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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的思考
李春根｜徐乐

我国自 2010 年开始试行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18 年出台《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提

出力争用 3—5 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从无

到有，再到步入改革深水区，每一步都体现了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优化财政

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

推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的重大意义

（一）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有利于提升公共

服务质量。社会保险基金由医疗保险基金、养老保险

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及生育保险基金

构成，是社会保险制度稳定运行的核心基础，与基本

民生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社会保险的覆盖率不断

扩大，增加了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难度，尤其是在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的筹资、预算支出的范围和效果、

参保人员的满意度等方面存在管理不到位、绩效不理

想等问题。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贯穿于预算编制、

执行、监督各个环节，从根本上将满足社会公众需求

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出发点，通过提升预算管理

的效能，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顺应人民

群众的期待，让他们可以享受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有利于优化财政

资源配置。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不仅具有一般公共预算

的公共属性，而且具有独特的市场属性（保值增值），基

金的资源配置同时涉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

过去，我国主要是依靠座谈、调研、监督检查、考核等

手段进行社会保险基金资源配置，配置效果不理想、不

科学。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将基金收支政策效

果、基金管理、精算平衡、地区结构、运行风险等内容

纳入绩效管理，有效兼顾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公共

属性和市场属性，更全面、更科学地考虑了资源配置

的问题。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本质是以问题为

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手段，将评价结果与改进管理和

预算安排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基金运行效率高的地方

投入更多的资源，对基金运行效率差的地方减少资源

投入，使有限的财政资金能够充分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现状

在我国，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起步比较早，管

理的对象主要以项目为主，经过十来年的实践，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较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而言 ：一是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还处于萌芽阶段。自 2018

年国家提出实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以来，从

中央层面来看，国家有关部门仍在积极地研究和摸索，

尚未出台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的制度办

法 ；从地方层面来看，各省份实施步调不一致，步调

快的既有东部发达省份，如浙江，也有西部边陲省份，

如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二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绩效管理实施难度更大。社会保险基金制度体系尚不

成熟，不同险种统筹层次不统一，如一些地方企业养

老保险实行省级统收统支，而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实

行市级统收统支。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涉及财政、人社、

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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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税务四个部门，不同层级部门对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承担的责任各不相同，部

门之间难免会出现工作越位、错位的情

况，尚未建立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三是

社会保险基金实行预算管理时间短，预算

管理本身存在不少问题。如部分地区预

算意识不强，只重视资金拨付，忽视社会

保险基金的预算管理，认为预算只是一项

报表工作 ; 社会保险基金数据量大，经常

出现基础数据填报不完整，甚至漏填的情

形，严重影响数据汇总工作的质量，影响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导致上下级之间信息

不对称。

完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厘清有关部门绩效职责。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是由财政部门牵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

门、医保部门参与共同编制，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各不

相同。要做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中央应当

出台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明确各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职责，对不同部门绩效目标的设定、

绩效监控、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应用的内容进一步具

体细化，探索建立科学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

分工协作机制。

（二）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保险基金事前绩效评估制度，在编制中

期财政规划和年度预算前，对社会保险基金重大政策

和项目预算开展事前绩效评估。一是可以针对社会保

险基金统筹制度调整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类似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基金原实行县级统筹，要提高基金统筹层

次，就必须做充分的事前绩效评估，全面考虑养老金地

区差异、不同县区定期存款管理、缴费基数和参保人员

变化情况、转移收支等因素，评估统筹制度调整的必要

性、实施方案可行性。二是可以抓大放小，针对养老保

险基金投资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可以参照一般公

共预算项目绩效管理模式，对一定金额以上或是重大

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等等。

（三）构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从纵向来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应

当根据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确定它的适用范围，

中央、省、市、县四级不同统筹层次应该设计不同的预

算绩效管理指标，中央层次侧重于宏观性、总体性的

绩效指标，省级和市级层次侧重于区域性的绩效指标，

县级层次侧重于基础性的绩效指标。从横向来说，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指标可以从投入、产出、效

益、满意度四个维度围绕社会保险基金的公共属性和

市场属性进行设置，投入、产出、满意度维度以公共属

性指标为主，效益维度同时包含公共属性和市场属性

指标。

（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一是参照财政部

的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模式，建立纵向连接中央、

省、市、县四级，横向连接财政、人社、税务、医保四部

门的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系统，打破“信息孤岛”和“数

据烟囱”。二是结合社会保险基金的特点，在各个部门

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模块，包括事前绩效评估模

块、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模块、预算执行绩效动态监控

模块、预算绩效评价模块。三是依托信息化系统，构建

多维度、多层次的绩效大数据库，加大统计分析力度，

持续挖掘数据背后的信息，为国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

绩效管理提供强力支撑，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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