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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政评审中心作为财政资金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业务流程的合理性以及领导监督机制的

效能极为重要。本文深入探讨财政评审中心作业流程的独特属性,论述提升流程效率与建立全面领导监

控体系的迫切性,精确识别现有诸多问题,并据此提出具体且有效的改进方案。旨在全面增强财政评审中

心的工作效率,保障财政资金的安全与高效利用,为推动财政管理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

与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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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financial fund managemen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business proces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eadership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are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Financial Review Center, discusses the urgency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cess and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monitoring system, accurately identifies 

many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and effective improvement plans accordingly. The aim i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review center, ensure the safe and efficient use of 

financial funds, and lay a soli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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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财政管理体系中,财政资金的量级不断增长,其应用

效率及风险管理成为焦点关切。财政评审中心承担着对财政投

资项目的专门评估与严格监管的关键职责,通过审视项目预算、

决算等阶段,确保财政资金得以精确分配与合理应用。然而,伴

随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及财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传统财政

评审工作流程及领导监督机制逐步显现若干局限,阻碍了评审

工作效能与质量的优化提升。因此,深入探讨财政评审中心的业

务流程优化及领导监督机制,对于促进财政管理的现代化进程

与增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具有显著的实践价值。 

1 财政评审中心业务流程特点 

1.1专业性强。财政评审作业涵盖多元专业领域知识,诸如

工程估价、财务稽核、经济学评估等专业技巧均不可或缺。在评

估大规模建筑项目时,审核团队不仅需凭借其工程造价专长,深

入审视工程预算内工程量的精确计量及定额的应用,还应动用财

务审计技能,确保项目资金流动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以某一桥梁

建设工程评估为例,精确评估复杂构造的工程量估算正当性,以

及严谨审查承包商的资金动向,以保证项目资金运作遵循特定财

务管理准则,这对其评估团队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1]。 

1.2流程环节多。财政审查作业流程包括项目接收、资料

汇集、实地考察、评估计算、报告编纂及审定等一系列互相关

联的步骤。每一阶段均对终审结果施加影响,若任一环节出现瑕

疵,则可能阻碍评审进程或导致结果偏离预期。以资料搜集阶段

为实例,倘若项目实施方提交的施工蓝图不完备、财务报告中的

数值出现错误,后续的实际勘查工作将丧失精确的参考基准,评

估与计算过程亦难以产生可信的结论。更甚者,这可能迫使我们

重新获取资料,显著拉长评估周期,从而对项目的进展及资金分

配时效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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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政策性要求高。财政评估应严格遵照国家与地方各级财

政政策、法规以及行业规范执行。在评估阶段,评估者应遵循相

关政策指引,严谨监督项目经费的适用范畴、规范、审批流程等

方面。例如,在评估保障性住房项目时,需参照国家针对保障性

住房建设的财政指导方针,检验资金是否专款专用,是否严格按

照既定标准投入到住房建设和相关设施的构建之中,以确保财

政投入精确执行国家住房保障政策,切实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

支持。 

1.4时效性明显。财政评估任务通常设定有明确的时间框架,

要求在指定的时限内完成评估并提交报告,以确保财政资金的

分配与项目决策能获得及时支持。特别是对于诸如救灾工程、公

共卫生项目这类应急性质的项目,其评审的时效性要求尤为紧

迫。例如,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紧急救援项目中,评审中心必

须迅速完成评估任务,以确保财政资源能及时分配,从而支撑救

援行动的顺畅进行。这凸显了评审程序高效执行的必要性,避免

因冗长的程序设置导致关键时刻的延误。 

2 财政评审中心业务流程优化与领导监督机制建立

的必要性 

2.1提高工作效率。传统的财政审核流程通常包含冗长且重

复的步骤,这显著降低了审核工作的效率。通过优化业务流程、

剔除冗余程序、有效整合资源,能够明显缩减评审周期。举例而

言,通过信息化技术实现项目文件的在线传输与协作共享,相较

于传统的手工纸质文件分发模式,可以显著缩减文件在不同科

室间循环处理的时间损耗,加速审批进程的执行,促使财政资金

得以更为迅速地投入到项目实施中,从而提升财政资金的流通

效率,更有效地支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2]。 

2.2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健全的领导监管体制构成确保财政

资金安全的关键屏障。领导者通过监督评审流程的关键步骤,

能够迅速识别隐藏的资金风险及不当行为。在审核阶段,需确保

监督人员严格执行评审准则与程序,以预防因人为因素引发的

资金错置或滥用现象。以项目资金拨付审核为例,领导的监督机

制能有效确保资金拨付具备充足的理由和遵循正确的流程,从

而防止公共财政资源的不当流失。此举确保了所有财政资金均

精确投向既定的项目目标,显著增强了资金使用环节的安全性

和规范化水平。 

2.3提升评审质量。优化业务流程旨在促进评审工作的标准

化与规范化进程,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对评审结果的影响。此外,

领导监督机制能够激励评审人员持续提升其专业能力,并确保

严格遵循评审准则。通过定期组织业务培训、通过案例研讨等

实践性活动,在领导的指导与激励下,评估者得以及时了解最新

政策与技术,从而提升评估工作的精确度与可信度。举例而言,

于采纳创新建筑材质的工程项目评估过程中,借助领导指导下

的专业训练,评估人员能精确掌握新材质的定价准则与使用

规则,以此生成更为可信的评估报告,进而显著增强全面评估

的品质。 

2.4增强部门协同性。财政评审活动牵涉财政机关、项目施

工单位、审计机构等多部门的协作与配合。通过优化业务流程,

可以清晰界定各职能部门在审核任务中的责任及工作分配,增

强部门间的资讯交流与团队合作。领导监督机制能有效地调和

各部门间的协作,及时应对并解决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与难

题。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估过程中,财务部门担当资金调度

及政策引领的角色,建设方则需提供项目相关材料及实地信息,

而审计部分则负责实施监督与复查工作。通过优化工作流程并

强化领导层的监控,旨在确保各职能间的顺畅协作,汇聚工作能

量,进而提升整体工作效率[3]。 

3 财政评审中心业务流程与领导监督机制现存问题 

3.1业务流程过于复杂。某些财政评审中心的业务流程中存

在步骤冗余与程序繁杂的问题。项目文件在各科室间频繁传递

并需签署,这导致了冗余的审批流程,显著提高了时间和人力资

源的消耗。以项目立项评审为例,相关资料须逐级通过多个部门

的细致审查。各科室拥有专属的审批程序及标准,这不仅显著拉

长了项目评估的时间,还可能延迟前期准备工作,从而降低财政

资金的使用效益,并为建设方增添诸多困扰。 

3.2信息化程度低。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某些财政评审中

心的信息化进程显得相对滞后。资料传播主要依赖于纸质形式,

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流障碍显著,评审数据的聚合与深入解析面

临挑战。评估者在处理各类项目时,常需反复输入同类基础信息,

此操作既消耗时间,亦易于引发人为误差。以工程造价评估为例,

因未建立标准化的信息管理系统,各项目间的工作量清单、物料

成本等信息未能实现高效互通及对比,导致评估人员需耗费大

量时间手工搜集与整合数据,显著加重了工作压力。此外,难以

借助大数据分析手段深入解析评估数据,从而限制了其为决策

过程提供强有力依据的可能性。 

3.3领导监督职责界定不清。某些财政评审中心的领导者在

监督职责的界定上存在不清晰之处,导致出现监督力度不足或

过度介入评审流程的现象。领导者对业务流程中各项审阅活动

的具体监督范围及手段认识不够清晰,由此导致对核心风险区

域的管理力度不足,难以适时识别潜在的难题。另一方面,某些

领导者过度介入具体的评估事务,这削弱了评估人员的独立判

断能力和专业素养,从而可能导致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例如,在特定的项目评估过程中,领导基于个人判断可能影响评

估团队对工程成本的估算,从而损害了评估工作的公正性和科

学性。 

3.4评审人员的专业素质存在差异。财政评审工作技术门槛

高,对评审人员的专业知识及技巧提出严苛要求。然而,某些审

稿人未能及时更新其专业知识,导致他们对新政策、新技术、新

规范的理解存在欠缺。在实践中,对复杂项目进行评审,特别是

那些包含新兴领域或应用新技术的项目时,往往面临挑战,这显

著影响了评审的精确度与效能。例如,在新能源项目评估过程中,

若评估者对新能源技术的运用及其成本计算存在认知不足,这

可能引发评估结论的偏误,从而对财政资金的有效分配及利用

构成潜在威胁[4]。 



经济学研究前沿 
第 8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3082-8295(O) / 2630-4759(P)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6 

Frontier of Economics Research 

3.5缺乏有效的沟通反馈机制。在财政评审阶段,评审中心

与项目执行单位、承包商等关联主体间的交流存在障碍,未能建

立起高效的反馈渠道。建设单位对评审流程、由于缺乏明确的

标准,所引发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的解答。评审者在识别问题后,

难以迅速与相关人员进行有效沟通以寻求解决方案,从而累积

矛盾,阻碍评审进程的顺畅开展。举例而言,于项目结算评估过

程中,评估团队识别到施工方在某些费用计算上的依据不足。然

而,因沟通反馈机制存在瓶颈,未能高效地与施工方确认事实,

由此引发评审流程受阻,进而推延了整个评审进程。 

4 财政评审中心业务流程优化与领导监督机制完善

策略 

4.1精简优化业务流程。全面审视并梳理当前的财政评审工

作流程,依据流程优化原理,剔除冗余复杂的步骤,整合重叠的

程序。采用集中的审核流程,将原先分布在不同科室的审核步骤

整合,以降低文件传递的频次。举例而言,设立一个集成化的评

审服务中心窗口,项目实施主体仅需向单一窗口递交文件,通过

专职人员负责内部流程的传递及审核协调,以此来提升评审工

作的效率。此外,我们制定了标准化的评审流程手册,清晰界定

了各阶段的操作规程、时间框架及责任人,确保评审过程遵循既

定规则,从而有效提升评审工作的规范化程度与执行效率。 

4.2加强信息化建设。显著提升对财政评审信息化建设的资

金投入,并构建一个统一的信息化评审系统。通过线上平台实现

项目文档的提交、流程管理、存储及分享功能,借助大数据与云

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对评审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与全面分析,从

而为决策制定提供坚实依据。借助信息化平台,评审者能即时访

问项目详情,自动化地对比多个项目中的相似数据,迅速识别异

常现象,从而提升评审的精确度和效能。举例而言,构建工程项

目造价数据库,集成各种工程的成本指标、物料价格等数据资源,

使评审者在评估新项目时能迅速查阅并参照,以减轻重复计算

任务。此外,通过应用数据统计模型,能够实现对项目成本合理

性的智能化判断与评估。 

4.3细化领导监督责任。建立详尽的领导监管工作规程,清

晰界定领导在业务评审全过程中的监督责任、执行手段及其职

权范围。领导的主要职责包括监督评审程序的合法性、评审人

员的廉洁行为,以及重大事项的决策,以确保不对具体的评审工

作进行不必要的干预。构建监督工作记录及评估制度,将领导监

督工作的执行效果整合进绩效评价框架,以确保监督工作的有

效实施与落地。举例而言,可以设定规则,要求领导者在项目评

审的关键阶段进行监督与检查,并详细记录监督日志,对于识别

出的问题应即时推动纠正措施的执行。此外,应周期性地对领导

的监督活动进行评价,以此激励领导者积极承担并履行其监督

责任。 

4.4加强评审人员专业能力培养。定期安排评审团队参与专

业培训,特聘行业权威人士及政策制定者讲授课程,以即时传达

最新政策动态、技术进展及管理标准。激励评估人员参与专业

资质认证考试,以提升其专业能力。构建内部学习互动体系,周

期性举办评审心得交流会、实例研讨会议等,以推动评审成员之

间的知识共享与能力提升。举例而言,每月举办一次业务研讨会,

挑选具有代表性的评审案例进行深入剖析,邀请评审人员分享

他们在案例评审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与启示,集体讨论应对复杂

挑战的策略,以期提升评审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5]。 

4.5建立完善沟通反馈机制。构建互动桥梁,强化财政评审

中心与项目实施主体、承建方等关联方的协作与信息交换。为

确保项目评审顺利进行,我们通过组织培训、分发宣传材料等手

段,详尽地向建设单位阐述评审流程及其评判准则,以使对方全

面掌握评审的具体要求。在审议阶段,应设置专职的沟通协调职

位,其职责在于即时报告问题,收集各方建议,并协同制定应对

策略。在评审结束后,仔细倾听所有参与方对评审结果的反馈,

并合理地采纳有益建议,持续优化评审流程。举例而言,构建了

一个在线交流平台,所有参与者均可即时提出疑虑、反映问题,

评审中心随即予以回应与解答,以确保沟通管道的高效畅通,从

而保证评审流程的顺畅进行。 

5 结语 

财政评审中心的业务流程优化及领导监督机制的完善是确

保财政评审工作品质、促进财政资金安全且高效运作的关键任

务。基于对业务流程特性的精细分析,明确了优化与监管的迫切

需求,准确地辨识现有挑战并制定出定制化的应对措施,这一举

措能显著提升财政评审中心的运作效率,强化评审成果的科学

性和公平性,推动跨部门协作,从而有效应对财政体系改革与发

展的新态势。展望未来,伴随经济社会的持续演进与财政治理标

准的日益提升,财政评审中心应不断深化业务流程的精炼与领

导监管体系的革新,以稳固支撑财政领域的高质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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