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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党建工作与研究

资产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财政预算管理的重要基础性

环节。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是以项目

管理为主线，将前期谋划、项目储备、

预算编制、项目实施、项目信息变更、

项目结束和终止、会计核算等各个环

节有序串联起来，形成完整清晰、可

追踪、可回溯的预算管理信息链条，

反映项目预算管理全过程，从而实现

对预算管理全流程的动态反映和有

效控制。而项目管理的终端再进行延

伸，则到达了资产端，从而形成完整

的管理闭环。突出资产从配置到处置

的闭环管理要求，构建预算—项目—

资产—收入—预算的循环模式，这既

是对各地预算管理提出的新要求，也

是对一体化系统提出的新功能需求。

因此，在一体化系统中嵌入资产管理

模块，其目标是抓住资产配置、使用、

处置、收入等重点环节，实现资产配

置、资产使用、资产处置的规范化、流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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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化、标准化管理，最终实现对行政

事业资产的全程监管。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资产管理模

块的建设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总体

思路为 ：构建主体框架，再逐步丰富

完善具体功能。首先实现预算编制、

执行、决算的一体化，再逐步与工资

管理、资产管理、决算与报告管理等

其他业务流程相衔接。按照财政部要

求，从 2022 年 1 月起，各级政府会计

主体必须将本单位发生的各项经济业

务或事项，纳入一体化会计核算系统

管理，确保会计信息全面记录和反映

预算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状

况、运行情况、现金流量等。目前，贵

州已进入上线试运行阶段，各级预算

管理单位已启用系统，作为预算管理

重要基础性环节的资产管理模块也已

经上线试用。

系统建设过程的风险识别及风险

分析

（一）风险识别。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及资产管理模块的建设属于典型

的项目建设或实施，因而具有项目的

特点，也面临着项目实施风险。主要

是项目面临的内部风险多，主要风险

因素来自于组织实施过程。

一是项目范围和目标风险。作为

具有一定专业性的信息系统，一体化

系统具有明确的目标性，解决的是特

定的问题，实现的是明确的功能，但

需求方与系统开发商之间对系统希望

实现的目标和完成的功能认识是不同

的，从目前的系统实施过程来看，双

方对项目范围和项目目标认识还存在

一定的偏差。这也是项目实施中面临

的最大风险。

二是工期风险。由于政府机关部

门工作的特殊性和财政部门管理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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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性的要求，项目对于工期要求十

分严格，各个里程碑事件都必须按照

进度实施完成，否则项目上线投用延

迟造成的损失将无法估量。

三是系统集成风险。由于一体化

系统涉及多个模块共同开发，存在一

定的系统集成风险。各个模块对应的

业务部门往往只关注自身需求，这就

要求系统开发应充分考虑后期系统集

成的规划，相互之间数据通信的可能，

否则将会造成各模块虽然能够独立运

行，但模块之间的搭接不畅，形成信

息孤岛。

四是组织管理风险。本项目实质

上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工程，涉及

大量的业务梳理、软件开发，需要整

合多个业务部门的资源，因此需要强

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保障项目推进。

此外，在保证系统功能齐全、解

决实际需求的基础上，系统最终需要

的是各层次、各角色的工作人员能够

掌握系统、应用系统，必须有针对性、

有计划性地开展培训，让各级财政系

统人员、预算单位财务人员以及各级

预算管理单位接受新的工作模式和工

作方式，最终实现系统的正常运转。

（二）风险分析。资产管理模块目

标是抓住资产配置、使用、处置、收入

等重点环节，基本实现对行政事业资

产的全程监管，构建全程监管体系。

资产管理等工作开展的依据是预算法

及其实施条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条例》等相关规定，其对资产管理等财

政业务制定了全面、规范、标准的政

策及流程，是一套政策性的工作制度。

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各业务模块是依

托《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来开展系统建设工作。一体化

系统的开发与建设在具体实施细节上

尚不能完全满足资产管理工作需求。

从试运行情况看，系统主要是解决资

金从项目到指标、到支付、到记账的

过程，但涉及管理控制、数据查询、对

账机制等功能开发进度与实际需求还

存在差异，不能完全适应资产管理的

需要。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

一是在业务流程方面操作流程较

为繁琐，业务配置固化，灵活性较差。

资产配置预算审核工作量大，各类通

用办公设备及家具的可配置量与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相关数据不能

衔接，人工审核工作量大。

二是系统功能设置精细化程度不

高，系统控制规则较少。使用过程中

需要大量人力进行甄别、处理。预算

编制中涉及的资产配置，在一体化系

统中是以项目为审核单元进行推送审

核，但资产配置的审核是以单位为审

核单元，对于多个项目配置资产累计

数超过单位的可配置量，系统无控制

无提示。实际操作中，因系统不便利

或查询功能欠缺等原因导致了工作量

加大。

三是报表查询和对账数据查询分

析功能不完善。系统缺乏对账机制和

模块，自带的查询数据功能只能单条

查询某几条数据的明细情况，如果需

要汇总某一个要素的总数则会产生偏

差，原因可能是筛选条件或者要素变

动导致，目前尚未解决。因此，涉及某

个维度的数据汇总数需要大量人工处

理后才能生成可用数据，导致工作量

反而加大。

四是项目库模块方面，存在数据

显示不完整或查询、使用功能不便利

的情况。项目库项目明细导出表不能

体现资产存量数、项目概况、政策依

据等信息，需要逐条点开才能查看，

导致点击量激增，降低了工作效率。

对策与建议

（一）重点梳理自身业务与《规范》

的不同，以现有的系统和业务流程为

基础，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研究提出

统一的业务管理流程，确保流程的准

确性和可用性。

（二）加大业务培训和操作培训力

度，结合工作实际采取线上线下同步

的方式，邀请财政系统、运维实施团

队的专家，重点从《规范》、系统技术

标准以及实操能力方面，对各级财政

系统人员和预算单位财务人员开展常

态化培训，提升一体化各个应用场景

操作人员的操作能力，进一步提高财

政业务处理水平。

（三）强化技术保障力量。督促实

施公司技术团队进一步强化服务，发

挥技术优势，及时帮助各地各单位解

决各类系统问题、故障。在个性化定

制、二次开发、功能完善、报表输出、

运行维护等方面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

问题。协调各部门、各单位根据试用

情况反馈系统需求，提高工作效率和

体验感。

（四）通过研究确定业务规程和明

确项目管理体系，构建顺向相互支撑、

有效制衡和逆向真实反馈、有效监控

的管理闭环。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实现

各个系统模块功能之间的相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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