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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管理现状
目前陕西气象部门共有二级预算单位１个，

三级预算单位２１个，四级预算单位１００个，预算
全部实现从最基层单位（四级单位）编制，２００２
年陕西气象局开始实行部门预算，采用零基预算
的编制方法和“二上二下”的编制程序，分省、市、
县三级制定了定员定额标准。预算管理水平明显
提高，通过不断完善定额支出标准体系、细化预
算编制、项目绩效考评试点，促进了资金使用效
益提高，提高了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前瞻性和透
明度。
１１预算安排

在综合考虑历年各项收支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本着“量力而行、保证重点、兼顾一般、收
支平衡”的原则，保证重点支出，严格控制一般
性支出。从严从紧编制各项支出预算，把有限的
资金和项目用在事业发展最急需的方面。重点支
持“三站四网”建设和业务技术体制改革方案中
确定的能力建设项目。认真落实和贯彻省局党组
提出的向基层倾斜和向艰苦台站、艰苦地区倾斜
的原则和要求。近几年中央财政对气象事业的投
入不断加大，陕西气象部门的预算经费每年都有
大幅度的增加，市、县气象局公用经费增长幅度
均超过省级经费的增长幅度，市、县级业务经费
增长比例平均在１０％以上。经费安排中还对特别
艰苦的台站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给予倾斜补
助。

制定基本支出定额管理体系，推进基本支出
预算编制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合理化。认真、扎

实、细致的做好预算编制的基础性工作是预算管
理的关键，为此结合人力资源数据库系统，组织
各单位做好人员经费的测算工作，组织省、市、县
各个业务单位对业务经费按照站网和业务内容详
细测算，使预算更好的发挥计财工作的基础保障、
综合协调和决策参谋作用。
１２不断强化预算执行的监督

一是提高各级预算的透明度，省、市气象局
均以文件形式公开分解下属单位预算总额和明
细，公布核算定额标准，接受上级、下级单位的
监督。气象部门作为预算公开试点单位，各级预
算通过多种形势在单位内部公开。二是密切关注
各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通过财务检查及时通报
预算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督，加
强财务支出管理，防止出现重大违规违纪行为。
存在问题
２１对部门预算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大部分单位把预算
工作仅作为财务部门的事情，没有充分认识部门
预算是单位下一年度工作计划的财务体现，其他
职能部门没有参与到部门预算的编制中来，使预
算编制难免出现疏漏。
２２预算编制内容不够全面

部门预算是综合预算，要求单位的各项收入
和支出均应纳入预算管理。目前全省气象部门各
事业单位的中央预算资金、创收收入、地方财政
资金和其他资金都纳入了预算中，但是事业单位
出资开办的经营实体由于按照企业模式运作并单
独财务核算，其收支难以在预算中体现，但本质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６－２４
作者简介：牛小芬（１９７８—），女，陕西宝鸡人，学士，会计师，从事气象财务管理工作。

０５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９（６）



上各项收支都是气象部门内部收支，在部门预算
中应有所反映，并按照统筹集约的原则来管理，以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２３预算定额体系不够完善

（１）近几年中国气象局制定下发的定额标准
由人员经费定额（在职人员）、公用经费定额和业
务经费定额组成。人员经费定额没有包括离退休
人员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是按照离休人员每人
每年２４０００元、退休人员每人每年１５４００元测
算，经过近些年几次调整增加工资，标准明显低
于实际需求。

（２）公用经费定额标准自２００４年制定下达以
来，没有再作调整。近年来（特别是２００７年以
来）物价上涨幅度较大，新的差旅费标准比原来
提高了近４倍，原来的公用经费标准已经难以满
足实际需求。陕西地处西部，经济落后，基层单
位创收能力有限，地方财政困难，弥补事业经费
不足是基层单位面对的一个难题。

（３）预算定员定额管理重要的是“定员”。目
前陕西气象部门人员总体不超编，但各单位情况
不一，个别单位超编严重，而基层台站则缺编的
现象普遍存在。定员定额管理要加强和人事部门
沟通和联系，先要“定员”，然后才能“定额”。在
以编制数核定经费的情况下，单位超编较多势必
造成经费不足，缺编严重则不利于事业发展。
２４部门编制预算时间短，预算批复时间较晚

全省气象部门编制预算跨越三个级次，预算
编制时间每次仅有１０个工作日左右，预算编制要
求做到自下而上，从最基层单位编制难度较大，造
成预算编制缺少缜密的思考，准确性不足，预算
细化难以落实。预算批复到二级单位大约在每年
４月末，全年已过三分之一，三级单位和四级单位
接到批复时间更晚一些，预算批复前各单位预算
执行缺少依据。
对策和建议
３１加大宣传力度，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部门预算改革涉及到各部门利益格局的调整
与财务管理权限的再分配，要转变观念，提高认
识，争取各职能单位的理解和支持。编制预算既
要统筹顾及各单位的主要职能、任务，又要通过

准确合理的预算给予单位实现职能、完成任务的
财力保障。预算管理不仅是计财部门的工作，要
加强预算工作的宣传，调动各有关单位的力量和
智慧，让人事、业务等职能单位广泛参与，形成
预算定员定额管理的良性互动机制，预算定额标
准的定期修订机制，改变预算缺乏效率而少有人
关注的尴尬局面。
３２尽快制定科学合理的预算支出定额标准

制定预算支出定额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要有比较科学合理的业务工作量化指标体系，才
能测算确定单项业务工作的定额标准。例如某项
地面气象观测业务，先要确定每年正常情况观测
次数和要求，再测算耗费的人工，仪器设备的损
耗，再根据现行的有关支出标准或市面平均的开
支水平，测算出经费的需求量。不同的业务项目、
不同的地区，都会影响到支出定额的水平，需要
大量的分类、测算、汇总，最终形成气象业务支
出的定额体系。
３３发挥预算统筹集约作用，加强综合预算管理

制定基本支出综合定额，合理确定支出规模，
促进气象科技服务收入的使用纳入预算管理，避
免科技服务资金使用的随意性，使科技服务资金
管理的关口前移。加大综合财政预算改革的力度，
结合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把单位的所有财
政性资金置于统一监管之下，将单位的各项收入
（包括财政预算资金、财政核拨批准留用的预算外
资金以及其他各项收入）全部纳入部门预算。
３４加强预算执行监督管理

在预算编制精细化管理基础上加强预算执行
的监督管理。充分发挥财务联网监控作用，推进
财务联网建设时，完善软件功能平台，增加支出
超预算自动报警和审计功能；充分发挥各级财务
核算中心的作用，严格按照预算核销支出，防止
无预算、超预算、超标准、超范围支出；气象科
技服务资金要全部纳入各级财务核算中心，完善
科技服务财务的监督机制；发挥政府采购在预算
管理、资产管理和预算执行中的纽带作用和监督
功能；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把预算公开和财务
公开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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