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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在财政透明度评估方面包含了《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中
国省级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评估》、《中国政府部门预算透明度评估》三个分报告。
在《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中，项目组对原调查提纲进行了局部微调；在《中国省级行政收支及
相关信息透明度评估》中，项目组沿用了2011年的调查提纲；在《中国政府部门预算透明度评估》中
，项目组依据的是2012年新设计的调查提纲。
依据三份调查提纲，项目组通过信息公开申请、网络及出版物等搜集相关信息。
在搜集及统计信息的基础上，项目组按照事先设定的评分标准，分别对省级财政、省级行政收支、政
府部门预算进行了透明度评分，并按照评分的高低进行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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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4.1 评论 中国从没有部门预算到编制部门预算，再到公布部门预算，是中国信息
公开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2000年开始部门预算改革前，中国没有真正的部门预算。
当时的预算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 只对财政预算内资金编制预算，而当时已大量存在的预算
外资金、各种基金、各项事业收入，基本上仍由单位自行安排，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之外。
 财政预算内资金只按功能编制预算，即按照资金的用途编制资金使用计划，而没有经济分类预算。
而且即使是功能预算，也只在政府这一层面上编制，即只有功能分类的政府预算，而没有部门意义上
的功能预算。
 在政府层面上，按照政府职能将公共资金分配到各种用途上。
这些用途体现了政府的活动及其活动结果：向社会提供了哪些产品和服务。
将这些产品和服务按照详细程度划分为不同级次的预算科目，即“类”、“款，，和“项”。
“在传统的功能预算编制模式下，在财政部门内部，预算司编制的是按（政府）功能设定的中央本级
的预算，各职能司编制的是各自分管经费的预算，预算仅停留在类、款级功能的层次（而各预算资金
使用部门则无需编制本部门预算——笔者加）。
报送全国人大的中央预算草案也是按功能汇总的，其预算口径不直接对应于预算部门，且同一个科目
涉及多个部门，不仅外行看不明白，内行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因此，人大根本无法从中央预算草案中看出经费预算与中央（各）部门工作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无从
发挥监督作用。
” 这种没有部门预算的传统功能预算管理方式，严重违反了公共预算的原则，即公共预算必须同时从
三个角度编制：部门预算、功能预算和经济预算。
少了任何一类预算，公众及其代表都无法了解预算，更无法监督预算执行。
这样的预算根本不具备现代预算的三大职能：计划、控制、管理。
 事实上，这种功能预算管理方式也给我国的公共资金管理带来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大量预算之外的公
共资金任由各部门自由处置，由此导致贪污腐败盛行以及反复出现的政府投资规模失控及经济过热、
公共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或无效率等问题。
这些问题已成为危害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增长的重要因素。
 为此，审计署在1999年严肃指出中央财政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预算编制工作提出以下改进要
求：“要严格执行预算法，及时批复预算”；“要细化报送全国人大审查批准的预算草案内容，增加
透明度”；“报送内容应增加对中央各部门支出、中央补助各地方的支出和重点项目的支出等”。
财政部在广泛征求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改进2000年中央预算编制的意见》，自此，中国
部门预算改革启动。
 部门预算改革要求各政府部门每年都要编制自己部门的预算，做到一个部门一本预算、一本账。
经过数年改革，目前我国的部门预算编制从内容到形式已臻于完善。
这一成果也可从我们对中央部委的部门预算评估中反映出来。
在我们的评估中，虽然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部委得到满分，但评估的12条标准，除了预算要点（只占2.5
分）之外，其他信息从不同部委的预算中都可以找到。
2010年和2011年所公开的中央部委预算中虽然没有预算支出的经济分类信息，但环保部2009年公开的
预算中显示了本级及其次级单位的经济分类信息，且详细到“项”。
这说明经过短短几年的部门预算改革，我国的部门预算编制已相当规范，且已达到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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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2012)》在财政透明度评估方面包含了《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中国
省级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评估》、《中国政府部门预算透明度评估》三个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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