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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基本原理 财务行政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7至18世纪，受重商主义的影响，德国的官房学派就

开始以国库行政为中心，探讨租税征收和费用管理的方法

。19世纪德国学者史坦因在其所著《行政学》一书中，从行

政及法律的角度论述了政府财政收支及其管理方法。20世纪

初，美国行政学家怀特和魏劳毕又相继在各自所著的行政学

教材中对财务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从此，财务行政成为公

共行政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所谓财务，泛指机关、企业

和团体等单位中有关财产和资金方面的事务；行政，管理也

。财务行政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财务行政是指整个国

家财政收支的分配、调节和控制，包括预算、会计、决算和

审计的全过程，并有专门机关负责管理和监督。狭义的财务

行政是指国家机关、党派、团体为完成其本身的工作任务所

需要的国家预算资金，在领拨、分配、使用等过程中所发生

的经济业务，也就是对行政经费进行领拨、使用、管理和监

督的活动。财务行政管理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预

算是财务行政管理的首要一环，是政府在一定期间财政收支

的计划，起着规划和统制作用；会计与决算是政府资金运动

的真实记录和总结，起着记录和总结作用；审计是对政府的

财务状况、绩效水平的审查、分析，起着监督和反馈的作用

。此外，现代社会的政府财务管理实行了采购制度，这一制

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有效的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对于改



进财务行政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认识，本章选编的相

关案例材料，涉及以下四个重点问题： ①完善预算编制方法

，规范预算管理制度； ②建立科学的政府会计体系和财务报

告制度，全面反映政府的资金状况； ③加大审计力度，加强

对政府活动的效果和责任的监督； ④强化公共支出管理，推

进政府采购制度建设。 部门预算改革：湖北省武汉市的经验 

材料正文 自2000年起，湖北省武汉市开始推行部门预算改革

，在遵循中央部门预算改革基本原则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大胆实践，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预算编制做法和经

验。 1．“统一”先行 2000年以前，武汉市采取的是传统的

收入按类别、支出和按功能的预算编制方法，编制范围也仅

限于财政预算内的资金收支预算。这不仅使预算编制无法反

映部门收支的全貌，而且导致财政资金在实际分配中出现层

层切块、层层分配、层层留机动等问题。同其他省市一样，

武汉市财政局也采取一个处室管理一个或几个预算支出科目

的“分块”管理模式，部门的预算资金来源渠道五花八门，

各处室间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没有一个处室能准确掌

握一个部门全部的预算资金情况。预算管理工作十分被动，

矛盾日益突出。 为彻底克服这些弊端，武汉市财政局在部门

预算改革中决定首先实行三个“统一”战略。 ①“统一”预

算编制，即在部门预算中涵盖部门和单位的所有收入和支出

，不仅包括财政预算内资金收支，还包括各项预算外资金收

支、经营收支以及其他收支。按照“大收入、大支出”的原

则，做到“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②市直98个单位全部按规

定“统一”编制部门预算。2000年首先在四个部门的五个单

位进行试点改革，2002年扩大到市直全部98个一级部门及其



下属财政供给的单位，做到了市直预算管理单位的“统一”

。 ③“统一”财政局内部组织机构。2001年武汉市市直机关

进行机构改革，原来的115个一级预算部门减为98个。抓住这

一机遇，市财政局对其内部机构设置和职责进行了重新设计

，明确由预算处负责组织、指导、审核、批复部门预算，各

相关处室负责归口部门的预算编制的指导、审核工作。 2．

着眼“细化” 武汉市把“细化”作为部门预算改革的突破口

，要求预算编制不仅要细化到各部门、各单位，而且要细化

到具体项目，即将部门预算支出分为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

出预算两部分，并遵循“人员经费按标准、公用经费按定额

、专项经费按财力”的原则。对于基本支出预算这部分，其

中的人员经费按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和离退

休人数核定；工资构成和工资、津补贴标准按国家和省、市

规定的发放范围和标准计算。而一般公用经费则按照各行政

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作量等实际情况，将各行政单位划分为

“三类五档”，分别确认定额标准。对于项目预算这部分，

一是将基本建设支出、科技三项费用、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教育费附加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二是建立市级行政事业性

专项支出项目库。预算单位根据需求的轻重缓急将项目排序

纳入项目备选库，由市财政局内部各业务主管处室根据资金

情况和投放重点，对项目进行筛选，纳入项目预算库。 3．

完善“流程” 武汉市在部门预算改革中始终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规定的“两上两下”的预算编制流程(以2002年预算编制程序

为例)。 (1)“一上” 在2001年6月中旬召开部署会议，下发通

知、表格，并开展对有关人员的培训后，由部门向所属单位



布置预算编制工作。7月底以前，由部门对单位预算建议数进

行审核汇总一并上报市财政局。 (2)“一下” 预算处根据全市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工商税务部门确定的市级财政收入计划

，结合各处室提出的支出需求进行综合平衡后，提出2002年

市本级财政预算收支建议数及指标具体分配意见，经局党组

同意后送市政府审定。预算处再按市里确定的预算收支计划

以及预算分配原则和口径向有关处室下达支出切块指标。有

关处室据此指标于10月底以前向各部门下达预算支出指标控

制数。 (3)“二上” 部门按市财政局下达的预算支出控制指标

，调整本部门预算收支建议数，于11月20日前将本部门预算

草案报送市财政局。12月上旬，财政局按要求将2002年市本

级财政预算草案以及25个部门的预算报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审

查。 (4)“二下” 市人代会批准预算后，财政局在一个月内将

预算批复到各一级部门，各一级部门在15日以内批复到下属

单位。 4．立“法”促监督 在推行部门预算改革的过程中，

武汉市人大财经委做了大量细致而深入的工作。2000年初人

代会期间，财经委积极与市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就制定

《武汉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达成共识，不久，《关于提请

审议{武汉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草案))的议案》经市常委会二

审予以通过，并获省人大常委会及财经委批准开始实施。《

条例》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财经委对市本级预算

草案初步审查的时间、内容、方式和程序；明确了常委会监

督本级预算执行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其中将预算执行中的

部分变更也纳入了监督范围；在法律责任方面，有针对性地

解决预算监督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