供求关 系的矛

盾，一般总认为那些以往的、既成事实的项目是必不

可少的，而一些对实现计划所必须的新的项目，却首

当其冲地被削减。

（ 3 ）没有去鉴别一系列可 供选择的方案（包括

措施方案和资金方案）；对既定的预算项目即使进行一

些简单的调整也很困难，不能明确优先项目；不能清

楚地权衡长远目标与目前利益之间的利弊关系。

零基预算法的理论认为，零 基预 算法首先是一个

管理过程，又是一个计划过程，其次它才是一个预算

过程。所谓“零基”，并不是说每个项目都要自动地

成为 “零”，或一律重新开始设计，这样要求是不现

实的。它只是意味着要对所有的活动进 行重新审核、

评价，从而决定是否应该取消、削减 、保 持、或者增

加资金的数额。零基预算法是一个逻辑过程， 它综合

了许多管理方面的内容：（ 1 ）对目标的 选 择 和 审

定；（ 2 ）对完成各项目标可供选 择的行动、 措施的

评价；（ 3 ）对各个项目提供不 同 水 平 的 资金（取

消、低水平、保持原水平、增加资金供应量等）可能

得到的效果的评价；（ 4 ）对工作量 和执行 措施的评

价：（ 5）优先项目的确立；等等。

零基预算法与六十年代曾被广泛吹捧的 计划——

方案——预算体制（简称P P BS）一 样，都是属于方

案预算。它实际上是一种管理方法 ， 是 一 种 决策工

具，通过它我们可以看清各种方案之间的成本——效

益关系。推行零基预算法要比传统的方法增加很多的

工作量，据说也有一些公司、企 业运 用该法没有获得

成功，但大多数推行该法的部门 或企业，发现它的利

是远远大于弊的。

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支出急剧膨胀，在政

府预算编制中支出项目日益增多，金额越来 越大，立

法部门对年度预算的控制程度也越来越小。由于零基

预算法能够对预算的每项支出， 包括已经 批准的跨年

度的计划方案， 都重新进行从 “零”开始的 审查、评

价，所以它也迎 合了立法部门企图 加强控制 预算的要

求，零基预算法的出现，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

和经济机构的欢迎。

零基预算法实际上是现代管理科学 在资金、物资

分配中的运用。这种方法试图使预算资金的分配和使

用达到最优化，从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它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预算资金分配方法上的合理性和 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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