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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完善财会监督
管理机制的几点做法

出问题，梳理列出负面清单，制定印

发《关于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财会监督

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2020]17 号），从

严格落实国家“放管服”等重大政策

部署，严格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

求，严格公务用车、因公出国（境）、

会议和培训、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津

贴补贴管理，严格预算编制和执行管

理，严格规范支付管理，严格政府采

购和招投标管理，严格外协项目管理，

严格资产管理，严格资金监管，严格

备用金管理，严格执行集体决策制度，

认真抓好纪检监察、巡视、审计指出

相关问题的整改等 16 个方面，明确了

81 项“不得”要求。

（二）开展风险检查，提高财务风

险防范意识

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开展财务和

廉政风险防控专项审计或监督检查，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以问题为导

向，通过加强财务制度、内部控制及

财会监督管理机制建设等工作，完善

财会监督制度体系，努力提升财务管

理能力和水平。

一、主要做法

（一）严肃财经纪律，健全财会监

督制度建设 

为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和资产管理

规范安全高效，严防和遏制违纪违规

行为，自然资源部自组建以来，着力

建立完善财会监督的制度机制。主要

措施包括 ：2019 年，为全面规范财务

行为，明确财会监督要求，印发了《关

于严肃财经纪律 加强财务资产管理

的意见》（自然资发 [2019]55 号），明确

了财务管理责任机制 ；2020 年，针对

财会监督中多发易发、屡查屡犯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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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单位细化制度要求，完善制衡和

监督管理机制，提高财务风险管理水

平，及时发现并解决风险隐患，确保

财政资金和资产管理安全有序和高

效。2019 年，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了

财务制度执行情况大检查，共派出 10

个检查组赴各单位实地开展检查。按

照部领导“财务大检查要以查处问题

为主，消除漏洞和隐患”的批示要求，

紧盯突出问题、薄弱环节，重点检查

2016 年至 2018 年间各单位经济活动审

批程序和工作流程是否制衡有力 ；合

同管理审批权限是否严格 ；备用金和

大额资金支出审批权限是否严格 ；不

相容岗位是否相互分离，出纳会计等

岗位设置是否合理 ；资金资产管理制

度、监督机制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

管理责任是否落实等。大检查结束后，

随即给各单位下发问题清单，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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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大的内容设置相应的绩效指标，

如该项目主要预算用于购买设备，应

选取“设备购置数量”等指标。其次应

与项目重点内容相匹配，如项目主要

任务是人才队伍建设，则需设置“医

护人员专业水平”“医护人员流失率”

等人才建设相关指标。确定所选核心

绩效指标后，再根据重要程度合理赋

值。在此过程中，要参考国家有关部

门或权威机构发布的行业标准 ；参照

单位内部标准，如单位年度计划目标、

年度预算目标、历年数据水平等 ；不

能按照前两种方法确定的，可根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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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类似项目历史经验值等确定。

3. 核心绩效指标的补充完善。

由于项目类型种类繁多，存在现

有核心绩效指标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的

情况，可结合项目自身特点、工作任

务和行业标准等，添加并填写其他适

用的指标。随着项目支出的内容和范

围的不断扩大，应定期完善核心绩效

指标，明确核心绩效指标新增、调整、

撤销等相关要求，实现动态管理与维

护，提高核心绩效指标的灵活性。
（作者单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  北京华盛中天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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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问题清单逐项分析、认真整改，同

时要求举一反三，进一步健全内部管

理制度，落实制衡机制，夯实责任，建

立防范问题的长效机制，切实提升监

督管理水平。

（三）健全内部控制，强化风险防

控机制建设

内部控制是保障组织权力规范有

序、科学高效运行的有效手段，也是

组织目标实现的长效保障机制。近年

来，为推进内部控制制度落地生效，

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了《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研究，同时，

为指导和推动部属各单位建立行之有

效的内部风险防控体系，研究出台了

针对部属单位业务特点的《内部控制

体系建设指引手册》。此外，围绕部属

各类行政事业单位重要经济活动领域

的业务事项风险点和内控措施开展调

查和研究，并基于理论分析、实践总

结、调研成果，编写了涵盖单位层面

内部控制、业务层面内部控制（包括

预算业务、收支业务、合同管理业务、

资产业务、建设项目业务、政府采购

业务、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建设、财政

资金共 9 大业务）的《自然资源部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应用指引手册（试

行）》，并于 2020 年 7 月正式印发部属

各单位执行，为部属单位建立规范有

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制定本单位《内

部控制手册》起到了指导作用。

（四）建立协同机制，严格违法行

为责任追究

对于内部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

的问题，一是建立财务资产部门监管、

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协同机制，对于

违反上述 81 个“不得”要求以及其他

违反财经法规的行为，依法依规依纪

严肃查处，对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

二是各单位落实管理责任，对于明知

故犯、失职渎职等问题严肃追究责任，

对于涉嫌违法违纪的问题线索，要按

规定及时移送纪检监察部门。三是建

立通报制度，对履行财务资产管理职

责不到位、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以及

审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等及时通报。

对于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实施“一

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和存在失职

渎职行为的相关人员责任，也追究单

位相关负责人的领导责任。通过强化

问责，层层传导压力，不断规范内部

管理。

二、进一步完善财会监督的几点

建议

（一）加强信息公开，拓展监督渠道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对

权力最好的监督。应建立健全经济活

动相关信息内部公开制度，提高信息

公开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规范性。可

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内网、

办公自动化系统等信息平台，将重大

事项决策情况，项目申报及预算执行

情况、预算绩效自评情况、成果情况，

对外委托业务费、咨询劳务费、资产

设备占用费、“三公”经费、会议费等

重点经费支出情况、项目预算绩效自

评情况、项目成果情况等事项进行公

开，并规范信息公开流程、拓宽信息

公开渠道、创新信息公开方式、扩大

信息公开覆盖面，不断提高财务管理

透明度。

（二）以信息化为助力，丰富财会

监督手段

信息化是财务管理制度实施与落

地的重要途径，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人为因素影响，提高和改善管理效率

与效果，实现财务管理的程序化与常

态化。各单位要善于学习和应用互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手段，

将其科学运用于财务管理、风险控制、

监督预警等方面 ：可通过创建信息化

财务工作模式，提升管理信息化水平

和风险管控能力 ；综合运用财务信息

系统推进预决算、会计核算、财务管

理等信息的衔接，进而加强财会监督；

对于重点支出、大额支出要确保在线

运行、在线监控。

（三）全面实施内部控制，认真落

实管控措施

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

查弱项，系统梳理本单位经济管理中

的风险点，根据业务工作特点梳理规

范业务流程，细化管控措施，修订完

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适合

单位管理实际的内控体系。特别是对

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和管理风险，要

重点研究，定期评估，明确管控措施，

落实管理责任，规范审批程序和工作

流程，以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水平。

同时，各单位要建立本单位内部控制

考核评价制度，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内

部控制制度设计和执行情况考评，以

促进提升单位内部治理水平。

（四）定期开展内部审计，构建良

好运行环境

建立内部审计工作机制，定期对

所属单位开展内部审计，主要应围绕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除财务资金资产

管理相关情况外，要加大对单位履行

职责、“三重一大”决策情况等方面的

监督审查力度 ；二是要突出重点，加

大对重大违法违纪问题、重大损失浪

费、重大违规决策、重大绩效内容等

问题的揭示力度 ；三是要深入审查外

协项目、招投标、对外投资、应收账款

管理、“三公”经费、津补贴发放等问

题。同时，对资产资金规模较大的单

位要每年必审，建立问题台账，将管

理薄弱、问题较多的单位先期纳入检

查范围，提高财会监督的针对性和时

效性，及时发现和防范管理风险，倒

逼出台刚性制度，形成可持续的财会

监督机制。
（作者单位 ：自然资源部财务与资金

运用司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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