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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多省级部门依托日益成熟的信息网络技

术建设财务集中管理平台，初步实现了以财务集中核算

为基础，项目管理、预算指标拨付及工资管理等辅助功能

相结合的一体化财务监管平台。但是，与之相匹配、设计

成熟、功能齐全的规划计划项目库模块始终是平台建设

的瓶颈，从根源上制约了财务集中管理平台预决算管理、

项目全程监管一体化的实现。

一、现有项目库模块的主要缺陷

1. 项目库模块缺乏资源共享性。由于各省级主管部

门、财政部门尚未对项目管理形成成熟的制度管理框架，

使得财务集中管理平台的软件需求停留于财务集中核算

层面。软件供应商对项目库设计投入力度不足，项目库模块

功能简单、数据内容单一，从根源上造成数据资源的

共享性差。该缺陷的存在直接造成了部门预算、决算

信息、国库集中收支信息、政府采购信息等核心数据

无法与财务核算数据相衔接，导致财务集中管理平台

无法实现预算、核算、决算、审计及项目管理的一体化。

2. 项目库模块缺乏业务协同性。全口径的部门预

算管理要求将部门所有资金、所有项目全部纳入部门

预算，纳入预算管理的项目一般要经历申报、审核、批

复、执行、绩效评价和审计等业务管理流程，而目前市

场中现成的项目库模块只能提供简单的“二下”预算

信息录入和后续一定程度的预算控制（按功能分类、

经济科目）功能，无法满足多部门、多层次的“链式”业

务管理需要，无法实现财政、规划计划、财务审计三者

协同作业、协同管理，更无法实现项目的滚动管理，造

成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

3. 项目库模块缺乏管理有效性。现有的项目库模

块仅能提供简单的项目预决算执行比较分析，无法及

时提供完整、清晰的项目生命周期、项目申报路径、政

府采购执行情况、绩效考评、“三公”经费执行情况和

审计基础数据等重要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无法为财政、财

务审计、规划计划等管理层提供及时有效的决策信息，大

大削弱了项目管理的有效性。

二、规划计划项目库建设的整体框架

财务集中管理平台规划计划项目库模块的建设，必

须立足于省级部门项目规划计划的整体要求，要着眼于

项目“生命周期”全程化管理，以现有财务集中管理平台

的财务集中核算为纽带，按照预算年度以“一上”部门预

算为起点，沿着“二上二下”的预算编制路径，实现预算、

核算、决算、绩效考评和审计等业务需求数据资源的共

享，实现财政、财务审计、规划计划等部门业务管理的协

同，提高项目管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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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完整、高效的规划计划项目库是省级部门财务集中管理平台的发展趋势，可以从根本上加强省级

部门项目管理能力和统筹预算全局的能力，促进整体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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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计划项目库的主要建设目标

1. 要提供丰富的规划计划信息，满足项目库在规划

计划阶段的评估、审批需要；对于关键规划计划信息、数

据能够实现“自上而下”的下达控制指标，满足规划计划

工作的整体统筹安排。

2. 按照财政部门预算“二上二下”的编制程序，生成

与预算编制软件一致的项目编码，实现项目库数据与部

门预算编制软件完全衔接；实现项目库中根据“二下”部

门预算形成的项目编码与财政国库部门项目编码的挂

接，实现财务平台预算和核算衔接；系统可以自定义审

核、修改、批复等业务管理流程，同时满足规划计划和财

务审计部门管理需要。

3. 要建立申报库、批复库、备选库和调整库等四个基

本项目信息库，分别用于申报、立项、备选和财政等部门

临时调整项目预算的管理要求，完整记录项目编报路径，

明确各管理部门对项目的管理责任。

4. 在项目“生命周期”内实现全程化管理，能够随时

提供项目全生命周期和预算年度项目全部信息和执行情

况分析。

5. 与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相衔接，直接提供财务评价

指标结果，形成完整的项目绩效评价库。

四、规划计划项目库建设的实施路径

1. 项目库建设要立足于规划计划的需要。项目申报

立项是项目库建设的起点，要结合经常性和延续性预算

项目，通过对项目类别、功能分类、“三公”经济支出科目

等下达多层次的控制性计划指标，统筹年度项目整体安

排。在项目支出类别的区分上，以财政部门规定的项目分

类标准为基础，可以结合本部门行业特色进行细化分类。

例如，我们可以将项目按照财政部门的标准分为重大课

题调研类、发展建设类、其他专项公用类等类别，也可以

在此基础上将项目分为科技类、调研类、收费类等类别。

同时，对会议、培训、差旅住宿、单位交通里程、租车费等

财政部门有明确开支标准的经济支出科目预设控制标

准，提高部门预算的准确性，也方便后期绩效考评。

为了加强项目的规划计划管理，强化项目前期审批，

要结合不同的项目编报阶段分别设置申报、批复、备选三

种状态。上报“一上”预算，规划计划部门对初步拟纳入年

度预算的项目状态设置成“申报”，形成申报库；下达“一

下”、“二下”项目数据时，根据财政批复情况，同意立项的

设置“批复”状态并纳入批复库，被财政否定的项目设置

“备选”状态纳入备选库；“二上”时，处于“备选”状态的备

选库项目不再重复申报。另外，为了满足财政等部门追加

核减、调整经济科目等临时性预算调整的需要，给予省级

主管部门手工修改预算的权力，形成“调整库”。

2. 项目库建设要立足于财务管理的需要。

（1）两套分别与预算软件和用款计划系统相衔接的

项目编码平行运行是保证数据交换的关键。由于省级部

门预算采用的是软件公司产品，每个项目根据软件生成

不同的项目编码；国库管理系统是省级财政部门自己编

定的项目编码；决算不需要项目编码信息，只需要国库中

项目的中文名称。因此，项目库的流程定义不仅要与部门

预算编报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要对同一项目分别从预算

和执行从两个角度分别平行设定项目编码，以实现在“二

上二下”的项目编报过程中实现数据共享。同时，在申报

过程中要对项目总预算经费、功能分类、资金性质、经济

支出科目、预算数这些财务信息及其变更进行完整记录，

完整的记录从“一上”到“二下”不同部门的审批、修改意

见及数据调整，以厘清责任；对于立项年度、负责人、周期

等一般性财务信息和立项依据、项目内容、实施方案、测

算依据等一般性文字信息只需要进行逐次覆盖，以“二

下”内容为准即可。

（2）在“二下”预算数据进入项目库后，要与财政国库

系统中的项目编码进行挂接，实现一个项目两套编码（预

算编码、国库系统编码）平行运行。预算编制过程中，要沿

用部门预算软件生成的项目编码，实现项目库数据和省

级部门预算软件数据之间的交换，以减轻各单位预算编

制工作量；项目“二下”批复进入执行阶段后，项目编码要

与国库编码一一对应，实现国库与核算的数据交换，使得

用款计划系统在收入确认、支付管理系统和经费支出、政

府采购系统在项目备案金额的确认都能够实现与核算系

统数据的自动交换，实现预算、执行、核算三者之间的数

据对接。在此基础上，完成有关收入支出凭证的自动填

制、政府采购项目备案信息的自动获取、预算当年项目结

余自动结转、次年期初凭证的自动填制。

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财政部门对部门预算项目的预

算控制并不严格从项目中文名称上进行区分。经常性和

延续性项目常会出现同一中文名字不同项目编码的问

题，而预算软件提供的项目编码仍然沿用以前年度的编

码，因而一方面需要通过预算编码判断项目属性，另一方

面需要通过用款计划系统中的项目编码进行会计核算，

同时通过项目预算编码在报表系统中项目取数分析。

（3）项目库建设要立足于项目管理的需要。通过项目

库建设建立配套项目预警分析体系，自动获取审计基础

数据、绩效考评财务指标、项目执行情况、“三公”经费执

行情况及决算报表体系，真正实现预算、执行、核算、决算

和项目绩效管理的一体化、自动化，为不同的管理者提供

决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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