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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项目预算管理是实现企业战

略目标的有效保障手段之一，是企业

在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对未来的投资

活动和相应财务结果进行充分、全面

地预测和筹划，并通过对执行过程的

监控，将实际完成情况与预算目标不

断对照和分析，从而及时指导投资活

动的改善和调整，以帮助管理者更加

有效地管控项目和最大程度地实现战

略目标。当前，我国基建项目预算管

理中存在项目管理人员对预算管理重

视程度不够、项目预算管理职能分工

界定不清、久拖未结项目预算管理困

难、项目预算管理手段单一、项目预

算缺乏闭环管理机制等问题，很多企

业在预算编制、执行、控制、分析、考

核方面没有成体系地进行闭环管理，

影响了核心资产规模。本文对此提出

完善建议和对策，以期提升项目管理

效益效率，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提升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统一认识，提升预算管理高

度。在项目预算管理上，财务与业务

部门必须统一认识、达成共识，即“厉

行节约应贯穿工程管理的始终，每一

完善基建项目预算管理
杨晓｜杨勇

分钱都应用在刀刃上”。在预算安排

上，应针对每一类成本费用进行深度

分析，对有利于提升工程质量、安全

效能的费用，安排充足的预算 ；对可

控费用，大力压降预算 ；对补偿赔偿

等费用，积极谈判，在合理合法的基

础上，最大限度控制预算。计划与预

算相比，在管理目的、编制口径、下

达时间、调整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

差异，预算偏重成本控制和资金效

益，计划偏重决策过程和方案比选 ；

预算以项目实际需要的资金编制，计

划以估算或概算额度编制 ；预算调

整灵活，计划调整相对固定。在实际

工作中应杜绝简单地以投资计划编

制预算，应多分析现场实际情况，跟

进项目进度，根据不同项目类型分

别制定不同的预算编制方法，提升预

算编制的精度，夯实预算管理体系的  

基础。

（二）高度衔接，细化专业工作职

责。一是应明确预算总体职责分工。

财务部门负责牵头项目预算整体工

作，具体职责为明确预算编制规则、

预算数据发布、预算在线管控，以及

信息的纵向传递和横向沟通 ；规划计

划部门负责项目储备、立项、发布纳

入计划的项目清单并提供工程基础信

息 ；建设部门负责具体预算编报、调

整，对预算数据质量负责。二是应强

化预算审核职责。建安工程、设备、

设计、监理、监造、审核、前期、场清

等费用预算由工程管理部门归口审

核 ；项目法人管理费中的会议费、业

务招待费、办公费预算由办公室归口

审核 ；差旅费预算由财务部门归口审

核 ；生产准备费中的职工培训费及提

前进场费预算由人资部门归口审核 ；

等等。通过强化预算审核职责，使归

口管理部门对当年费用预算事前“心

中有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预算实

时监督控制成本开支。

（三）灵活调整，助力历史项目清

理。财务部门应主动作为，从后端倒

推前端建设部门进行长期挂账工程清

理。建议可以通过对工程账务逐项梳

理，整理出长期挂账工程项目清单，

向建设部门下达清理任务，建设部门

逐一项目倒排工期进度节点，并将进

度情况反向推送财务部门。对于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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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缓的项目，提前制定应对策略，特

别是敏感区域建设协调难的项目，探

索联合建设、分期建设或提前植入围

挡标识等方式 ；对于路径变化、设计

变更较大项目，要求设计单位尽早出

具相应的变更方案，建设部门及时履

行变更审批流程。针对历史项目没有

预算或预算额度不足的问题，可采用

“先内后外、双预算审核”方式调整预

算，即先单位或部门内部平衡，当预

算不足、需要调增整体预算时，报业

务主管部门或人员审核后，在单位或

部门间平衡，同时提出调整建议，报

财务部门复审。对于实施难度大的项

目，前期工程进度缓慢时，可压降费

用预算，在实施条件成熟时，预算给

予大力支持。根据实际需求，有增有

减、灵活调整预算，为项目建设提供

充足的资金保障。

（四）严格费用预算控制，有效

降低工程成本。将项目费用按阶段性

特征进行细分，融合 ABC 分类管理方

法，建立“FIS 年度预算管理法”，以对

工程费用实施分类管控。将工程费用

分重点划分为“ABC”三类。笔者选取

近年建成投运的 400 个有代表性的工

程项目作为样本，分析整体费用构成。

其中，建筑工程费用占比约 12%、安

装工程费用占比约 40%、设备费用占

比约 28%、其他费用占比约 20%。进

而通过分析近 6000 项其他费用构成，

找出重点其他费用，结合其管理属性，

确定费用分类管理方案。其具体内容

为 ：五类费用划分为 A 类，即 ：建安

工程及设备购置费、征地费、勘察设

计费、项目法人管理费、生产准备费 ；

五类费用划分为 B 类，即 ：项目前期

工作费、工程监理费、设备监造费、评

审费用、审计咨询费 ；除此之外的其

他类别费用划分为 C 类，如运输措施

费、检测费用、工程保险费等。A 类费

用管理策略为“重点关注、实时管理、

全程强控”。B 类费用管理策略为“规

范合同、过程监督、适时管控”。C 类

费用管理策略为“日常兼顾、强化引

导、合理管控”。

根 据“ABC”分 类，设 立“FIS 年

度预算管理法”。这种管理方法是在

“ABC”管理模式基础上，结合费用发

生期间对预算管理分类施策的管理方

法。其核心是 ：通过时间特性，将项

目费用划分为第一预算年度发生的

费用，简称“F 类费用”；跨期发生费

用，简称“I 类费用”；第二预算年度

发生的费用，简称“S 类费用”。结合

里程碑进度计划、项目概算、控制系

数、工程累计已发生成本等关键要素，

合理开展工程年度预算管理工作。然

后，确立费用预算归口管理部门，对

预算进行审核和执行情况跟踪。各预

算归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预算的审核

把关。重点审查费用发生是否在预算

控制目标之内，检验当期预算编制是

否合理，是否随设计变更进行日常调

整等。最后交由财务部门进行“双重

复审”。

（五）完善预算闭环管理机制，提

升项目管理效益。根据企业自身情况

和工程类型特点，设置项目核算维度，

可以按项目资金来源、工程费用构成、

预算管控细度等分设不同的辅助维度

进行核算，结合各单位的信息系统，

与预算管理体系有机衔接，形成以项

目预算为纲的辅助核算体系，将财务

预算管理要求植入核算过程中，准确、

高效、完整体现各阶段的项目价值，

以期挖掘费用“节约点”、堵住建设“风

险点”。基建工程可以设立四种辅助

核算维度，使核算更加精益化，助力

工程预算控制和有效资产形成。一是

按工程资金来源渠道，设置一级辅助

维度，具体可分为自有资金工程、代

建工程、“三供一业”分离工程等，用

以区分专项工程，有针对性地进行专

项管理。二是根据工程建设预算编制

与计算规定，设置二级辅助维度，比

如具体可分为材料费、施工费、设备

费、其他费用等，便于费用分析。三

是根据预算管控要求，设置辅助底层

维度，比如设置项目法人管理费底层

明细科目，具体可设差旅费、办公费、

结算审核费、咨询费、税费等，用于反

映重点费用发生情况。四是根据转资

需求细化贷方转出维度，具体按资产

性质可分为转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销项转出等，便于动

态分析转出资产类型和规模。通过多

维度辅助核算，能准确、高效、完整反

映项目价值，为实现有效的预算管控

创造条件。同时，定期分析项目竣工

决算数据，以指导后续项目预算编制。

决算数据可以分项目类型、费用类型

进行细化梳理，形成大数据分析结

果，反哺预算，提升预算编制的精度，

从而为企业项目筹资、融资等提供更

加准确的数据支撑，节约项目资金 

成本。

（作者单位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财务部工程资产处 华能重庆两江燃机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张小莉  梁冬妮

建言献策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