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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监管

紧盯资金流信息流风险点
当好决策的助手监管的能手基层的帮手
财政部贵州监管局副局长｜王宏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更名设立，标

志着新时代财政监管工作肩负新职

能、拉开新帷幕、踏上新征程。我们要

坚持从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来

认识监管局更名设立的深刻变革，扎

实推进监管局职能转变，切实转变工

作重心，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紧盯资金流  练好基本功

预算资金是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

物质载体，促生财、广聚财、善理财、

严管财是财政改革发展的生命线。监

管局作为财政部的派出机构，必须围

绕预算收支，紧盯财政资金流入流出、

上解下拨、分配使用，促进财政资金

科学、规范、有效使用，核心是构建部

门预算前置审核、中央转移支付在线

监控、预算绩效跟踪评价环环相扣的

管理体系。一是扎实做好属地中央单

位部门预算“一上”审核，通过核准核

实人员编制、规范津补贴和新增资产

需求，为财政部部门司汇总分析、统

筹管理提供可靠依据和基础支撑。二

是扎实做好教育、医保、涉农贷款补

贴、保障性安居工程等转移支付资金

的审核工作，坚决核减不真实、不合

理的资金需求，促进财政部部门司精

细安排、精准结算。三是依托预算管

理一体化系统、国库集中支付监控系

统和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建

立健全国库资金预警排查和资金监控

月报季报机制，对中央转移支付实施

全过程、全方位监管，密切跟踪财政

部指标下达进度，督促指导省级财政

部门不断提高分配下达率，防止资金

趴账闲置，放大资金时间价值。四是

探索推进“大数据+财政监管”模式，

在认真总结医疗、养老、保障房等领

域“大数据”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延伸

拓展监管范围，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

财政预算监管的有机结合，缓解资金

监管点多面广的现实困难，并对预算

管理中的问题进行精准“解剖”和靶

向“治疗”，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

不断提升预算监管的精准性、科学性

和有效性。五是全面开展预算绩效评

价，着眼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统筹整合预算监管

相关工作，实施“目标导向+节点控

制+跟踪反馈”的评价工作模式，促

进预算绩效评价落细落实、客观公正、

行稳致远。

紧盯信息流  增强敏锐性

信息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先导条件和重要因素。

监管局虽驻在地方，但受命于财政部，

服务于党中央，必须增强敏锐性，紧

盯信息流，当好“千里眼”和“顺风耳”，

为财政改革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益支持。一是高度重视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信息和财政部管理信息，通过

实施监管、督促指导、调查研究、多

方协调，全面掌握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财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地落实

情况，及时发现、报告典型经验和困

难问题，助推高质量发展，助力打赢

三大攻坚战。二是密切关注基层财政

运行信息，尤其是财政收支、债务管

理、县级“三保”等情况，通过贴地行

走、解剖麻雀、会商会诊，促进完善

税收分享、转移支付体制机制和财政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制度。三是认真

倾听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言信

息，用心用情做好代表委员服务工作，

精心收集、分类整理代表委员的意见

建议并做好反馈解释。四是及时了解

基层党委政府及其经济财税部门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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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所盼信息，结合减税降费、脱贫攻

坚、民生保障、涉农资金整合、“一卡

通”专项治理等工作，寓监管于服务

和调研，既严肃指出违规行为，又深

入研究违规背后的窘迫、苦衷、无奈

和呼声，当好联系中央和基层一线的

“传声筒”“连心桥”。五是严密监控法

定监管对象的资产财务会计信息和执

业质量信息，主要是属地中央单位的

预决算信息、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在

地方分支机构的财务状况和会计信息

质量、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

质量和证券资格资产评估机构的执业

质量等，促进法定监管对象规范财会

工作和执业行为。

紧盯风险点  提高研判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

的重要内容，是监管局履职尽责必须

过的坎，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一是关

注基层单位违反预算法等合规风险，

特别是虚报保障房补贴资金、在医保

领域死亡参保重复参保以及擅自突破

政策、提高报销标准、吊高病患胃口

等情况，提请有关方面依法惩治截留、

挤占、挪用、贪污等违法行为。二是关

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违规举

债风险、债务逾期风险和置换债券资

金使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动态掌握、

深入分析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债务结

构，加大监测预警力度，推动地方政

府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防范

区域性财政金融风险。三是关注收不

抵支、寅吃卯粮等透支风险，督促基

层政府做实收入质量、压减一般支出、

盘活资金资产，确保将有限的财力用

在刀刃上，防止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防止乱收费、收“过头税”。四是关注

拖欠工资、政府类工程款等舆情风险，

结合“三保”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监

管，督促地方政府抓好预算管理、库

款管理和资金调度，切实维护农民工

利益、市场主体合法权利和稳定和谐

的社会秩序。五是关注法定监管对象

重大财务会计造假风险和审计评估风

险，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

况下，上市公司造假冲动往往难以遏

制，审计评估机构沦为“替罪羊”的风

险上升。监管局要加大对驻在地证券

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的

监管力度，避免因分支机构执业失范

引发资本市场对审计评估质量的质疑

和炒作，着力维护投资者利益和市场

经济秩序。

全面提高履职尽责担当有为的能力

素质

一要坚持高位思考，提高政治站

位。要站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深化财政管理改革、深化财政监督体

制机制改革的高度，牢固树立财政部

门首先是政治机关的政治定位，准确

把握“三定”方案确立的职能任务，

推动监管局依法、依职权、依程序履

职尽责。要着力加强财政监督理论研

究，找准、夯实财政监督的战略支点，

在顶层设计上强化财政监督的独特地

位和职能作用，逐步破解重复监督的

治本之策，致力构建各有定位、各有

侧重、错落有致、协同统一、相互促进

的行政监督体系，真正实现“谁也离

不开谁”“各有所长，抱团监督”，形成

监督合力。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坚持权力、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紧扣

党中央国务院对财政工作的定位和财

政中心工作开展预算监管，增强“管”

的自觉，优化“查”的理念，促进财政

部门在宏观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决策

中彰显更大价值和魅力。

二要坚持换位思考，强化服务意

识。监管局工作实践表明，少数地方

和基层单位的财政乱象确有政绩观失

当、法治意识淡薄甚至谋取私利思想

作祟等原因，但不少也存在客观局限

和现实困难，比如改革发展、社会稳

定、脱贫攻坚、污染防治、风险防范

要求高、压力大、投入多，但县级财

力普遍较弱，长期遗留和累积的问题

导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已为

之。如果问责宽泛化简单化随意化，

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可能引发

基层财政干部队伍新的问题。这就要

求我们转变思维定式，强化服务意识，

既要当好财经秩序的监管者、维护者，

更要争当财政经济改革的谋划者、参

与者、推动者、促进者，以自己人的姿

态和举措为基层解忧纾困，在更高层

次和境界上体现财政监管作为。

三要坚持进位思考，练就过硬本

领。增强执行能力。监管局受命于财

政部，必须按照部党组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在高效执

行中展示行动力、落实力。增强研究

能力。鲜活的基层情况和丰富的监管

经历是一座宝库，要重视建立部机关

司局、各地监管局和基层单位的联动

研究机制，培养一批基层经验多、动

手能力强的研究队伍。增强建言能

力。执行是本职，研究是基础，建言是

关键。要善于总结、提炼监管调研中

发现的正反面典型和倾向性、苗头性

问题，及时向财政部报告并提出意见

建议，为深化财政改革、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添砖加瓦、献计献策。增强协

调能力。要妥善处理好与驻在地财政

部门、基层党委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关

系，认真做好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联系服务工作，为财政改革发展汇聚

强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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