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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到35个专员办的涉密网延伸连接，为35个专员办建

设涉密网络环境，并顺利通过验收，如期保证专员办进入预

算管理流程开展审核监管工作的顺利实现。

（二）改造业务系统，实现专员办业务嵌入核心流程。在

中央部门预算管理系统中增加专员办对属地中央预算单位

的预算和项目等基础信息的审核，在新版国库支付系统建

设中开发专员办对直接支付的审核，实现专员办监管业务

嵌入预算管理全过程，使预算管理各环节衔接更紧密、控制

更有效、资金运行更安全，支撑了专员办职能转型。

（三）建成专员办连接各方的交流平台。在专员办与部

内司局、地方财政部门、中央部门之间建立一个便捷高效的

信息交流通道，实现专员办与各方信息的快捷交互，提高专

员办沟通各方的工作效率。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专

员办综合业务管理系统建设方案》，明确了在部内集中开发

部署集成专员办日常办公业务、所有专员办都能共享使用

的一体化综合业务管理系统的思路，实现专员办横纵向及

内部业务处理的统一出入口与统一管理，改善专员办现行

信息化建设各自为战、多头建设的状况。

（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供稿，李  洋执笔）

财政预算评审 

2015年，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

作，按照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立足规范项目预算编制、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平，推动预

算评审基础性制度的出台，开展了项目支出预算评审等各

项业务，着力强化内部管理和评审能力建设，各方面工作

取得较明显的进展。

一、加强制度建设，推进财政评审转型发展

（一）推动预算评审基础性制度出台。配合财政部预算

司研究制定出台《关于充分发挥预算评审中心职能作用 切

实加强预算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中央部门预算评审工

作的通知》和《财政部预算评审流程（试行）》，初步形成较

为合理的财政预算评审工作机制。明确了预算评审在加强

和改进预算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预算评审的范围，

理顺了预算评审职责，规范了评审工作的流程、方式以及

评审结果的运用，细化了财政部评审中心的主要工作内容，

为预算评审中心职责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为预算评审工

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制度依据。

（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一是梳理内部工作流程，

厘清处室、岗位职责，查找内部风险点，制定了预算评审中

心的《内部控制操作规程》《高风险岗位、关键岗位职责说

明书》和《各处室岗位职责说明书》）。二是总结部门项目预

算评审工作情况，制定了《项目评审报告审核流程》。三是

为进一步规范评审经费使用和内部公文管理，制定了《评审

业务经费管理办法》《公文运转流程》《档案室管理规定》。

二、开展各项评审业务，服务预算管理改革

（一）开展项目支出预算评审，强化预算编制管理。完

成了对297个中央部门预算支出项目的评审，覆盖经建、

农业、国防、教育、行政、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多个公

共支出领域以及中国与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涉及143

个中央一级预算单位。评审预算资金总计1079亿元，经审

核建议预算624亿元，调减454亿元，平均调减率42%。在

评审中大幅度剔除了项目预算申报中的不合理支出，提高

了项目预算支出的准确性和编制的规范性，为2016年度部

门项目预算安排和三年中期财政规划提供了依据，同时提

出了规范预算编制和加强预算管理的措施建议，得到部领

导的肯定。

（二）开展专项资金核查，加强预算执行跟踪管理。共

组织完成10批次财政专项资金核查工作，涉及资金总计

459亿元。其中重点组织了涉农专项资金检查，组建了18

个核查工作组，组织10家中介机构、400多名会计审计人

员对9省18市县的粮食直补等6项涉农资金执行情况进行

检查，查出问题资金41.65亿元、违纪违规案件1751件，

并从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两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为项目

后续年度预算资金安排以及加强项目管理提供了依据。根

据核查情况形成的《当前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有关工作建议》得到部领导的肯定和批示。

（三）开展绩效评价，推动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组织开

展对高雅艺术进校园等10个重点项目的绩效评价，以评价

中央财政支持“四报一刊”支出绩效为试点，探索对部门整

体支出的绩效评价工作，共涉及资金51.80亿元。通过绩

效评价，发现项目在管理中存在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绩

效不明显、财务监管不到位、支出不合理等问题，督促和

倒逼项目主管部门加强管理和自评价工作，并对项目、部

门的预算绩效管理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的政策建议。组织完

成世界银行技援项目《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建设》

课题研究的立项和启动工作，初步开展了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方法和绩效评价工作体系的研究。

（四）开展科技重大专项预算评审。组织对国家重点科

技研发计划专项的概预算评审工作，初步完成了项目概算

测算、评审总体方案以及专项评审信息化系统的开发，确

定了“一个平台、两个支撑、四个机制”的总体工作思路，

为国家重点科技研发资金的合理使用和绩效管理打好了基

础。组织开展科技重大专项2016年立项预算评审工作，完

成两个专项的初审工作，包括立项课题482个，调减其中

不合理、不相关的支出占申报预算的33.2%。组织开展对5

个重大专项预算调整方案的评审，涉及75个课题，总体调

减预算37.5%。参与重大专项财务验收抽查与监督评估工

作，提出了进一步关注多元化投入机制、发挥企业创新主

体作用等建议。

（五）做好世界银行贷款清收和专用账户管理工作，确

保外贷资金及时回收和安全使用。开展世界银行转贷资金

清收缴库工作，上缴中央国库转贷款还付资金6877万元。

继续做好世界银行贷（赠 ）款项目专用账户的日常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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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善一审、二审和三审岗位责任制，加强综合稽核工

作，并配合世行、审计署对有关项目资金支出进行督导检

查和延伸审计。

三、强化评审综合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工作水平

（一）优化评审业务管理。一是按照新工作要求完善评

审任务分配。按照处室与部门司基本对口的原则统一安排

评审任务，同时在保证各处室任务均衡的基础上，将项目

分类别归口评审，增强了评审工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二

是加强内部稽核。在项目初审结论与项目单位交换意见之

前，组织专家、分管主任及相关处室人员对初审结论进行

初步稽核，建立健全了专家稽核的环节，较好地提高了评

审质量。三是规范评审文本。重点规范部门项目预算评审

报告格式、工作底稿等，增强了评审业务开展的规范性。

四是强化评审工作分析总结。在项目完成后对前期准备和

评审方式方法等进行深入总结，及时召开内部交流会和总

结会，并征求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意见，为不断改进工作、

提高效能夯实基础。

（二）组织开展集中培训学习。结合新职能新要求和干

部职工现状，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共同组织8期集中脱产

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专业、专题、综合三个模块涉及财政

政策解读、预算评审实务操作等共25门课程，参加集中培

训人员包括评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及地方财政评审机构选

派人员达600余人次。通过集中培训，评审干部职工提高

了政策水平，丰富了专业知识，掌握了相关业务技能，扩

宽了宏观政策视野。

（三）加强对参与评审业务的行业专家的管理。向各省

级财政评审机构征集地方专家信息，初步建立了涵盖多学

科专业的专家库，完成1570名入库专家的信息审核工作，

同时已建成700人左右的重点专项概预算评审专家库，并

对专家库实行动态更新管理。逐步扩大使用专家范围，注

重发挥专家的专业作用，全年聘请各类专家参与有关评审

业务工作超过500余人次，并结合项目特点及时调整优化

专家参与评审业务的方式。

（四）优化中介机构的使用管理。严格按照部评审中心

《中介机构管理办法》选聘使用中介机构，不断改进完善中

介机构参与评审的工作机制，强化对社会中介机构的使用、

工作考核和付费管理，并在中心外网公示评审中心中介机

构库一览表。

（五）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评审。加强在评审业务

工作中应用信息化手段，在部分项目预算评审和专项核查

工作中针对项目特点和评审要求，分别设计了相关应用程

序软件，要求评审人员统一使用，起到规范评审程序、统

一评审尺度和标准、高效汇集整理数据和提高评审工作效

率的作用。

四、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全国财政评审工作深入
发展

（一）组织开展工作座谈和调研。结合部门预算评审工

作开展情况，组织召开3次预算评审座谈会，分别与财政

部业务司、省级财政评审部门以及中央部门预算单位进行

预算评审业务交流，共同探讨改进和推动预算评审工作的

思路。对部分省市财政评审机构项目支出标准建设情况开

展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探讨有效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并

收集整理了部分评审机构标准体系建设的方法和已有成

果，为做好项目支出标准建设积累了重要信息。中心领导

赴部分省市财政评审机构授课并调研评审相关业务工作，

推动了当地财政评审工作开展。

（二）注重预算评审的宣传和交流。宣传财政评审职能

转变以来的新情况新制度新要求，加大对地方评审机构开

展部门预算评审、支出标准建设和绩效评价等重点工作的

宣传和交流。全年共编辑印发24期《财政预算评审动态》，

并在《中国财经报》《中国财政》等报刊以及财政部外网和

微信平台刊登了数篇新闻报道，较好地扩大了财政预算评

审工作影响力。建立了全国财政评审信息联络员制度和信

息联络员微信群，并做好2015年全国财政评审数据统计和

情况汇总工作，为各地评审机构学习交流借鉴提供了平台

和基础信息。

（三）组织2015年全国财政预算评审业务培训班。培训

班围绕“加强和改进预算管理”的主题开设了相关课程，全

国各省级和部分地市级财政评审机构负责人及业务骨干近

160人参加了培训。培训期间分别组织了省级、地市级评审

机构负责人和评审业务骨干座谈会，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

财政预算评审工作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 

2015年，各级财政评审机构牢牢把握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的要求，围绕深化财政预算管理，开展了项目预算

评审等工作，各项评审业务涉及资金总额达46876亿元，

为强化财政预算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作

用。其中 ：预算评审业务占总业务比重为55%，评审资金

25871亿元，比上年增长6.08%，审减资金3603亿元，平均

审减率达13.93% ；绩效评价业务占总业务比重为17%，涉

及资金7754亿元，比上年增长78.42%，创历史新高 ；工

程结决算审核业务占总业务比重为14%，审核资金6468亿

元，比上年增长6.12%，审减不合理资金746亿元，平均审

减率11.53% ；专项核查业务占总业务比重为9%，核查专

项资金4152亿元，比上年下降65.2% ；工程标底审查等其

他业务占总业务比重为6%，涉及资金2630亿元。2015年

全国财政评审机构和队伍建设有新进展 ：一是机构和人员

增加。根据新形式下的任务要求，各地加大对财政评审工

作的支持力度，截至2015年底，全国各级财政评审机构人

员编制达14124人，比上年增加769人，省级以下新设立财

政评审机构81个，全国财政评审机构数达2224个。二是评

审中介机构库和专家库人员进一步充实。各省级财政评审

机构借用中介机构数量已达875家，比上年增加19%，储

备的行业技术专家达12493名，比上年增加160%。三是根

据财政评审工作重点方向，云南、河南、辽宁、山西、宁夏

等5个省级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先后更名为预算评审中心，

并调整了工作职能，进一步推动评审工作实质性嵌入财政

预算管理。

（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供稿，冀永平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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