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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两基”建设   夯实管理基石
 文 本刊评论员

加强管理基础工作和基层建设是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环节，对于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促进财政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管理基础工作为实现财政管理目标提供基础资料、基础标准和基本手段等，贯穿于财政政策研究、制定和
实施的全过程，贯穿于预算编制、执行的全过程，也贯穿于其他财政管理工作的全过程，是财政管理的基石，直
接影响财政管理的持续性和效率。管理基础工作不到位，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就会失去重要支撑。

县乡财政和财政部门内部基层单位构成了财政管理的重要责任主体和载体。作为“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窗
口”，基层财政部门肩负着落实好各项财政税收政策的“一线服务”和“一线监督”使命，是财政管理中最活跃的因
素。基层建设跟不上，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就会失去重要依靠力量和组织保障。

近年来，我国财政“两基”建设有所加快，各级财政部门主动探索，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为下一步深入推进“两
基”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是推进了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各级财政部门以网络建设为依托，不断加快金财工程建设，推动了信息化
技术与财政业务管理进一步融合。如推广实施应用支撑平台、电子政府采购平台；建立预算指标管理系统，并与
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实现无缝对接；推进非税系统建设，加强政府非税收入信息化管理；打造财政一体化信息平
台，提高财政管理效率。

二是深化了县级财政管理改革。财政管理各项改革启动以来，省市两级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县级改革大多不
到位。对此，一些地方财政部门采取措施，大力推进县级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建立预算支出绩效
考评制度，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目前，基层财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和绩效评价工作进展明显，基层
财政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三是明确了乡镇财政的职能定位。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税收征管职能有所削弱。近些年来，随着国
家、省、市强农惠农政策陆续出台，上级财政部门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乡镇财政角色发生了巨大转
变，从向农民“收钱”变为给农民“发钱”。鉴于此，一些地方财政部门通过梳理乡镇财政业务，细化了乡镇财政的
职责范围，明确了乡镇财政“以综合管理和监督为主”的职能定位。

四是理顺了乡镇财政的管理体制。以往，即使是在同一个省、市范围内，各县对乡镇财政的管理体制也不相
同，大大影响了乡镇财政的正常运转和工作效率。为更好地发挥乡镇财政职能作用，一些地方财政部门积极实施
了“乡财县管”改革，在县财政部门内设置了乡镇财政管理机构，有的还在省、市财政部门内设置了乡镇（基层）财
政管理处，以加强对基层财政的管理。

五是加强了乡镇财政的队伍建设。针对乡镇财政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同岗不同身份”、“同工不同酬”问题，一
些地方财政部门积极创造条件，使其全部过渡为公务员或参公管理人员，以稳定干部队伍。同时，通过多种方式
对乡镇财政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努力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与综合素质。为提升服务效能，有的地方还完善
了工作考评制度，将新增的家电下乡、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工作纳入考评内容，充分调动起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六是改善了乡镇财政的办公条件。过去，由于缺乏足额的经费保障，许多乡镇财政所的硬件设施十分落后，
电脑等基本办公用品配备不齐，不能很好地满足新形势下财政工作的需要。如今，得益于各级政府对乡镇财政所
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许多乡镇财政所建成了标准化服务大厅，加强了信息管理所需的硬软件配备，办公条
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服务环境进一步优化。

虽然我国财政“两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还比较薄弱。各级财政部门还应继续按
照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部署，以加强“两基”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在管理基础
工作方面，要做好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建立健全数据信息的动态采集和管理机制；强化支出标准体系与项目
库建设；完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体系；推进财务会计等基础制度建设；加快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等。在基层建
设方面，要合理界定并充实乡镇财政职能，改善基本办公条件，提高人员能力素质，提升乡镇财政公共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基层财政就地就近实施资金监管的优势，切实保障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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