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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亟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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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企业预 算编制存在的问题

1、预算编制延续时间过长。由于大部分中央企业的管理

级 次较多，在拿到国资委分解的指标任务后 ，再层层分解给成

员企业，然后各企业上报预 算并汇总合并，经预算委员会审核

后，完成第二 次预算调整。这样，整个过程延续的时间较长 ，影

响 了预 算的编制效 率。

2、预算指标体 系的构成有待完善。国资委制订的经营目

标 中有许多比例指标，而 中央企业需要经过许多成员 单位的

汇总才能够得出经营结果，对比例性指标的控制就成为一个

关键性 因素，尤其是分子或分母中因素较多的指标的控制难

度更大。另外，国资委的经营目标体 系与中央企业控制各成员

单位的指标体 系不尽一致 ，这样，对成员企业分解哪些指标 ，

如何通过经营目标的分解传递经营压 力，也成为一个难题。

3、预算编制脱 离企业 实际 经营情况。各成员企业领到经

营目标后 ，大部分企业将预算的编制任务放 到财务人员的 身

上，预算是按 照经营目标责任书中列 示 的指标倒算编制出来 ，

往往 与企业的 实际经营情况 不符。

4、预算编制因经营指标分解限度的加 大出现扭曲。由 于

存在经营目标的层层分解，企业为 了保 证经营目标的 实现 ，在

各级 企业间通常加 大对经营指标分解的限度， 致使管理级 次

越多的企业，预 算编制的扭曲程度越大。而 为 了便 于内部考

核 ，又 形成对上对下 不同的 多套预 算，不但增大了 管理成本，

而且也违背了预算的本意。

（二）改进中央企业预算编制的几点建议

1、改 变预 算编制的 流程 ，提 高编制效 率。建议将预算的编

制流程改 为 ：成员 单位申报预 算——中央企业汇 总审核 并调

整——成员单位 修改——中央企业汇总形成总预算。对成员

单位 先申报预 算时可不给具体的指标限制，由成员 单位 根据

各自企业的发展战略 并结合市场环境、国 家政 策等因素据 实

申报下年度预 算，这样中央企业可以 获得较真实下一年度经

营状 况和经营结果的信息。同时，应制订严格的预 算考评制

度，保证成员单位 上报预算的真实性 和可信度；对预 算与年中

决算存在一定偏差的企业，不 管是有利偏差还是不利偏差 ，均

加 大惩罚力度。另 外国资委要求预 算的上报时间一般在每一

年度的年初 ，由 于级 次的增 多，申报的时间较 长，各成员单位

初 次 上报下一年度预 算可提前进行，视各企业的管理 级 次的

复杂程度提前时间可不同。

2、增加 预算指标体 系的 内容。国资委经营目标分为年度

指标和任期指标，年度指标 包括利润总额、净资产收 益率两个

基本指标和一到 两个分类指标；任期指标 包括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率、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两个基本指标和一到

两个分类指标。指标的选取一般侧重于财务指标，从财务的运

营效果和效 率两方面进行考核。为 了 满足 中央企业对其成员

单位的有效 管理 ，除 了与国资委签订的各项指标外，还可在预

算中增加 一些非财务指标， 用以 衡量企业的 内部经营状 况和

满足 客 户需要能 力，如 ：市场份额、市场增长率、客 户获得率、

客户保持率等指标。

3、处理好预算编制与经营目标责任的关 系。笔者认为 ，应

把经营目标责任 与预 算作为 两个体 系来管理。经营目标责任

一旦签订，在年度中间不允许调整。经营目标责任 在中央企业

内部各成员单位进行分解，把经营的压 力进行传递，达到业绩

考核的目的。预算作为企业财务监督管理的工具 ，应允许企业

进行调整，所以 ，可以 将经营目标责任作为预算编制中的 关键

控制指标的底限，预 算的结果可以 大于或等于经营目标责任

分解的任务。由于改 变 了 经营目标责任 必须与预 算结果相一

致的要求，这样，中央企业可以 督促各成员单位组织相关人员

根据各自的发展战略、市场环境和企业经营状 况据 实进行预

算的编制，从而使预算真正成为财务管理和监督的有效 工具。

4、利 用辅助 工 具更好地发挥财务预算管理的作用。目前，

财务软件大多支持远程预算的编制，提高了预算编制的效 率，

同时为预算的监控、分析提供 了极 大的方便。中央企业在编制

月份财务快报时，运 用计算机技术可以 将财务快报的结果与

预 算进行比较分析，对关键指标进行 月份控制 ，同时还可以 根

据预 算中各项 内容的 重要程度分不 同时间跨度进行编报 ，收

集各成员企业的运行状 况进行及 时监督，对预 算的执行偏差

进行及时分析，使中央企业对各成员单位的 实际运营有充分

的 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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