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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校院系财务审批制度有归口分签制、归口限额单

签制与超额联签制、分工分级分签制、分工分签制、一支笔审

批制、预算管理授权下的一支笔审批制、预算会审制等多种审

批模式。这些财务审批模式各有利弊，本文拟通过分析这些财

务审批模式的利弊，提出重构高校院系财务审批制度的思路

及完善高校院系财务审批制度的建议。

一、现行高校院系财务审批模式分析

1援 归口分签制。归口分签制是指书记与院长（主任）根据

不同的分工归口审批经费，体现了书记与院长（主任）各司其

职、各花其钱、分别负责的管理原则，表面看貌似合理，其实分

而不开，在经费开支方面，从制度上把一个整体的院系割裂为

二，不符合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管理的精神。

2援 双审双签制。双审双签制是指书记与院长（主任）对院

系经费共同审批。书记尊重院长财务支出上的“一支笔”权力，

同时赋予书记在监督财务支出方面的权力。反之亦然。具体

做法是：院长（主任）在行政财务支出方面负把关审核责任，

主要是审核每一笔财务支出的合理性；书记在财务支出方面

负审查监督责任，主要是监督审查每一笔财务支出是否真实、

合理。同样，书记在党务财务支出方面负把关审核责任，主要

是审核每一笔财务支出的合理性；院长（主任）在财务支出方

面负审查监督责任，主要是监督审查每一笔财务支出是否真

实、规范；最后由党政领导共同审核，共同签字。

3援 归口限额单签制与超额联签制。归口限额单签制是指

根据经费性质，在一定金额内分别由书记与院长（主任）签批

报销，赋予书记与院长（主任）一定的经费自主权。超额联签制

是指经费超过一定金额（限额）后，须经书记与院长（主任）共

同研究、共同决策，即通过党政领导联签确认大额经费的开

支。这种财务审批制度体现了院系党政共同负责的精神。难点

是如何确定限额，究竟以多少为准合适。

4援 分工分级分签制与超额联签制。分工分级分签制是指

院系书记、副书记、院长（主任）、副院长（副主任）根据不同的

分工和经费性质，享有一定的经费审批权，但超过规定金额

后，所需经费须经院系党政联席研究、共同负责。其优点是对

审批人员具有约束和牵制作用。其缺点是程序繁琐，会影响办

事效率，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越位或缺位。

5援 分工分级分签制。分工分级分签制是指院系书记、副

书记、院长（主任）、副院长（副主任）根据所负的责任不同和开

支经费的性质，分别审批。

6援 一支笔审批制。一支笔审批是指从院系书记、副书记、

院长（主任）、副院长（副主任）中选择一人负责审批该院系经

费。由于院系书记、院长（主任）分别是党政一把手，因此一般

不从书记、院长中选择一人负责此项工作，而是经院系党政联

席会议研究授权一名副书记或副院长（副主任）来负责此项工

作。院系一切财务开支必须经一支笔签字，否则，学校财务机

构不予受理。但这种由副职行使院系经费一支笔审批有一个

较大的缺陷，就是它的权威性不高。

7援 预算管理授权下的一支笔审批制。预算管理授权下的

一支笔审批是指在全口径预算支出下的审批制度。年初，院系

各个分管领导提出一年的经费预算，经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

论确定。凡是涉及综合性的、大局的大额款项开支，由领导班

子根据各部门经费的具体情况，统筹商议解决。“一支笔”平时

审批以预算为依据，对于那些没有列入预算而又必须开支的

临时性开支，“一支笔”领导在与分管领导商量同意后即可审

批；对于那些未列入预算而又必须开支的数目较大的款项，

“一支笔”领导必须将其提交到院系党政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

后方可审批。年终时，再对全院及系一年的财务收支进行决

算，并将决算结果向全体教职工通报。

8援 预算会审制。院系每一笔支出，事先要有预算，预算必

须经过院系会议通过。在支出发生时，必须经过有关人员组成

的会审委员会审核支出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然后由会

审委员会成员签字认可，再由各分管领导及拥有最后审批权

的人员审批。这种方式通过层层把关、共同负责，达到了民主

理财、监督理财、科学理财的目的。

二、高校院系财务审批制度设计

高校院系财务审批制度设计中应该包括审批权限、审批

程序、审批内容、审批责任和审批重点等内容：

1援 明确审批权限。明确审批人员及对业务的授权批准权

限和相关控制措施。审批人员应当根据授权规定范围进行审

完善高校院系财务审批制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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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高校院系现有财务审批制度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新设计高校院系财务审批制度的思路及完善

高校院系财务审批制度的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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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不得超越审批权限。在确定审批人员和审批权限时，必须

坚持可控性原则，保证审批人员能够正确审批财务收支的真

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提高审批质量。

2援 明确审批程序。院系发生的各项财务支出，都应该按

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和批准。第一步，由经办人员在取得或

填制的原始凭证上签字。第二步，院系专管员复核。第三步，分

管领导审核。第四步，院系拥有最后审批权的人员审批。第五

步，学校财务部门审核通过后报账。其中院系专管员复核至关

重要，院系领导和拥有最后审批权的人往往只简单翻看承办

人附在报销单后的发票，而不对票据金额进行核实，如承办人

预留一定金额待审批后再贴入发票，则无法弄清原委。因此，

在设计审批程序时，应实行先审核后审批的程序。

3援 明确审批内容。审批的内容主要是财务支出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具体包括：淤是否符合财务计划或合同

规定；于是否符合《会计法》、有关法规和内部管理制度的规

定；盂内容和数据是否真实；榆是否符合效益性原则；虞原始

凭证是否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等等。

4援 明确审批人员的责任。审批制度必须坚持权责对等原

则。在审批制度中，必须规定审批人员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

任，具体包括：审批人员应该定期向授权领导或教工代表汇报

其审批情况；审批人员失职应该承担的责任等。

5援 重点审核票据。一是合法性。发票必须符合《发票管理

办法》、《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管理的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

二是适用性。由于不同的行业存在着不同的发票版式，所以必

须检查发票是否与所属行业一致，不能使用跨行业、跨种类票

据。三是一致性。要审核发票中填写的购货单位与报销单位是

否一致，报销人、费用归属部门与分管领导是否一致，费用与

事由是否一致，票据笔迹是否一致，以达到财权与事权相统

一。四是时效性。一笔业务处理完毕要及时报账，原则上当月

发生的业务要当月报销。五是要素性。发票的基本要素一般

为：发票名称、编号、联次及用途、客户名称、购物名称、计量单

位、数量、单价、合计、大小写金额、开票日、开票单位、印章等。

行政事业性票据的基本内容为：收据名称、收据联次、编号、交

款单位（或个人）、支付方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合计、大小

写金额、开票日、开票单位、印章等。对于要素内容不全的票据

不予报销。六是真实性。原始凭证上反映的应当是经济业务的

本来面目，不得掩盖、歪曲真实情况。

三、完善高校院系财务审批制度的建议

1援 完善财务制度。高校应对院系财务审批的原则、权限、

程序、额度等作出明确规定，使之成为人所共知、各方务必遵

守的制度。其具体要求：一是按分工审批，即只批分管范围内

的事项；二是按权限审批，即只批授权范围内的额度，凡超过

授权范围内的额度不得审批；三是按程序审批，即由经手人寅

专管员寅分管领导寅最后审批人寅学校财务处，程序不符时，

学校财务处可以拒绝受理。

2.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应制定财务审批责任追究制度，

相关人员要严把财务支出审批关，做到：专管员要对经手人提

供的票据的合规性和金额的正确性负审核责任；分管领导要

对经手人经办事项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负初审责任；最后审批

人要对分管领导安排事项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负最终责任。经

过后一环节对前一环节的认真审核、审批，建立层层责任体

系，并规定每一个环节审核、审批应承担的责任。

3援 合理分权，权责一致。一要实行分工分权管理。根据工

作需要和领导班子成员个人专长进行科学分工，做到既划分

事权，又适当分解人权和财权，把管事、管人与管钱、管物有机

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工作效率。二要实行分级分权管理。根据

院系管理层次，分层进行授权，使班子成员各司其职、各行其

权、各负其责。三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

领导的根本原则，只有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正确地

行使分工分权、分级分权管理。要通过制度明确哪些工作和事

项是院系的重大工作和事项，并规定其决策必须坚持民主集

中制原则，以发挥领导集体的团队作用。

4援 建立内控制度。一要明确审批人的审批权限和责任，

审批人应当根据授权规定，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审批，不得超越

审批权限。同时，应明确财务审批制度必须坚持权责对等原

则，在审批制度中，规定审批人员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二

要规范审批内容和程序，建立对有些财务支出实行会计凭证

内容设定与相关财务制度相衔接的制约机制，通过有效的内

部控制制度来规范财务审核，促进财务有效管理。

5援 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严格实行不相容职务的分离控

制和建立重要事项议事制度。职务分离是指不相容职务必须

由不同人员来担任，而不能由同一个人来兼任。审批制度的

职务分离主要是授权批准与业务经办相分离，决策和执行相

分离，这样有利于防止舞弊，有利于评价决策。

6援 实施预算管理。院系要编制年度预算支出计划，凡是

涉及综合性的、大局的大额款项的开支，须由领导班子根据具

体情况，统筹商议解决。对于那些没有列入预算而又必须开支

的临时性的较小开支，审批人在审批时要与分管领导商量同

意后方可审批开支；对于那些未列入预算又必须开支的较大

款项，审批人必须将其提交到院系党政联席会议来讨论通过，

然后方可审批开支。年终时，要对全院系一年的财务收支进行

决算，并将决算结果向全体教职工通报。

7援 建立经费支出公布制度。学校财务处应定期将各院系

经费支出的详细情况包括：事项、品名、数量、金额、经办人、分

管审批人、最后审批人等交院系专管员公布，接受教职工的监

督，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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