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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公开的必要性

预算信息公开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行政府信息

公开的重要内容。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有助于保障公民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与和谐社会建设;有助于建设高效廉洁政府，提高政府执政
能力和办事效率;有助于促进依法理财、民主理财，加强财政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有助于提升预算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因此，政府财政预算公开不仅显示了我国经济的

发展程度，而且更彰显我国国民政治权利和主体地位的提升，

国民与政府的关系的正确定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完美

和谐。

1援 政府财政预算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权利属性决定了其
必须被公开，接受国民对其严格的监督。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决定了我国政府行为

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作为政府的主要经济行为，财政预算必

然要公开。

2援 财政预算所具有的强烈的财产属性决定了其离不开
社会公众对其公开的监督。首先，政府财政预算又称为公共财

政预算，是指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分门别类地列入特定的收支分类表格之

中，以清楚反映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透过公共财政预算，可

以使国民了解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也可以体现政府政策

意图和目标，是国民进行相关决策之时的重要参考。其次，政

府财政预算各个项目的资金无一例外来自国民的奉献，理应

接受国民的监督。最后，国民也可以根据预算来评估政府是否

真的把钱最有效率地使用在自己期望的方向，现在或将来会

取得什么社会效益。

3援 政府财政预算非国家秘密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预算
可以光明正大地公开。所谓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

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

情的事项。保守国家秘密是中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之一，政府也

理所当然有这个义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政府财政预算不属

于国家秘密。

4援 依法治国、惩治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是政府财政预算公

开的现实依据。就政府财政预算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

其项目预算的数额更加庞大，对于某些内幕政府官员而言，也

更容易利用政府财政预算中存在的漏洞，处心积虑进行贪污

腐败行为。

二、公布明细预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开

现在网上公布出来的预算，点开预算支出表格，基本只是

告诉公众在某个项目上支出了多少总费用。理想的预算收支

报告，不仅要告诉国民投一个项目总体花多少钱，还要告诉国

民，这笔钱是怎么花的。例如重大工程“南水北调”项目，要细

致到河道需要开挖多少土石方，每立方米土石需要支付多少

钱，预算表中能查到每分钱的去处。但现在只给老百姓看一个

大账，最多到中账，中账也不全。可老百姓最喜欢看的不是大

账和中账，而是小账和细账，因为老百姓知道，小账和细账才

有“真料”。

从严格意义来讲，无论是《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还是民

意的驱使，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只见几个难觅具体对象的“天文

数字”，云遮雾罩，高深莫测，晦涩难懂，就难免形式主义，乃至

有规避监督之嫌。

有人大代表指出，一份看不懂的预算只能说是做得不好

的预算。退一步讲，财政预算确实有其专业性，普通百姓读不

懂尚且不足为怪，但专家也读不懂，包括预算公开本身就语焉

不详，那就不是“专业性”能一言蔽之了。推而论之，既然已经

公开，又假如目的十分端正，财政部门就有责任将预算做到化

难为易，使之通俗易懂，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而不能

一厢情愿地将责任推到“专业化”的头上。

预算报告是否易读易懂，文字表述只是次要问题，关键还

在于预算编制是否全面、科学、精细。而要做到这一点，仍需仰

赖预算管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预算中，82
个政府开支项目逐一罗列，最近 5年收支统计一目了然，纳税
人缴纳的每一分钱怎么花，花在哪里，市民都能在特区政府网

站上找到详细数据，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能看懂。如此公开，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开。

说到底，财政预算公开之“难”，不在“专业性”与技术操

作，而在对民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认识和态度上。财政预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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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分析财政预算公开的必要性入手，认为预算公开的重点在于公布明细预算，并在借鉴芬兰预算体制的

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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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质的意义不仅是让民众监督政府如何花钱，而是将维护

民众切身利益的权力交到民众手中。因此，公共财政的真正透

明化是必然的选择。

三、借鉴芬兰预算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预算公开是实现预算民主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但是，“晒

账本”只是问题的提出，而非问题的解决，如何使预算变成可

审查、可监督，预算民主的真正实现，还有相当漫长的路程。对

于人大代表及公众来说，不但要“看懂账本”，还要“审账本”、

“改账本”，监督政府“按账办事”，这是一个反复的学习过程，

而对于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来说，这无疑是革命性的。

没有透明的“钱柜”就不会有透明的执政。有种说法，叫做

管住了政府的钱柜就等于完成了大半的监督工作，可见人大

代表的担子之重。让人打个问号的是，术业有专攻，非专业的

代表们能否担得起如此沉重的担子？预算审查专业化呼声由

来已久，但是否能落到实处？还有一个核心问题，代表对预算

有没有行使过否决权？还是不管看懂没看懂，都举手通过？人

大常委会有四大“权”，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

项决定权，如今无法可依的少了，人大至少应把一半精力放在

预算监督上。

我国不妨借鉴芬兰政府有效的监督机制，来降低行政成

本。以芬兰的公务接待为例，足够说明“透明处处可见，监管无

处不在”。在有关的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腐败排行榜》中，芬

兰曾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廉洁国家。那么，如此殊荣芬兰是怎

样获得的呢？芬兰的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的管束很严，并且还非

常细化，非常透明。就拿公务接待即我们这里常说的公款吃喝

来说吧，一场饭局下来，在一起吃饭的都是什么人，跟工作有

什么关系，都点些什么菜，花了多少钱等，都要及时在网上开

列清单进行公布，媒体若发现问题可以曝光，公众觉得不妥可

以举报。

芬兰原中央银行行长在一次公务接待中，由于违反规定

多点了一道菜，被媒体发现曝光后不得不引咎辞职。芬兰法律

还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他人价值较高的礼品，而价值较高的

界定则是 24美元。按照芬兰的物价水平，在餐馆喝杯白开水
都要 5美元。
在芬兰，只有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

5人享有配备专车待遇。对于公务员集体使用的公车，芬兰政
府曾设计了一套监控系统。公车上装有两个发射器装置，一个

标有“公务”字样，另一个标有“私事”字样。如果是私事，则要

照章付款。如果是公务用车，需要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并

讲明去向，上车后还要按下按钮，让监控中心收到信号以便掌

握公车一路的行踪。如果按下公务按钮，而汽车实际行驶的方

向却不对，车上的无线电话就会响起，有关的监督人就会及时

打来电话询问和提醒开车者。这种做法在芬兰实行好多年了，

竟没有发现一个违规者。

此外，政府还要把公务车的车型和牌号公布在各大媒体

上，欢迎群众监督。驾驶公务车上下班者，遵照规定必须按照

最短最便捷的路途行驶。

芬兰法律还规定，对于因公出差，各部门每年都有固定计

划，出差目的、期限和报销数额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政府

部局级高官因公出国，须经总理或议会批准。

由于政府对出差审批相当严格，想出趟公差并非一件容

易的事，并且提倡在出差地搭乘公交车，出差补贴如果少于一

天，则按小时计发。芬兰虽然国家富裕，财力殷实，但是政府相

当“抠门”。有效的监督机制，使芬兰政府避免了腐败。

四、政策建议

1援 强化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理念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首
先在理念上应强化“执政为民”的民本位思想，将公共财政体

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通过将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建立一

个相互制衡的财政体制。关键是要在人大与政府之间、政府财

政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及财政部门内部重新配置预算管理权

限。使得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机构相互制衡。具体来说一方

面应在政府内部建立行政控制，即将财政部门转变成真正意

义的“核心预算机构”，另一方面由人大从外部对政府预算施

加政治控制，增加其在预算编制过程中的话语权，如延长预算

审议时间和方式。

较可行的方法是每年 12月将预算编制草案报送人大常
委会，这样到 3月份召开人大会议的时候将就有近 3个月的
审议期，其间可由人大专门的预算监督部门对预算各细节进

行审议并与编制部门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同时逐步建设预算

编制草案的信息公开论坛网站，进一步加强预算编制的透明

度以及政府的公信度。

2援 建立财政预算制定程序性规定。建立预算制定程序性
规定主要体现为重视民主机制，确保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在预

算编制过程中给予足够的时间与经费支持，建立连续可靠的

经济数据库、引入合理完善的经济模型对既往数据进行科学

分析，同时对未来经济数据做尽可能准确的预测。预算的编制

体系方面也应该做相应调整，全面落实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改

革，规范收入分类、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完善预算

编制技术。

3援 强化财政预算执行力度并增强审计部门的预算纠错
能力。首先完善现有相关预算法规，强调法律效力，建立一套

严格执行的预算程序。其次要细化法制建设，避免法律法规制

定时的空泛和模糊。最后要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建立有效的

惩戒机制，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已经公开的

财政信息不失真，而政府部门在严格的法律约束下可以减少

权利寻租空间，提高行政效率，改善纳税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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