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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支出预算执行精细化管理
财政部国库司

预算执行管理是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

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财政职能的发挥和财

政资金使用效率效益的提高。细化预算执行，能够为预

算编制、执行分析和绩效评价提供可靠的依据，是加强

预算执行管理，提高支出均衡性和效率的重要措施。国

库集中支付改革以来，财政部国库司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财政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

稳妥、有序推进细化中央本级支出预算执行，不断优

化资金支付运行，切实保障财政支出政策的落地见效。

按支出功能和经济分类科目细化预算执行

按照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统一部署，扎实完成预算

执行工作任务，将预算执行细化至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05 年 , 国库司精心研究制定政府收支分类改革预算

执行模拟实施方案，设计模拟运行预算执行凭证报

表，搭建模拟试点系统，顺利完成改革模拟试点工作。

2006 年，在总结模拟试点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

关预算执行制度修订、账务处理衔接、支付凭证更新、

信息系统改造等工作，积极研究开展新旧科目数据转

换，为下一年改革的全面实施打下坚实基础。2007 年

起，部门预算执行全部按照新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体

系运行，在反映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执行情况的同时，

细化至支出经济分类科目。2018 年，适应支出经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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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科目改革需要，明确预算执行相关要求，预算执行

进一步细化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和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科目，更加清晰地、多维度反映财政支出用途。

细化改进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支出执行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使原来大量滞留在各级预算单

位的结转结余资金集中到国库。2009 年 9 月，为跟踪监

测结转资金消化进展情况，同时加强当年预算执行进

度管理，按照部党组推进财政管理改革总体部署，全

面开展按不同预算来源细化支出业务流程，将结转资

金和当年预算分开执行。此次业务细化调整，涉及面

广，业务调整复杂。国库司认真落实部领导指示精神，

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会同部内有关司局研究制定预算

指标衔接、用款计划和支付管理、账务处理和结余管理

等业务调整方案，协调部内信息网络中心、中国人民

银行和支付代理银行等改造信息系统，在 12 月底前如

期完成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确保了 2010 年新的业务流

程按计划顺利运行。结转资金与当年预算的分开执行

并分别反映，为统筹预算编制与结转结余提供了重要

依据，也为下一步继续深入细化预算执行创造了条件。

稳步推进预算执行细化至具体项目

项目预算执行是加强支出进度管理、提高预算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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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均衡性和效率的重要抓手。2012 年，在综合考虑部

门预算编制、国库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的基础上，研

究开展细化项目支出预算执行工作，将部门预算由原

先的按预算科目执行细化至大额重点项目，并逐步细

化至所有预算项目。首先开展了以细化到大额重点项

目为核心内容的全年用款计划编报工作。为确保细化

执行平稳推进，国库司会同部内各有关司对重点项目

的确定程序、年初打捆项目的执行处理、信息系统改

造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精心准备，于 10 月

选择 16 个中央部门开展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2013

年，所有中央部门预算细化执行至大额重点项目。

2014 年、2015 年，根据预算执行管理工作需要，进一

步扩大了重点项目范围，在将预算金额超过 1 亿元的

项目全部选为重点项目的基础上，又明确将教育、社

保等民生支出未达到 1 亿元的大额项目也纳入重点项

目范围，加强对相关领域支出的监测分析。2016 年，

进一步将中央部门预算全部细化执行到所有项目，满

足稳增长项目支出跟踪监测需要，抓好稳增长政策   

落实。

部门预算全部细化执行到项目后，可以跟踪监测

每个具体项目的执行情况，有利于及时发现项目预算

执行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导部门和单位加快预算

执行进度，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落实。

加强预算指标对支出的系统控制

针对一些部门预算执行不规范，存在基层预算单

位之间资金串用、支出超预算的问题，2013 年起将预

算执行系统中预算指标对用款计划及支出的控制，逐

步由原先的按部门口径控制，细化控制到各基层预算

单位。综合考虑各部门预算编制细化情况并经广泛征

求部门意见，2013 年选择 19 个部门先行试点控制到基

层预算单位，2014 年、2015 年又分别新增了 16 个和 5

个试点部门。2017 年起，所有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控制

全部细化至基层预算单位。控制机制实现了由“人控”

向“机控”的转变，提高了控制效率，增强了预算执行

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从机制上彻底解决了基层预算单

位之间的资金串用问题。

优化科技教育等领域资金支付管理

2018 年，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技和教育资金预

算执行管理，根据经费管理规律和特点，对部分重点

领域支出实行授权支付，落实预算单位预算执行主体

责任，提高单位用款自主权，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民口）资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资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青年千人计划项目资金，

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央高校管理的奖助学金、国家

助学贷款贴息及风险补偿金、来华留学经费、出国留

学经费等 ；同时，完善相关单位公务卡管理，简化科

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力支持了国家科技、教育事

业发展。

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精细化预算执行管理

2020 年，认真贯彻落实政府部门过紧日子要求，从

用款计划批复、资金拨付等方面进一步精细化支出预

算执行管理。一是细化预算资金拨付。严格落实预算法

及其实施条例要求，根据部门预算和用款单位用款需

求细化拨付预算资金。规范预算单位账户管理，及时为

新设立预算单位等开立零余额账户用于资金支付，避

免资金在部门实有资金账户沉淀。二是调整部门用款

计划批复节奏。充分考虑严峻的财政收入形势和不可

测因素，将原先一次性批复 6—12 月分月用款计划的批

复方式调整为按月批复下达，在不影响部门正常用款

的前提下，提高支出预算执行的可控性和灵活性。三是

实行部门大额支出报备制度。加强支出管理与库款调

度的协调配合，请部门提前向国库司报备单笔大额支

出，以便及时、准确预测每日的支出波动情况，做好库

款调度工作，也为下一步全面开展按日滚动预测支出和

实施库款目标余额管理积累重要经验。四是及时开展

支出清理对账。将原先与部门一年两次集中支出对账

工作细化至按月清理，及时发现并解决执行中的问题。

2020 年，中央本级支出负增长，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和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大幅下降，政府部门过紧日

子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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