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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房、受托代

理资产等五类资产，都是政府会计准

则制度新设立的资产科目，这些资产

或历史上从未入账，或记在其他会计

科目下需要调整，管理基础不牢、情

况复杂。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完善各

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全面落

实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江苏省南京市

财政局先行先试，对公共基础设施等

五类专项资产开展全面清查，在摸清

资产实物量、维护量、价值量基础上，

及时登记入账，出台制度规范，完善

长效监管。

坚持“四个一”，开展资产全面清查

一是强化清查组织 “一盘棋”。充

分发挥行业部门主观能动性，财政会

同市建委、交通、城管、水务、文旅、

体育、绿化园林、房产等 8 家行业主

管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全市公共

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查

登记的通知》，对清查目标范围、初始

入账方法、职责分工及清查步骤和要

求进行明确，要求各有关行政事业单

位按照“谁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由谁入

账”要求，对纳入清查范围的资产进

行全面核查。

二是融合资产属性 “一套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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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清查要求全面反映资产实物量、维

护量、价值量。每一小类资产设计一张

清查表，一项资产一条清查数据，包

括实物行业管理指标和会计核算指标

两部分，力求准确、完整地反映资产实

物形态和价值。以《公共基础设施—交

通基础设施——公路》清查表为例，填

报指标包括公路的名称、等级、起止

点、里程、路面宽度、路基宽度、行道

树、绿岛面积、保洁面积等 18 个行业

管理指标和账面价值、折旧、评估价

值、使用年限等 12 个会计核算指标。

三是探索计价口径 “一把尺”。对

清查中历史价值确认困难的资产，财

政部门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共同会商，

以重置成本为突破口，探索综合单价

制。如对市政公共基础设施根据市政

工程计价定额，结合实物量计算入账

价值。如绿地、广场的计价，以南京市

近 3 年来绿地、广场平均投资建设综

合单价 695 元 /m2 为参考基数，并根据

成新率（即新旧程度系数）和面积，计

算入账价值。清查期间，先后以会议

纪要形式印发了市政道路、交通设施、

水利设施、绿地园林、城市管理等公

共基础设施计价入账原则，便于各级

单位填报。

四是织密数据核查“一张网”。在

“单位——立项部门——财政部门”上

报流程基础上，增加行业主管部门审

核流程，建立财政部门、立项部门、

行业部门、第三方机构集中会审机制，

对市区两级数据逐条、逐项“过堂”，

对资产专业指标和计价方式进行审

核，注重清查数据和行业数据比对，

防止重报、漏报，确保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提升数据准确性。

南京市财政局五类专项资产清查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财政部肯

定，并在全国通报表扬和推广。通过

清查，一是摸清了资产家底。全市 209

家单位共填报清查数据条 7.6 万条，新

增资产价值超过 1500 亿元，为充实政

府财务报告奠定了数据基础。二是明

确了权责关系。公共基础设施资产从

“都管又都不管的无主资产”变成明确

登记在管养维护单位资产账上的“专

项资产”，夯实了各管养维护单位的主

体责任。三是提供了管理抓手。清查

工作为完善五类资产计价入账、使用

管理、日常监管等提供了方向，为财

政和主管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完善各类

专项资产管理制度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加强后续长效监管

清查结束后，南京财政继续坚持

问题导向，创新管理手段，紧抓制度

管事，完善信息化动态监管，探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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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与预算、债务管理相衔接，做

到以清查促整改、以整改促管理。

一是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财政部

门联合文物文化资产部门印发《关于

加强全市文物文化资产管理的实施意

见》，从适用范围、权责划分、资产计

价、日常管理、价值发掘等方面，对全

市行政事业单位文物文化资产管理作

出规范 ；联合公共基础设施资产行业

主管部门研究拟订《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市公共基础设施类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的通知》，明确公共基础设

施资产入账口径、初始成本确定方式、

基本账务处理、日常监督等，提升管

理效能。

二是加强资产信息化管理。指导

各单位按照准则规定，在做好初始入

账基础上，以清查数据为支撑，在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

设置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类别，按照“一

物一卡”原则，建立公共基础设施资

产电子信息卡片，实现清查结果与资

产管理无缝对接，全面、准确反映公

共基础设施资产实物量和价值量。未

来还要积极探索地理信息化系统等新

技术在资产管理中的运用，精准反映

公共基础设施起始位置（经纬度）、幅

面宽度、设施长度、设施面积等精准

信息，为提高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管理

效率提供技术支持。

三是加强清查结果与预算管理有

效衔接。加快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建

设，着手建立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与预算

管理信息系统网络互联、信息共享，推

地方实践

进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与运维资金预算

安排挂钩。明确公共基础设施在国有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后，方可将管

养维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未在资产

管理信息系统建立资产信息卡片或备

查登记的，单位不得编制管养经费财政

预算或申请养护资金，实现“资金——

资产——资金”全流程闭环管理。

四是加强清查结果与债务管理有

效衔接。对于由企业举债形成的公共

基础设施，相关债务已经由政府承担

的，要求应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进

行备查登记，按规定纳入养护管理，

相关单位和企业应按照已制定的资产

权属确认、移交及使用管养处置方案，

有序推进相关资产剥离移交。

责任编辑  李艳芝

山东高密 : 攻坚挖潜 稳定财政基本盘

撷英集萃

针对复杂经济形势，山东省高密市财政局坚持刀
刃向内，实施“一打两清”专项行动攻坚挖潜，千方百
计保证财政平稳运行。一是改革追缴方式，“一打两
清”激活三级经济。围绕盘活政府沉淀资金，优化金融
生态环境，打响诚信立市品牌，组织开展“一打两清”
专项行动，激活市、镇、村三级经济。开展“增信贷、
降不良、打逃债、树诚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逃废金
融债务行为。开展“两清”行动，清理城区闲置土地和
农村宅基地，最大限度挖掘域内存量资源。二是改革
扶持方式，兑现承诺全力服务经济。统筹安排、挤出
资金优先兑付企业优惠政策，将往年欠拨企业优惠政
策 1.8 亿元拨付到企业。落实好各级有关涉企政策，培
植壮大“一龙头、四梁、八柱、九骨干”，实现财政收入
质的提升。落实惠农政策资金 1.01 亿元推进乡村振兴，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动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 11.72 亿元，用于产业园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经
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三是改革增收方式，

统筹协调提高收入质量。落实加强收入征管办法，财
政与税务和非税征收部门、镇街区沟通联系，实施财
源综合管控，形成征管合力。规范和完善“三包三靠”
制度，领导干部深入镇街区、执收部门和重点企业，帮
助用好上级政策，抓好宏观指导和跟踪服务，培植涵
养财源，努力做好收入入库工作。四是改革支出方式，
树牢过紧日子思想。严把预算支出关口，严控临时预
算追加，严格执行公务卡结算制度，大力压缩一般性
支出，积极盘活财政沉淀资金，集中财力保基本、保民
生、保重点，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的高效性。加大项目评
审，确保“三保”及重点项目支出的资金需求。五是改
革化债方式，减轻债务负担严防风险。加强对风险源
头管控，用好预算约束手段，严格项目审核，严禁以新
增债务方式上新项目。全面清理核实存量债务，制定
化解方案，实施动态监测，定期排查风险隐患，多渠道
筹措偿债资金有效化解存量债务。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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