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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一体化对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影响
柳 晔，赵 旭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财务资产处，北京  100081）

摘 要 2023年我国全面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科研事业单位作为预算管理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门，有效

推动了资金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高了财务管理与资金使用效率，但同时也对财务管理尤其是预算编

制、项目核算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文章总结了预算管理一体化带来的有利影响，剖

析了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面临的新挑战，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做好预算管理一体化工作的对策

建议，以期为科研事业单位全面顺利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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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

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

管理”。2021年 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

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中央和地方

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2 年

一上预算编制初次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进行，

2023 年中央预算单位开始全面实施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科研事业单位作为预算管理一体化的重

要组成部门，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推动了资金管

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高了财务管理与资金使

用效率，进一步挖掘了潜力，释放了活力，但同

时也对财务管理尤其是预算编制、项目核算和信

息化建设等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文章总结

了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带来的有利影响，剖析了

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面临的新挑战，在此基础上，

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做好预算管理一体化工作的对

策建议，以期为科研事业单位全面顺利推进预算

管理一体化提供参考。

1 预算管理一体化的实施为资金管理打开

新格局

1. 1　有助于实现财政项目基础信息的整体性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将预算管理各环节使用

的基础信息进行统一、规范化的管理，保证了财

政项目基础信息的完整可靠。按照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的设计思路，预算一体化系统遵循“数出

一门”的原则，实现数据来源唯一[1]，避免了因数

据重复录入，多头管理，导致数据口径不一致。

同时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可以规范基础信息管理

的流程和规则，推动信息共享、加强信息审核，

提高原始信息的准确度和传输的及时性。

1. 2　有助于保证财政项目资金执行的规范性

预算管理一体化的建设，以系统思维整合资

金安排的全流程，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将制度与

技术结合，实现“制度+技术”的管理机制模式，

有效避免不合规操作，进一步提高项目执行效率。

财政项目作为预算管理一体化的基本核算单元，

从储备入库到预算编制、建设实施、开展采购、

资产入账等与资金执行相关的阶段都进行了跟踪

式记录，并依据相关制度要求进行引导操作，大

大提升了财政资金管理的合规性。特别是资金在

申请和支付环节需按照部门经济分类对应操作，

明确了资金的具体用途，严格进行系统校验，对

于涉及违规支付的申请进行及时拦截，加强对财

政资金的约束与监管，避免财政资金的流失。

1. 3　有助于加强国有资产的盘活盘盈

财务一体化的实施有助于加强财政部门对预

算单位财政拨款之外的资金的管理与监督，为全

面了解预算单位财务状况打下坚实的数据基础，

为形成有效的预算约束，提高国有资源的配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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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供数据参考，进而全面提升预算管理的统筹

力度和财政资源的可持续性。

2 预算管理一体化给财务管理带来了新

挑战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应用，在加强预算资

金的配置方式、拨付体系、控制程度以及支付流

程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2]，对基层单位的财务

管理工作尤其是在预算编制、项目核算以及信息

化建设方面都提出了更为具体和全面的要求。

2. 1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功能不健全，对实现项

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带来挑战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

管理，对预算资金的执行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首

先需要科学事业单位加强对项目申报的可行性分

析，以及在预算资金安排方面的合理性分析。但

目前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缺乏项目申报过程管理

模块，导致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缺乏相关

指导依据。另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开放性较差，

主体操作由财务部门承担，在进行预算编制时，

财务部门牵头负责，业务部门对预算编制的具体

要求和流程不熟悉，财务部门对项目的整体认识

和把控能力不足，严重影响了项目预算编制的准

确性。同时后续的资产管理也面临如此困境，目

前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仅能支持基层单位资产

管理员的单一账户管理，无法实现基层单位内部

各业务部门资产管理员的日常操作，导致具体资

产的登记、使用或变更等信息相对滞后。

2. 2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操作较复杂，影响了资

金执行效率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设置了多层级的审批

程序，例如单位支付一笔资金，需要提交审核操

作 3次，就使得一笔支付需要 3个角色来操作，提

高了单位财务管理的成本，有些单位采取一名人

员分 3次操作的方式，不仅没有起到监督作用，同

时增加了财务风险。另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

审核较为苛刻，对于敏感字眼采取机械拦截的方

式，触发人工审核，或者退回重新修改。在年底

以及月底支付量较大，时间紧迫的关键节点，严

重降低了资金执行的效率。

2. 3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缺乏灵活性，加大了预

算调整的难度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在批复预算后，详细规

定了各项资金的多维度属性，例如是否上年结转、

是否为基建项目、是否为资产类购置资金、是否

为政府采购资金等，也规定了各类资金的功能分

类科目。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锁定了这些资金的属性，要求在资金支出时不

得调整资金属性。基层单位在根据项目执行过程

中的具体情况，需要进行资金属性调整时，例如

某项政府采购资金变更为“非政府采购资金”，由

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的预算资金调整审批级

次长、时间久，一般情况下难以及时按照现实需

要完成资金调整的申请。

2. 4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兼容性低，与现有信息

系统衔接较为困难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实施，对于基层单位

财务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目前包含了涉及预

算管理全流程的各个环节，并要求各环节之间的

信息共享和数据互联。由于前期基层单位财务工

作的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的标准，主要通过结合

单位内部具体的业务场景进行个性化定制一系列

信息系统，包括项目管理系统、报销系统、核算

系统、资产管理系统以及工资系统等，以共同实

现财务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目前，如何在节约

成本以及保证网络安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现有

的信息系统及相关技术，开放合适的数据接口，

实现预算管理一体化与基层单位内部各系统之间

的信息和数据互联互通，实现财政大数据的动态

共享、多维度查询、记录和管理，日益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

3 进一步做好预算一体化工作的对策建议

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正处于实施的初期，

为完善相关工作，发挥预算一体化系统的规范管

理作用，一方面需要上级业务部门在加强培训的

同时，要不断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功能，另

一方面基层单位也要根据工作实际，在提出合理

化改进建议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提升能力素

质，尽快适应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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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完善预算一体化系统功能，提高系统效率

建议上级部门进一步完善优化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功能，包括修复系统漏洞、扩大服务器容

量、提升数据传输效率，最大限度提升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有效

提高系统运行效率[3]；增加基层预算单位和上级审

批单位的预算项目申报审批管理功能；增加基层

科研单位内部涉及资产登记、处置、盘点等管理

的操作功能；同时在确保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开

放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与基层科研单位各类财务

系统的接口，促进信息系统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的互通；优化预算支出调整审批流程，减少预

算支出的硬约束，提高基层科研单位预算执行的

自主权。

3. 2　完善支出标准体系，加强培训沟通，提高预

算编制水平

建议上级部门进一步加快标准建设进程，着

力推进部门内部标准建设。在标准制定过程中，

要充分利用预算评审、决算、绩效管理等各方面

的信息资料，不断改进标准制定的方法，提高标

准建设的科学性。开展不同层次的系统操作培

训[4]，特别是对基层财务部门、项目预算单位经办

人员的全过程培训，提升相关人员政策和业务水

平，提高预算工作质量。加强操作单位与运维人

员的沟通交流，完善系统运维人员以及财务业务

人员配备，做好技术支持，确保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充分发挥作用。

3. 3　提高重视程度，加强财务与业务部门的沟通

协调

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要立足全局，整

体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靠财务部门一家

完成不了，各业务部门都要积极参与进来。从项

目的规划、提出，审批到项目入库，预算编制，

再到预算批复、资金执行、会计核算，牵涉多部

门多处室的合作。领导层面，要调整优化现有的

沟通和协调机制，促进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的工

作融合，使信息透明、数据共享落到实处，从而

提升工作效率。

3. 4　着力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和财务人员的能力

素质，推进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的衔接

为做好单位财务信息化系统与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的顺利衔接，需要加大对财务信息化建设

的支持力度。技术上，明确定义相关数据接口，

减少系统之间的耦合性，统一制定相关标准，减

少 2次开发成本，提高系统的互操作性。人员上，

基层财务工作者不仅要在专业技术和财务知识方

面本领过硬，更要具备项目管理的统筹能力[5]；要

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始终保持善于学习、主动学

习的良好习惯，拓宽知识领域，能够准确判断项

目预算内容和项目成本核算的合理性，按照预算

管理一体化的要求，及时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

出专业化建议，做财务管理队伍的行家里手；同

时要依据现有财务管理办法，积极思考和探索信

息化建设的方向，大胆提出合理的意见建议，促

进新旧系统的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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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TEGRATED BUDGET MANAGEMENT ON FINANCIAL MAN⁃
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Liu　Ye，Zhao　Xu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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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3, China will fully implement the integration of budget managemen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udget management integr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cientificization of fund management,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fund utiliz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especially budget 
preparation, project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e article summarized the beneficial effects brought 
by the integration of budget management, analyzed the new challenges faced in implementing the integration of 
budget management, and based on this, it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of budget manage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mooth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budget management.
Keywords integrated budget management system; scientific institutes; 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informa⁃
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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