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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编报及应用
海南省财政厅

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

报告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

项重大改革任务和新预算法作出的法

律规定。2017年，海南作为第一批开

展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的试点省份，率

先完成2016年度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

点工作，初步构建了具有海南特色的

政府财务报告编审机制，并首次全面

反映了海南省各级政府的财务状况和

运行情况。2018年，海南又作为全国

首批开展地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合并

编制试点省份之一，率先开展全省地

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合并编制工作。

积极开展政府财务报告编报工作

近年来，在财政部的精心指导下，

海南省发挥财务集中管理的体制机制

优势和全省财政信息一体化的系统优

势，积极开展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和问题研

究。2015年在全国首次成功试编了权

责发生制政府部门财务报表；2016年

比财政部规定时间提前一年全面启动

部门财务报告试编；2017年在全国率

先完成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工作；

2018年在全国首批开展地方政府综合

财务报告合并编制工作。

全省一盘棋，统一部署谋划推进

试点工作。财政部将海南省列为试点

省份后，省财政厅高度重视，及时召

开全省动员布置会，统一思想，积极

推进。今年，省厅成立由一把手厅长

任组长的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先后制定政府综

合层面和政府部门层面的工作方案，

明确试点工作的目标和内容，落实财

政部门、预算部门（单位）以及财政厅

内各处室的职责分工、工作任务和完

成时限。试点过程中，多次召开专题

工作会议，研究解决试点中的重大疑

难问题。实行全省统一领导、组织、布

置、培训、指导，消除了各部门和各市

县的畏难情绪，解决了基层业务水平

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保证了全省

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

加强财务管理，夯实政府财务报

告基础。一是细化会计核算，在账务

初始化时，统一在相关会计科目下设

置明细科目或挂接辅助核算要素，快

速查找资金在单位之间的流转信息，

便于对政府内部经济事项进行抵销。

二是全面开展财务考评，将各部门（单

位）的财务管理工作规范性和有效性

等纳入考评范围，促使部门（单位）夯

实财务管理基础。三是大力清理历史

债权债务。2015年以来，积极督促和

协助部门（单位）开展历史债权债务

清理。通过强化指导、按月跟踪通报、

召开重点部门推进会、引入第三方参

与等措施，截至2016年底，省直部门

历史债权清理率达64.2%，历史债务

清理率达68.7%，为编制财务报告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加强系统建设，提升财务报告信

息化支撑能力。为提升编报效率，省

财政厅开发了预算单位“资金往来信

息库”和“政府财务报表中间库”系

统，并实现与全省政府财政管理信息

系统、政府财务报告系统的互联互通。

“资金往来信息库”可以根据收付款单

位的性质，通过账务系统“资金流向”

和“往来”辅助要素，实现政府部门（单

位）内部事项自动检索识别；“政府财

务报表中间库”实现自动提取单位会

计账簿数据，并按权责发生制核算要

求生成报表及调整分录，一键提交到

财务报告系统，极大提高了财务报告

编制效率和数据的准确性。

组建编审工作梯队，培训和指

导不留死角。省以省级业务骨干为核

心，并抽调各市县业务骨干，组建由

组织管理层、专业技术层、编制会审

层三个层级的政府财务报告编审工作

梯队，分组划片对全省各市县的培训

和指导。一是科学设计培训内容。由

业务骨干成立授课小组，围绕政府财

务报告编制、政府财务报告分析撰写

和系统操作等内容精心编写教材，力

求培训内容通俗易懂。二是开展分层

次培训。为在短时间内完成培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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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培训效果，首先对编审工作梯队和

市县系统管理员进行培训，再由编审

工作梯队分赴各市县开展布置培训

工作。三是注重编制过程中的业务指

导。及时收集和整理编审中发现的问

题，对共性问题以编审问答形式发文

全省执行。此外，还利用微信群、财政

内网QQ实时发布最新通知，开展业

务交流，在线解答问题。

建立日报制度，全程督导财务报

告编制。为及时掌握财务报告编制进

展情况，督促省本级和各市县加快财

务报告编制进度，省财政厅建立了政

府财务报告编制日报制度。从正式编

报开始，要求省本级各省直部门和各

市县每日报送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的进

展情况，省财政厅汇总后进行通报。

对进度落后的市县，厅领导点名批评，

对个别落后市县由分管领导亲自带队

进行现场督导，确保政府财务报告保

质保量及时上报。

开展财务报告会审，确保全省报

告报送质量。省财政厅在省本级和各

市县完成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后，

组织开展了全省财务报告的集中会

审。会审分单位、部门和财政三个层

级分别开展，采取交叉审核、归口审

核和集中审核三种方式。按照《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

和《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

（试行）》的编报要求，制作了政府综

合财务报告、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核

要点和审核底稿，从报告数据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内容的完整性等方面进

行严格把关。对不符合编制要求的报

告一并退回，并要求市县和部门单位

修改完善，直到报告质量符合要求才

允许上报。与此同时，通过报告的交

叉会审，促进了编报人员及时发现问

题，积极开展问题研究，提升了业务

人员的能力和水平。为统一全省政府

财务报告的编报格式，确保报告报送

整齐、规范，制定了《海南省政府综合

财务报告格式要求》，并要求省本级

和各市县的报告按照格式要求进行调

整，确保报告格式的规范统一。

政府财务报告的应用

因地制宜，增加了政府财务报告

分析指标。一是结合财务报告分析实

际需求新增部分辅助性分析指标。在

政府财务报告指标分析中，省财政厅

在财政部既定要求的财务指标分析之

外，还对省本级大专院校和公立医院

行业设置了财政拨款依存度指标，对

这些行业单位的财政依赖度进行单独

分析；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分析中，

新增了流动资产占比、固定资产成新

率和人均运行成本三个指标来进一步

分析政府的资产管理和费用控制的情

况。通过这些新增指标的分析，进一

步丰富了政府和部门单位的财务状况

和运行情况，有利于政府和部门及时

了解财政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强

化控制和管理。二是采用财务分析指

标的平均值作为各级政府财务指标分

析参考值，以便对比分析。针对政府

部门财务指标，省财政厅对6个分析

指标分别计算出省本级和市县部门指

标平均值，以便全省各部门开展对比

分析；对于综合财务报告分析指标，

对现金比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

负债保障率、负债构成率、收入费用

率、税收收入比重、利息保障率和固

定资产成新率等8个指标分别计算其

全省、市级、县（区）级的平均值，以

便各级财政开展对比分析。

尝试应用，反映了政府的财务状

况和运行情况。一是反映了海南省政

府资产负债结构和状况；二是反映了

海南省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三是反

映了海南省政府运行情况和能力；四

是反映海南省政府整体财务运行平

稳。总体看，全省各级政府财务状况

良好、运行平稳，偿债能力和持续运

营能力较强。

强化督促，规范了政府财政财务

管理行为。通过开展政府财务报告编

制试点工作，一方面更为全面、准确

反映了政府财政财务信息，有助于政

府信息决策；另一方面也揭露了不少

海南省各级政府在开展财政财务管理

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部门单位

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会计核算不够准

确完整，造成预算单位之间和财政与

部门间对账难、抵销难。二是政府的

资产未能完全入账，造成政府资产数

据的不完整。例如，财政总预算会计

中的股权投资、投资收益因原始资料

问题造成未能及时入账，政府部门单

位中的各类政府经管资产如公共基础

设施、政府储备物资和文化文物资产

等资产未能进行账务核算。三是基层

政府预算管理和财政资金管理不够规

范的问题。针对以上发现的问题，省

财政厅继续组织全省各级政府开展债

权债务清理工作，进一步大力度清理

长期呆坏账，同时结合海南省开发的

“资金往来库”信息系统，强化日常对

账工作，规范单位会计核算工作；在

对部门单位开展财务管理考评时，将

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质量和往来清理作

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强化部门的主体

责任意识；针对政府经管资产的入账

问题，召开多次专题座谈会，摸清资

产未能入账的具体原因，成立多个课

题组开展专项研究资产价值的确认、

计量和列报，确保可入账的资产能够

完全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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