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014年10月9日 星期四 编辑：吴璠 校对：程予辉 组版：徐凌凌
新闻聚焦06

相关链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预算法修正案1个月后，国务院
8日发布《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标志着新一轮财税体制改
革的“先行军”——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目前，我国由一般公共财
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组成的政府预算体系涉及财政资
金近20万亿元。如何改革完善预
算管理，用制度架起规范政府收
支行为的“高压线”，关系庞大国
家财政资金的安全和百姓福祉。

核
心
提
示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被称为新一
轮财税改革的“开头炮”，那么新一轮财税
改革“路线图”究竟什么样？

今年6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后，
各界一直期盼能尽早公布总体方案内容。

目前看，新一轮财税改革将会分步推
进，主要包括三大任务：改进预算管理制
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
相适应的制度。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这三大任务
是有逻辑关系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基

础，要先行；收入划分改革需在相关税种
税制改革基本完成后进行；而建立事权与
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需要量化指标并
形成有共识的方案。

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任务重、难
度大、时间紧。从“时间表”上看，今明两年
是关键，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得决定性
进展，税制改革在立法、推进方面取得明显
进展，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基本达
成共识，确保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
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

国务院公布深化预算改革方案，打响新一轮财税改革“开头炮”

用制度架起“高压线”
倒逼政府自我革命

预算是公共财政的基石。改革完善预
算管理，建立与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
财政制度，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预算法实施近20年来，我国预算改革
不断迈出新步伐。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现行预算管理制度暴露出一些不符合公共
财政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的问题。

“预算管理和控制方式不够科学，跨年
度预算平衡机制尚未建立；预算体系不够
完善，地方政府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预算

约束力不够，财政收支结构有待优化；财政
结转结余资金规模较大，预算资金使用绩
效不高；预算透明度不够，财经纪律有待加
强……”《决定》列举的一系列问题，凸显深
化预算改革的迫切性。

“预算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政府的自我
革命。”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说，强
化预算约束，建立公开规范的预算制度，有
助于将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倒逼
政府转变职能，更好地执政为民。

尽管从2011年起我国已全面取消预
算外资金，但时至今日各单位形形色色的

“私房钱”“小金库”屡禁不止，成为腐败的
多发地。

“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成为预算改革的
首要任务。《决定》要求明确现行政府预算
体系中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预算4项预算
的收支范围，强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全部

纳入预算管理”。并提出加大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
的统筹力度。

“只有全部收入纳入预算，才能有效
监督政府花钱。”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
白景明说，大力清理游离在预算外的各
种“账外账”，堵住公共资金的“跑冒滴
漏”，才能确保百姓的“纳税钱”更好地
用之于民。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预算公开本
质上是政府行为的透明，是建设阳光政府、
责任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财政
风险的需要。

“除涉密信息外，政府预决算支出全
部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按
经济分类公开政府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

“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都要公
开”……《决定》既强调扩大公开范围，又
对细化公开内容提出具体要求，凸显国家

打造“透明财政”的决心。
《决定》还提出进一步完善基本支出定

额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支出标准在预算编
制和管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并严格机关
运行经费管理。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燕表示，制定政
府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支出定额标准，是
预算编制进一步细化的重要举措，有助于
刹住政府“大手大脚”乱花钱之风，更好地
贯彻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

每年大量趴在账上“打呼噜”的沉睡资金影
响了财政支出效益，如何强化国库资金管理、提高
结转结余资金使用效率，成为预算改革的重点。

《决定》明确，要建立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
理机制，各级政府上一年预算的结转资金，应在
下一年用于结转项目的支出；连续两年未用完
的结转资金，应作为结余资金管理，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的结余资金，应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决定》还提出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转移
支付结构，逐步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提高到
60%以上；中央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
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并大力清理、
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刘剑文说，为避免当年花不完的财政资金
被收回，一些地方政府在年底前突击花钱。加
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优化
转移支付结构，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基金项
目，尤其要看住加重小微企业负担的乱伸的

‘手’。”9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向各种乱
收费现象发出警示，也成为预算改革的重点。

目前，在我国政府收入中税收占大头，但非
税收入数额也不小。典型的非税收入包括行政
事业性收费、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政府性基
金等。如何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制止各种乱收
费现象，备受社会关注。

在强调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的
同时，《决定》明确加强非税管理的改革举措，如
继续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加快建立健全国有资源、国有资产有偿使用制
度和收益共享机制；完善非税收入征缴制度和
监督体系，禁止通过违规调库、乱收费、乱罚款
等手段虚增财政收入。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10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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