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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

理”，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专员办必须勇于担当，开拓创新，

关注资金使用情况，追踪政策执行效

果，实时掌握各级财政运行态势，加

快建立中央财政动态监管体系，推进

财政管理能力现代化，提升财政政策

效应和资金绩效。

为什么要加快建立中央财政动态监

管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有

效手段。财政是庶政之母，财政通过

制定实施财税政策、筹集收入、安排

支出、管理监督等行为实现配置资源、

调控经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国家

职能等作用。“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

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就必

须对财政行为和财政资金实施全方位

动态监管，保障财政职能的充分发挥，

保证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通过财

政行为得以顺利实现，这也是财政内

控建设体系建设与实施的重要体现。

二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应

有之义。要落实好党的十九大报告在

新时代背景下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我们必须进一步从政治上战略上

谋划、部署、推动各项财政工作，切

实做到“有财有政”并更加突出“政”。

“三大攻坚战”迫在眉睫，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箭在弦上，实现伟大复兴中国

梦就在脚下，愿景喜人又逼人，中央

财政应立高行远，加快建立动态监管

体系，将党中央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一

落实、项项跟踪，以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的恒心和韧劲推动改革，搞好管理，

提供坚实强大的财政保障。

三是治理财政领域乱象的现实需

要。当前，区域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积聚、部分地区财政收入虚收、空转，

转移支付资金沉淀、挪用等违法乱纪

情况屡有发生，个别地方财政运行举

步维艰。如果能够追踪金钱的流动，

就会找到真相。动态监管紧盯资金流

向，能主动发现并纠正财政行为实施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将问题消灭

解决在萌芽状态，发挥公共资金“守

护神”和“安全阀”的作用。

四是适应机构改革提升部门绩效

的有效途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将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监督检查职能划入审计署，

财政部将进一步聚焦财政行为的事前

事中监管。必须转变管理方法，特别

对财政行为实施过程监管必须由过去

“查账”方式转变为主动监控方式，要

在信息时代、大数据的条件下，开展

智能化管理，推行网上动态监管，提

升部门管理绩效。

如何构建中央财政动态监管体系

实现中央财政动态监管，需要整

个财政管理的系统推进和上下联动，

需要充分运用“互联网+管理”，也需

要明晰财政部门监管责任和资金使用

单位管理主体责任的界限。动态监管

体系覆盖财政主体业务，才能发挥协

同发展整体推进作用，促进加快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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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财政管理必须具备现代管理理念和现代管理手段。建议财政部及时总结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

和各地动态监管实践做法，以预算为龙头，以业务为骨干，以信息化为支撑，抓紧研究建立中央财政网上动态监管

平台，加快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中央财政动态监管体系，赋大国财政以强兵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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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政制度。

（一）中央财税政策贯彻执行情况

动态监管。财税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

要工具，对其贯彻执行情况和落地效

果实时跟踪，既可以督促基层真抓实

干，又可以对政策实施效果开展评估，

同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还可以相机

调整。动态监管既反映宏观财税政策

走势，又了解掌握微观市场经济运行

状况，为中央及时应对国际国内环境

变化提供第一手资料。如，“营改增”

全面试点期间，财政部安排各地专员

办开展“营改增”实施对企业税负影

响情况跟踪调查，及时掌握改革进展，

反映问题矛盾，切实将改革红利落实

落好。

（二）中央财政收入动态监管。

“数”反映“财”，“财”服务“政”，特别

是在财税改革密集期和深化期，第一

时间掌握收入数据，建立实时动态监

管，既能够及时分析财税政策的执行

效果，更直接地反映收入情况和收入

质量。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财

税关库银专线联网和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收入监管分析系统，将线上统计

分析与线下核查调研有机结合，实现

对中央财政收入运行情况的全面动态

监控，推进提升收入质量和征管水平。

（三）中央财政支出动态监管。中

央财政专项支出点多、线长、面广、

量大，从近几年的审计公报和中央巡

视情况看，专项支出资金使用环节问

题频发，已成为财政管理的短板。如

何解决这老大难问题，应转变工作思

路与方式，变事后检查处罚为过程监

控纠偏，强化预算执行监管，盯住资

金使用终端和单位，利用现代信息网

络技术，将每笔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

拨付、使用及实物成果纳入监控平台，

实现不见面监管，加强在线分析和预

警研判，结合必要的线下核查、调查、

检查、评价等管理手段，实现常态化

管理和动态控制。

（四）中央部门预算动态监管。对

照党的十九大“建立全面规范透明、

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要

求，中央财政在严把预算编制关的基

础上，应把部门预算管理重心转移到

预算执行环节的动态监控上。在现行

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基础上探索将预算

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纳入监管范围，对

预算单位预算执行实施全方位监控，

及时制止和纠正发现的问题，规范预

算管理。

（五）地方财政运行和政府债务动

态监管。防范财政风险，促进社会可

持续发展，其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监控

地方财政运行和监督地方政府债务，

维护和支持地方财政健康发展。要建

立完善地方财政运行数据库，关注地

方收入真实性、地方财政收支的结构、

趋势等情况。以风险为口径，完善政

府性债务基础数据库，健全统计监测

机制，动态反映地方政府债务新风向

新形式，严格依法核实处理违规举债

行为。

（六）中央财政金融动态监管。防

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财政的可持

续发展是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

要支柱的基本要求。财政担负宏观审

慎金融监管职责，在新时代就要落实

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

融资本的指导意见》要求，要切实履

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必须沉

下身子，找到抓手，构建金融动态监

管平台体系，将应履行的各项职能固

化嵌入监管系统之中，分层分级明确

责任，并通过科学有效管理，更好地

促进财政、金融融合互助，夯实壮大

国家治理的基础和能力。

（七）会计信息动态监管。企业是

国民经济的细胞，会计信息是社会发

展市场经济的“晴雨表”。财政部作为

全国会计行业的主管部门，应加强对

会计工作的日常管理，以会计师事务

所、资产评估事务所执业质量行政监

管为抓手，以财政会计行业监管系统

为依托，建立会计信息动态监管平台

体系。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进一步

明确行业监管职责，建立会计信息定

期轮查和随机抽查制度，加大处理处

罚力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与审计、

证监、注协等部门形成合力，加大会

计行业乱象治理力度，全面提升会计

信息质量，维护好市场环境和经济   

秩序。

现代财政管理必须具备现代管

理理念和现代管理手段。财政网上

动态监管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关

键在于决心，在于行动。建议财政部

及时总结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和

各地动态监管实践做法，以预算为

龙头，以业务为骨干，以信息化为支

撑，抓紧研究建立中央财政网上动态

监管平台，加快构建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中央财政动态监管体系，赋大

国财政以强兵利器，实现财政管理水

平的重大飞跃，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江苏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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