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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拨款收入最高为1424.15亿

元，最低为0.46亿元，相差1423.69亿

元；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支最高

为1404.25亿元，最低为0.46亿元，相

差1403.79亿元；各部门预算收支情

况无法从总量上进行比较。另外，部

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部分较为简单，

只是对预算总量数据的重复描述，难

以起到深入补充、解释、说明的作用。

（二）部门公开预算结构性差异性

较大，信息支撑性较弱。2020年，中

央部门预算公开的人员经费占基本支

出比在60%—100%之间分布，最高值

与最低值相差40%；基本支出占总支

出比最低为0.2%，最高为90%，部门

间差异更大。由于缺少数据口径和背

景情况的详细说明，容易使公众产生

误解。

（三）重点绩效评价公开数量和比

例较低，预算绩效管理监督作用发挥

受限。部门预算基本实现预算绩效目

标全覆盖，各部门均公开了1—2个重

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但项目绩效评

价公开数量偏少，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公开的金额占预算总金额比例较低。

2020年，中央部门一般公共预算项目

支出中纳入以部门为主体重点绩效评

价试点的项目为330个，占纳入绩效

目标管理的项目总量的比例为2.17%，

涉及资金902.08亿元，占项目支出总

金额的比例为21.46%。目前，预算公

开信息中仅重点项目公开了立项依

据、实施周期、实施计划、绩效目标及

涉及预算资金等信息，但重点项目的

公开数量和比例较低，导致预算绩效

管理监督作用发挥受限。

完善预算公开的建议

（一）延展预算公开内容，增强预

算公开信息的可比性。在公开预算收

支总量的基础上，公开涉及部门运行、

政府采购以及社会公众较为关注的民

生领域的预算投入等重要信息，使部

门预算公开信息相互可比，接受社会

公众监督。由于中央部门预算收支具

有较高集中度，对于预算收支总量变

化较大的部门，根据重要性原则，可要

求其扩大公开范围，在预算公开说明

中详细阐述其收支变化原因等信息。

（二）加强预算管理标准化建设，

提升预算公开的有效性。随着预算公

开力度逐渐加大，预算公开内容不断

细化、扩大，中央部门“账本”越来越

透明。应进一步加强预算定额标准建

设，增强预算的刚性约束，提升预算

公开的标准化水平。增加预算收入、

支出的结构性信息及相关信息，如人

员、业务等具体信息等，对预算公开

的差异性形成有效支撑，避免公众错

误解读。

（三）扩大预算绩效公开范围，促

进预算管理的科学性。提高预算项目

绩效评价公开的数量和金额比例，完

善重点项目入选标准，逐步实现重点

项目预算绩效全公开。对于社会公众

普遍关注的民生领域投入，着重公开

其预算绩效情况，将部门预算支出与

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单位运营成本等

信息相结合，使预算绩效更透明，预算

资金使用更有效，预算管理更科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责任编辑  刘永恒

本刊记者w

图
片
新
闻

为深入推进财政科学研究工作，增强科学解决财政实践

问题的能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财政局在继组织全市财政

系统结合实务工作开展课题研究，组建专家库，并邀请专家

进行讲座、课题指导等工作后，于近日举办了“强化财政科学

研究 推动包头高质量发展——2020年度财政论坛”。来自内

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包头市委政研室、内蒙古科技大学等专

家以及包头市财政局及局属事业单位的部分业务骨干共计50

多人参加了会议。此次论坛立足包头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

财政业务，对财政政策、财政管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

解决问题的对策，为包头市财政业务、财政科研的交流学习

提供了平台，促进了财政干部大练兵和学习型机关的创建。

包头2020年度财政论坛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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