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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一体化

江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上线
江西省财政厅｜周县来  廖乐逵  万丽红

2021 年 9 月 27 日 12 点 41 分，江

西省宜春市宜阳新区在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中完成了首笔支付业务，作为

最后一个上线的县级预算单位，其成

功上线标志着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在

江西 142 个行政区划、近 3 万个预算

单位正式建成并全面上线运行，由此，

江西省预算管理改革跨入新时代。

一体化建设实现 “三个统一”

根据财政部统一部署，对照财政

部统一制定的制度规范、工作流程与

信息系统建设总体要求，江西按照预

算管理一体化理念，将预算编制、预

算执行、决算和财务报告等各个业务

环节按一个整体进行整合规范，建设

贯通各级政府的财政 “云平台”。全省

预算一体化建设总体特点体现在“三

个统一”。

一是统一业务流程。将过去五花

八门、各式各样的财政业务操作办法

进行统一设计，重塑成一个统一的业

务规范和操作流程。全省各级财政部

门、各级预算单位按照统一的业务规

范和操作流程，办理预算管理各项业

务，实现预算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程

序化，形成资金从预算安排源头到使

用末端全过程的管理闭环，实现政府

预算、部门预算、单位预算之间以及

上下级预算之间各业务环节无缝衔接

和有效控制。

二是统一技术标准。制定一体化

系统的统一标准，将过去分散在各层

级、各业务部门、各预算单位众多繁

杂、各自独立的软件系统，按照统一

的技术标准进行整合，同时还要将债

务、资产、绩效、政府采购等相关业务

系统深度融入，打造全省统一的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解决纵向上财政各

项数据难以追踪和汇总，横向上业务

衔接不畅、信息共享不充分等问题。

三是统一操作平台。采取省级数

据大集中的管理模式，对标统一的业

务规范和技术标准，搭建一个全省统

一的预算管理业务操作平台，全省各

级财政部门、各级预算单位统一通过

该平台办理财政预算管理各项业务。

同时，将分散在不同级次财政部门管

理的数据集中在省级统一管理，打破

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联共享，提

升对数据的管理和分析运用能力，为

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制定政策措施提

供参考。

一体化流程实现“三个变化”

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

只是业务流程和技术标准的集中统

一，不改变单位的预算执行主体地位

和责任，也不改变预算单位资金使用

权、财务管理权和会计核算权。在项

目申报和资金使用管理保持基本不变

的基础上，一体化建设促进预算管理

进一步提质增效。

一是管理理念更为先进。以系统

理念推进建设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全流程整合预算管理各环节业务规范，

重塑统一的业务流程，并用现代信息

技术将业务规则嵌入系统，通过系统

管控预算管理全流程，实现制度规范

与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确保预算管

理制度和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落实。

二是项目申报更为规范。单位项

目谋划要更早。对于需要财政资金安

排的项目，预算单位需要提前谋划，

履行前期论证、评审、立项等必要程

序才能入库。项目必须进入财政项目

库。坚持“先有项目后有预算”“资金

跟着项目走”的理念，所有预算安排

必须从项目库选取项目，未入库的项

目不得安排预算，杜绝预算安排的随

意性。入库项目要有绩效。为提高入

库项目预算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单位

对所有入库的项目必须科学编制绩效

目标，按规定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和项

目预算评审。

三 是 资 金 使 用 更 为 快 捷。用 款

更便捷。一体化实行全流程电子化管

理，取消了用款计划编制，合并了支

付方式，预算单位根据财政部门下达

的预算指标和实际需要，足不出户即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CHINA  STATE  FINANCE
2022.03半月刊  [ 总第848期 ]

49

可全天候办理用款业务，实现“人不

跑腿、数据跑路”。单位自主权更大。

预算单位在资金使用过程中，需要调

整资金用途等事项的，可以通过系统

进行线上调整，不需再现场办理。对

年终结余结转资金自动收回。通过系

统设置，年终系统会自动计算各单位

结转结余资金，除科研项目资金外，

不需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自动收回

财政部门，提升了工作效率。

一体化监管实现了“三个强化”

预算一体化实现了数据全省大集

中，获取数据更快、更准、更全，所有

业务流程可追踪、可追溯、可约束。虽

然简化了资金申报使用的流程，但对

资金监管的力度更大，信息化程度更

高，为资金的使用管理设定了电子安

全线、警戒线。

一是强化了系统约束控制。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贯穿了预算编制、预

算执行、决算和报告等管理环节，一

环扣一环，环环相扣，自动记录指标

分解、下达、调整、执行和结转结余全

过程，实现预算资金全链条清晰可查、

全流程可追踪和控制，真正实现无预

算不支出的约束控制。

二是强化了绩效目标管理。项目

库对预算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各部门、各单位应结合部门事业发展

规划提前研究谋划项目，常态化开展

项目申报和评审论证，实施绩效目标

管理，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的项目

不得纳入项目库。新出台重大政策对

应的项目还需要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三是强化了资金动态监控。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通过信息网络等电子

化手段，实时动态监控预算管理的全

过程，实行了事前、事中监控和事后

跟踪反馈，对发现的违规问题及时纠

正处理，防止财政资金滥用行为，建

立资金监管长效机制，确保了财政资

金使用效果。

一体化部署实现了“三个高度”

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不仅是财政

管理信息手段的革新，更是全面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有力支撑。按照

财政部的统一部署，江西克服时间紧、

任务重和统筹疫情防控等实际困难，

坚持全省一盘棋，成立专班，挂图作

战，倒排工期，压茬推进，确保全省预

算一体化系统建设和上线如期完成。

一是高站位部署推动。江西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和分管领

导多次听取汇报，并作出指示批示。

省财政厅专门成立工作机构，实行每

周例会，向每个地市派出工作组督促

指导，定期调度反馈工作进度。各级

财政部门“一把手”亲自挂帅、负总责，

落实“专人、专岗、专责”，层层传导

压力、压实责任，推进工作落实。

二是高标准组织实施。对标对表

财政部的统一规范和技术标准，组织

省、市、县各级财政骨干力量 40 余人，

历时 3 个月，制定全省统一的预算管

理一体化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集中

技术开发人员 170 余人，开展系统研

发、测试等工作。组织召开全省视频

会议进行部署，提出工作目标，明确

工作要求。在完成软件研发、测试、

试点的基础上，稳妥有序推进，确保

2021 年 9 月底在全省全面上线。

三是高强度宣传培训。印发致预

算单位的一封信，向预算单位宣传一

体化建设的意义、目的和工作要求，

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召开专

题新闻发布会，进一步加大宣传阐释

力度，为全面上线营造良好氛围。加

大培训力度，先后举办 7 期财政系统、

12 期省直单位实操培训班，累计培训

人员超过 4500 人次，确保基层财政部

门和预算单位熟练掌握实操流程和管

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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