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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问题导向，厘清各层次、各形态财

会监督的重点难点堵点，分门别类地

实施研究、探索推进，值得认真思考。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也对加强和改

进财会监督提出新命题。如，在实施

疫情管控的期间，由于人员流动受阻，

注册会计师如何进行跨地区现场审

计？如何加快会计审计信息化智能化

建设，促进“互联网 + 会计审计”？如

何调整优化年报审计制度，逐步解决

冬春传染病相对多发与年报审计期间

高度重叠的矛盾等等。

加强和改进财会监督已经成为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当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全局意

识、树立战略思维、夯实理论支撑，

推动新时代财会监督出新招、见实

效，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懈

奋斗。

责任编辑  刘永恒

基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财政监管机制
寇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

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形成稳定的

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

应的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在现

代财政制度建设中的优先顺序逐步提

前，并从财政改革范畴上升为国家治

理体系重要组成，成为协调政府与市

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

关键。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已成为财

政监管的重要职能，必须加快推动财

政体制管理和监督的一体化建设，以

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引领重构中央财政

监管职能体系。

财政监管机制发展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系统化推动政治体

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对国家与企业分

配关系、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行了

系统化调整，推动建立科学规范的“分

税制”财政体制取代原有“包干制”。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

政关系框架基本稳定下来，为我国财

政监督机制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时间

窗口。同时，随着分税制财税体制的

不断完善，我国财政监督机制也渐趋   

成熟。

1994 年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原中

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改建为财政部

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职能由

单一对中央企业财务收支的检查转向

中央财政监督职能上来，监督形式由

事后检查转向事前监督、事后检查。

1998 年，我国提出“尽快建立公共财

政框架”的改革目标，财政管理体系以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财政支出管理改

革为核心，推动了部门预算、国库集

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等，财政

监督也相应进入优化与完善阶段，逐

步融入预算管理机制。专员办地市级

办事组撤销，工作重点放在对财税执

法部门和中央预算支出的监督，由检

查型监督向管理型监督转变，事前审

核、事中监控工作手段逐步丰富，但

仍主要以资金运行全过程监督为主，

对政策评估、体制运行方面缺乏深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

代财政制度，财政部对内部监督力量

进行重构，围绕预算法要求将工作重

心由监督检查转到预算监管，明确其

为“财政部在地方的延伸”。分税制后

第二次转型，首次通过财政部授权将

专员办嵌入预算管理全链条，同时，

在理顺财政部与专员办、专员办与驻

地中央单位和地方财政部门、专员办

与其他监管部门工作关系上做了积极

探索，为专员办开展对政府间财政关

系相关管理行为的监管开拓了路径，

积累了经验。分税制以来的财政监督

特别是派驻监督部门职能转变，从“被

动接受财政体制调整影响侧重检查为

预算管理服务”逐步走向“主动服务财

政体制改革、加强全流程监管规范预

算管理”。2019 年，国务院批准财政部

驻各地专员办更名设立财政监管局，

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财政派驻监督”

从资金监管向预算监管，进而向财

政体制监管转变的新机制初步建成。

财政体制经历了由中央集权向

地方适度分权的转变，每次调整都直

接影响了财政监督职能分化和重点聚

焦，推动“财政监察”到“财政监督”

再到“财政监管”的演变历程。特别是

中央财政派驻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说明市场经济和分级财政体制下，

财政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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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事务对各级财政的纵向统筹

及其监督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对当前中央财政监管机制建设的启示

实践证明，妥善平衡政府间财政

关系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不断调

整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常态。我

国基于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财政监

管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出

发，处理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

系，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充分调动中

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一）始终以党的战略为导向是政

治根本。基于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加

强财政监管机制建设是增强党对财政

工作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建立适应

新时代政府间财政关系管理需要的财

政监管机制，既是财政管理范畴，也

是党纪监督、国家监察体系的重要组

成，必须突出政治性，增强大局观，不

仅要注重研究财政及财政监管的一般

规律，也要注重围绕党和国家各个时

期、阶段的使命和任务，处理好实现

稳增长目标与避免财政风险扩大之间

的平衡，主动服务于整体改革和大局

工作。

（二）坚持以现代财政制度为基础

是理论保障。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就是

要将财政功能逐步回归于财政部门，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规范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财政监管要理顺与

预算管理、债务管理和绩效管理的逻

辑关系，通过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监管，解决好中

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激励相容及信

息不对称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通过

派驻部门建设，加强对地方财政体制

运行情况的监控和研究，为科学研判

财政经济形势提供重要参考和有力支

撑，确保中央重大财税政策贯彻落实，

使中央与地方能够相向而行，实现两

者的良性互动。

（三）推动完善监管机制是制度基

础。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管理链条中

监管环节的职能，是财政职能建设的

重要内容。要坚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的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创新

的有机结合，探索一条在财政部门内

部分配管理职能外附加的相对独立的

外生性监管体系。首先，要赋予财政

监管充分授权，增强独立性和权威性，

将财政纪律作为财政监管的出发点和

立足点，视作体制管理、预算管理同

等重要去建设。其次，理顺财政部与

派驻监管部门的关系，赋予派驻监管

部门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主要基

于当前财政体制分级管理外仍存在不

同的财政资源配置手段，多元化的格

局有效缓和了财政体制集中产生的矛

盾，但也蕴藏了大量问题和风险。最

后，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在政府间

财政关系改革中及时总结提炼共性的

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监管制度，推

动相关立法，为中央财政开展监管和

问责创造条件。

（四）加强监管专业能力建设是

关键要素。财政部门作为监管政府间

财政关系相关管理行为的唯一主体，

监管能力决定着监管效率和质量。要

以实施全口径预算为基础，构建对政

府间财政关系管理全要素开展监管

的指标体系和评价办法，把监管从查

账、看项目的“老套路”转移到精准

评估政策、有效监控运行的“新模式”

上来，理清与审计、税务和地方财政

部门的职责边界。可逐步将资金使用

等日常监管工作进行外包，突出重点

提高监管效率。要构建信息化监管机

制，信息充分是监管的“生命线”，强

化以政府间财政关系管理需求为导

向，逐步引入“大数据”技术，提高用

“非财政数据”讲述财政问题的能力。

要建立专业强、综合素质高的监管队

伍，大量引进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

完善财政“智库”建设，从人员上为

履职监管进行充分准备。可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检查，提高监管

的透明度。

（作者单位 ：财政部河北监管局）

责任编辑  雷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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