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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打造“透明财政”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7月9日  宁新路 

编者按：近年来，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财政拨款、花钱、管钱更为规范和透明了。各

单位该花多少钱，财政部门说了不算，预算和制度说了算。这一变化，反映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

深度和效果。 

有人说，财政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等财政改革，“革”的既是预算单位的

“命”，又是财政自己的“命”，事实的确如此。几年来，财政部打造透明公共财政，使拨款、花

钱有了“铁”规矩，资金管理走向规范化，较大程度地杜绝了资金浪费。 

“中转”变“直达”筑起制度屏障 

长期以来，财政性资金缴库和拨付都要通过有关部门自行设置的账户“中转”，使资金管理链

条过长,漏洞较多。补漏洞，成为财政部门近年来迫在眉睫的大事。 

从2001年起,财政部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自己首当其冲作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

上,不断扩大改革范围，加大改革力度。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按照中央的管理模式,积极开展了国库

集中收付改革。 

到2006年，中央部门所属6100多个基层预算单位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纳入改革的预算资

金达4600多亿元；地方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本级、270多个地市、1000多个县

（区）、超过16万个基层预算单位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2006年通过中央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

统实现收入579亿元，超出了上年收入的3.7倍。同时，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中央专项资金纳入国库

集中支付管理，在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支付管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全面加强专项资金管理

奠定了基础。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使财政资金由“中转”变“直达”，财政资金的收缴、使用和投向更

加透明，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从制度上筑起了滋生腐败的屏障，建立起了新型财政资金运转机

制，基本形成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相结合的动态监控机制；增强了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意识和管理

能力，转变了“重分配、轻管理”的传统财务管理观念，使财务管理水平比以往有了根本性的提

高。 

“阳光下的交易”规范采购行为 

2003年以来，财政部依据政府采购法不断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将财政管理从预算资金分配

环节延伸到了支出使用环节，努力把采购活动变成“阳光下的交易”。 



四大管理机制的建立,有效地保证了政府采购行为的公开、公平、公正。 

近年来财政部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先后制定了涉及政府采购程序、信息发布、评审专家管

理、代理机构资格认定、集中采购机构考核、投诉处理等各环节的制度规定，对采购过程中容易发

生问题的环节，弥补制度缺失的漏洞，为规范管理、增强采购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供了有力保障。 

政府采购法的有效落实，使政府采购范围不断扩大。到目前，政府采购种类和项目已增加到专

项拨款、公共工程，以及中小学教材等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数十个项目，采购范围涵盖了货物、工

程和服务三大类。随着范围的扩大，政府采购量不断增长，2002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仅为1009.6亿

元，2006年超过3500亿元。 

政府采购行为的不断规范，使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明显提高。据统计，近五年来平均每年采购资

金节约率达到11%，累计节约资金1360亿元。 

全方位监督体系的形成，使供应商权益得到保障。政府采购法促进了监督体系的成熟。到目

前，全国各地政府采购部门分别建立起了财政监督、审计和监察部门专业监督、国务院有关部门的

行业监督、社会监督等多个层次的政府采购监督制约机制，有力地维护了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和政府采购市场的正常秩序。 

新机制堵住了漏钱的窟窿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政府非税收入规模超过1万亿元。这笔收入收不到国库既是巨大浪费,

也是出现腐败的漏洞。近年来，财政部党组把加强“收支两条线”为内容的改革作为规范财政管

理、做大财政收入蛋糕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建立起了资金管理的新

机制，堵住了财政资金体外循环的窟窿。 

财政部推行“收支两条线”改革的着力点很明确：该收的一分钱不能漏，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

能支。从2002年起，改革围绕五大重点先后推开。 

全面清理和取消乱收费，规范收费基金管理。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涉及企业和农民负担的收

费、交通和车辆收费、住房建设收费、行政许可和审批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进行了专项治理，共取

消不合法、不合理收费基金2159项。在治理的同时，建立健全了收费基金审批制度、公示制度、年

度稽查制度和票据管理制度，并加大监督处罚力度，使收费“三乱”问题得到有效治理，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将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预算管理，增强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整性。近年来，财政部共分5批将289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财政预算管理。到目前，中央审批的收费项目约90%已纳入预算管理，政府

性基金已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同时，依法新审批的收费基金也全部纳入了预算管理，使原来由部门

和单位自行支配的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有效解决了大量财政资金体外循环问

题，增强了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整性。 

完善预算制度，实行“收支脱钩”管理。通过对中央部门和单位实行“收支脱钩”管理，使政

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到了中央国库或者财政专户。支出纳入了部门预算管理，实现了既能保障部门

和单位履行职能的正常经费需要，又堵住了不合理的开支漏洞。 



改变征管方式，实行“收缴分离”。2002年以来，财政部在中央部门和单位进行了政府非税收

入收缴改革试点，目前已有70多个部门纳入改革范围。 

清理整顿银行账户，规范账户设置。对行政事业单位的银行账户的全面清理整顿，建立健全了

开立银行账户的财政审批、备案和年检制度，从而实现了对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的全面监控。 

“收支两条线”改革的有力推进，使财政资金管理实现“三大效应”：银行账户设置规范化，

堵住了一些部门自己收费自己花的漏洞；部门和单位自行支配的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

理，增强了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整性；“收支脱钩”管理的实现，既保障了部门和单位履行职能的正

常需要，又堵住了部门不合理开支。 

 

    文章来源：中国财经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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