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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全面绩效管理下的财政资金退出机制
赵营蒋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需要加

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

算绩效管理体系。这其中，财政资金

退出是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也

是当前的薄弱环节。

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导致

财政资金退出机制的缺失

一是各级政府为抓住经济增长契

机，对财政资金退出机制建设重视不

够。一方面，各级政府为抓住经济增

长契机，加大了各个领域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使得

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政府、部门、财政

三方聚焦于政府支出的实现，很少对

相关职能、工作完成后的财政资金如

何退出进行研究。

 二是一些部门单位存在财政资

金投入多少代表工作重视程度、财政

资金支出多少代表工作完成效果的意

识，甚至许多工作考核直接将财政资

金投入多少作为考核指标，导致了财

政资金低效无效、闲置沉淀、损失浪

费的问题较为突出。

 三是缺少理论基础、制度保障、

方法工具的支撑，导致财政资金退出

机制缺失。一些部门单位对财政已批

复的资金有天生的依赖思想，认为今

年给，明年必须给，今年批复了，明年

还会批复。由于缺乏理论、制度和操

作方法的支撑，财政部门没有明确的

办法来解决是否继续拨付资金、资金

规模如何控制的问题。加之近年来，

各部门出台的政策性保障经费刚性支

出需求增长较大，支出资金规模控制

难度更大。目前，财政刚性支出占财

政支出比例越来越大，特别是地方财

政资金绝大部分为刚性支出，零基预

算无法真正实施。

全方位绩效管理下的财政资金退出

机制探讨

一是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原有职能对应的财政资金要退出。随

着机构改革的完成，重新修订的三定

方案也都相继公布。各级政府部门应

按照新的三定方案职能划分编制预

算，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量力而

行，着力支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重

点领域改革，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同时不得设定过高民生标准和擅

自扩大保障范围，确保财政资源高效

配置，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要按照零

基预算的理念编制部门预算，坚决削

减不符合现有三定方案的财政资金。

特别是要按照简政放权、建立服务型

政府的要求，相应退出相关行政审批

保障资金。

二是建立政策、项目相对应的财

政资金退出机制。要明确政策到期，

财政资金及时退出，并依据政策执行

情况，动态清理财政资金。对实施期

超过一年的重大政策和项目实行全周

期跟踪问效，建立动态评价调整机制，

政策到期以及绩效低下的项目要及时

清理退出。政策符合条件，项目制定

实施不能够达到绩效目标也要减少财

政资金投入。

全过程绩效管理下的财政资金退出

机制探讨

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是围绕预算

下达前政策评估、预算批复、预算执

行、预算调整以及决算中建立预算绩

效管理链条。财政资金的退出，不是

只在决算或审计，更要在前端发力。

一是财政部门应依据绩效评估、

预算评审、项目审批等下达部门、单

位预算，做到批复先问效，无效无资

金。

二是财政部门应在预算执行过程

中，定期按照绩效目标审核预算单位

项目执行情况。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单

位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

度实行“双监控”，发现问题要及时纠

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各级财政部门建立重大政策、项目绩

效跟踪机制，对存在严重问题的项目

要暂缓或停止预算拨款，督促及时整

改落实。否则，及时收回财政资金。还

要将绩效评价结果及时应用到项目执

行的整个周期，坚决杜绝绩效目标无

法实现下财政资金继续投入所形成的

浪费，及时收回无效的项目资金。

全覆盖绩效管理下的财政资金退出

机制探讨

一是完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退出

机制。尤其是要加快完善转移支付和

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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