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完善财政直达资金管理机制

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 2020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有效应对疫情影响的重要举措，也是当

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创新和亮点。今年中央提出建立常态化财

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将 2.8 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纳

入直达机制，更好地发挥惠企利民的政策效果，提高直达资

金的使用效益。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快完善直达资金管

理机制。

客观而言，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难点不容忽

视：一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没有全面推开。按照预算法规定，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国库，一级执行，一

级绩效”。在目前普遍实行省管市、市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下，

一些地区的财政资金拨付效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二

是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尚未理顺。目前已完成了

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应急救援等 8 个领域的中央

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而省以下的上述领域财政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尚未全部完成，这也将影响直达资金机

制的效能。三是财政直达资金缺乏绩效目标导向。按照中央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意见的要求，政府预算、部门预

算、政策和项目预算，以及转移支付预算，都必须编制绩效

目标，执行中实施预算进度和绩效目标“双监控”，事后开展

绩效评价。由此看，直达资金的绩效目标设计尚待设立并健

全。



按照“减少财政层级、推进事权划分、明确直达清单、设

置绩效目标、实施直达评价”总体思路，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构

建财政资金直达常态化机制：

探索建立“省直管市同时管县”财政体制。一是研究探讨

除少数民族等特殊地区继续保持市管县体制外，实行市管县

省份适时调整为“省直管市同时管县”财政体制。二是省与县

进行地方级收入划分时，省级原则上不超过 30%，以增加县

级财力。三是实施预算资金调度时，优先考虑老、少、边、

脱贫地区等县（市）。

加快推进中央与省、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包括加快推进中央与省在其他 9 个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全面启动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并注意

厘清固定事权、共同事权和委托事权之间的界限，以精准确

定财政资金直达受益对象。

制定常态化、制度化财政直达资金清单。一是根据国库

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总体部署，除基本支出按照月度、季度拨

款外，对论证科学、决策程序完备的项目支出按照项目进度

拨款。二是探索编制项目支出直达目录清单，对农业、教育、

科技、社保、医疗、卫生等法定支出和民生支出，实施清单

制管理，并逐月纳入考核、实行信息公开。

确立财政直达资金绩效目标并设置相关指标。一是根据

直达资金目录清单，建立直达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库，逐一设

立项目支出绩效总体目标，细化产出指标、效果指标和满意

度指标。二是强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和支出执行进度“双监



控”，确保实现预期目标。三是重点完善政府采购、政府购买

服务等重点项目直达资金的绩效管理，防范化解风险。

实施财政直达资金绩效全过程评价。一是加强直达项目

资金事前、事中、事后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二是研究制定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操作规范和分行业、分领域、分层级预算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统一“量尺”。三是健全绩效评价体系。

强化预算部门和单位自评的主体责任，做好财政评价和第三

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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