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有的预算编制、监督、管理、执行等有关理论和方法，都

是建立在预算真实性假设的基础上。但是，如果这个假设不成

立，即预算是不真实的，那么这些理论和方法就失去了其应用

的基础。因此，研究预算的真实性检验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

运用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方法，对预算的真实性判别作一些

初步探讨。

一、预算审批阶段的先验判别

不论是项目预算、工程预算、年度预算还是其他预算，在

预算编制过程中，首先必须明确预算的对象即预算的任务。

为了更好地完成该项任务，在具体执行之前必须要对可能发

生的费用进行预算，这就要求编制出的预算应该是真实可信

的，否则预算就失去了意义。

为叙述方便，我们称分派任务的单位为上级，领受任务的

单位为下级。上级向下级下达即将要执行的某项任务，下级在

领受该项任务后，对履行该任务可能发生的费用做出预算，并

将预算报告呈报给上级审批。上级通过判断自己掌握的相关

信息和下级的预算报告所揭示的信息是否具有一致性，做出

该预算报告是否真实的评价。那么，如何判别预算报告的真实

性呢？笔者认为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援 揭示预算报告的核心信息。下级的预算报告可以看做

是对预期完成该项任务的一个流程清单，这个清单有两个基

本序列：工作序列和费用序列。

工作序列是指将任务分解成一些具体工作的逻辑序列。

例如，对于生产任务，工作序列可能是一个工序序列；对于培

训任务，工作序列可能是一个日程安排序列。只有完成了工作

序列中的每一项工作，才能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考虑到将一

项任务分解成一些具体工作时，其分解方法可能并不唯一，不

同的分解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假定预算报告中的工

作序列是对任务的最优分解，也就是说，一项任务只对应一个

工作序列。事实上，如果预算报告中的工作序列不是最优的，

上级会很容易发现下级的错误，这样的预算报告显然是没有

意义的。

费用序列是指工作序列中每项具体工作可能发生的具体

费用。费用序列可能有多个，但每个费用序列都和工作序列相

对应。一个复杂冗长的预算报告所揭示的核心信息可通过下

表来表示：

2援 预算真实性判别原理。上级判断下级预算报告的真实

性，相当于进行如下形式的假设检验：

原假设H0：下级预算报告是不真实的；

备择假设H1：下级预算报告是真实的。

假设上级掌握了子工作序列｛工作i+1，工作i+2，…，工作

i+k｝对应的费用信息｛费用Ci+1，费用Ci+2，…，费用Ci+k｝，这

个信息可以是这些费用的具体值（完全信息），也可能是这些

费用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它们之间的比例）。

如果下级的报告是不真实的，即原假设H0成立，那么从

上级的观点看，下级在对每一项工作所需费用进行预算时，有

可能为应付差事随意做出一个预算，或者是有意做出一个假

的预算，从而在下级预算报告中，对应子工作序列｛工作i+1，

工作i+2，…，工作i+k｝中任一项工作i+j的费用预算值 （j越

1，2，…，k），就可能偏离或不偏离该项工作对应费用的真实

值，而且上级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预算值正好等于真实值的可

能性要高于预算值偏离真实值的可能性。所以， 不偏离

Ci+j的概率为：

pi+j=P（ 抑Ci+j）臆1/2

这k项工作的费用 都不偏离真实费用Ci+j（j越1，2，…，

k）的概率为：

p=P（ 抑Ci+1， 抑Ci+2，…， 抑Ci+k）=pi+1伊pi+2伊…伊

pi+k臆1/2k

构造一致性统计量为：

这个统计量用以说明预算费用偏离真实费用的程度，即

上级可以接受的最大偏离程度，则：当T臆琢时，说明小概率事

件“ 抑Ci+1， 抑Ci+2，…， 抑Ci+k”发生了，k项工作费

用的预算值都没有偏离其真实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没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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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方法对预算的真实性判别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判

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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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认为该预算不是真实的；当T跃琢时，说明小概率事件“

抑Ci+1， 抑Ci+2，…， 抑Ci+k”没有发生，即k项工作费用的

预算值偏离了其真实值，所以接受原假设，即没有理由认为该

预算是真实的。

3援 预算真实性判别方法。根据上述预算真实性判别原

理，上级可结合自己对相关信息掌握的程度，对预算报告的真

实性做出判断。这里将上级掌握的先验信息作为真实信息。

（1）上级对工作序列中某一段的费用具有完全信息。假设

上级对工作序列｛工作i+1，工作i+2，…，工作i+k｝的费用具有

完全信息，则上级对于这一段工作序列的费用就有一个先验

子序列列表，同时下级预算报告中也有一个对应的子序列列

表，将这两个子序列列表合并得到下表：

计算一致性统计量T，用以判定先验信息与预算信息的

一致性，如果不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即T跃琢），则不能批准下级

的预算报告，判定这个预算报告是不真实的；否则（即T臆琢），

在没有其他特殊理由时就应该批准下级的预算报告。

（2）上级对工作序列中某一段的费用具有部分信息。假设

上级对工作序列｛工作i+1，工作i+2，…，工作i+k｝的费用具有

部分信息，这种部分信息可表述为：如果确定工作i+1的费用

Ci+1=C，则上级就可以确定工作i+j的费用Ci+j=fi+j（C）（j=2，

…，k）。为简单起见，假设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

系（对于其他关系作类似处理）：Ci+j=fi+j（C）=姿i+jC。

其中，姿i+j是上级的先验信息，但C是未知的。这样，上级

对于这一段工作序列就有一个先验子序列列表如下：

计算下级预算报告中该段工作序列费用对应的比例系

数：1， ，…， 。其中： = / （j=2，…，k），。构造

一致性统计量：

如果一致性检验结果显著（T臆琢），则判定这个预算报告

是真实的；否则（T跃琢），在没有其他理由时就应该判定这个预

算报告是不真实的。

（3）上级对工作序列的费用没有任何信息。如果上级对整

个工作序列的费用没有任何相关信息，那么上级就没有理由

认为下级的预算报告是不真实的，从而只能判定这个预算报

告是真实的，待预算执行阶段再进行实时监督和判断。

如果上级认为下级的预算报告是不真实的，就可以要求

下级重新编制预算，或者要求下级对判定为不真实的部分给

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直到判定为真实时才批准下级的预算

报告并交由下级执行。

二、预算执行阶段的后验判别

上级批准了下级的预算报告后，下级就应该按照预算报

告执行预算。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的存在，上级即使

批准了下级的预算报告，也可能仍然怀疑预算报告的真实性。

因此，上级必须对下级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1援 完全信息判别。如果上级掌握了某段子工作序列的完

全信息，则可以采用随机监督方法来监督该子工作序列中某

些具体工作的预算执行情况。

通过监督掌握预算执行过程中实际发生费用的相关信

息，以此实际费用信息来修正、完善或补充上级的先验信息，

形成可靠的后验信息，再以此后验信息作为真实信息，考察下

级预算报告中预算费用信息的真实性。

2援 部分信息判别。如果上级掌握了某段子工作序列费用

的部分信息，则可采用重点监督方法来监督该子工作序列中

某些关键工作的预算执行情况。

通过监督更好地掌握该段子序列的真实比值姿i+2，…，姿i+k

的实际信息，以此实际信息修正、完善或补充上级的先验信

息，形成可靠的后验信息，再以此后验信息作为真实信息来判

别下级预算报告的真实性。

3援 无信息判别。如果上级对某段子工作序列没有掌握任

何有关信息，可采用重点监督或随机监督的方法来获取该段

子工作序列的相关费用信息。以获得的实际信息作为真实信

息，与下级预算报告中对应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考察两者之

间的一致性。

4援 组合判别。如果条件允许，可将整个工作序列分解成

完全信息子工作序列、部分信息子工作序列和无信息子工作

序列三类，对每一类子工作序列分别采用上述方法判定其对

应的预算报告的真实性。判定为不真实的子工作序列，计算对

应费用的误差值与预算值的比值：

茁1=誆预算值-后验信息值誆/该子工作序列的总预算值

如果有多个不真实的子工作序列，按上述公式计算它们

各自的茁值，再计算这些茁值的平均值。把这个平均值作为所

有不真实子工作序列的整体相对误差，计算对应的绝对误差：

啄= 伊所有判定为不真实子工作序列的总预算费用

最后用1减去这个绝对误差与总预算费用的比值，作为整

个预算报告的置信水平，即琢=1-啄/总预算值。

设琢0是上级可以接受的置信水平，则当琢逸琢0时，判定整

个预算报告是真实的；当琢约琢0时，判定为不真实。

对于两组信息一致性判别统计量T，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采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其他形式，这里我们只是为了说明原

理和方法给出了其中可能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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