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快速，其政經制度之沿革亦深

受各國關注，預算制度為重要

項目之一。中國大陸欲藉由國

家預算掌控，對預算支出具備

支配權，及強化中央對地方經

濟快速發展所造成的經濟失控

之導正能力，於 1994 年 3 月

22 日第 8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 2 次會議通過中國大陸預算

法，同時由國家主席令第 21 號

公布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該法第 1 條規定：「為強

化預算的分配和監督職能，健

全國家對預算的管理，加強國

家宏觀調控，保障經濟和社會

的健康發展，根據憲法，制定

本法」，強調中央在預算編製

及管理上之職權，廢除舊法「國

家預算管理條例」僅規範各級

政府預算作業。該法施行已

18 年，為提升財務管理效能，

2012 年 7 月 6 日第 11 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27

次會議審議中國大陸預算法修

正草案，目前法制作業仍在進

行中。

貳、中國大陸憲政體制

 一、實施社會主義制度

（一）中國大陸實施社會主義

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為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

權。國家行政機關、審

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

生，對它負責，受它監

督。

（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

職權包括：修改憲法；

制定和修改刑事、民

事、國家機構及其他基

本法律；選舉國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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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各部部

長、審計長、中央軍事

委員會主席、最高人民

法院院長與最高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以及審查

及批准國家預算與預算

執行情形報告。

 二、中央政府組織體系

（圖 1）

（一）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公

布法律，任免國務院總

理、各部部長、審計長

等；授予國家勳章和榮

譽，發布特赦令；宣布

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

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

條約和協定。

（二）國務院：為中央人民政

府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

執行機關，亦是最高國

家行政機關。由總理、

副總理、國務委員、各

部部長及審計長等人員

組成。其職責包括：根

據憲法及法律，制定行

政法規及行政措施；規

定各部會任務及職責，

統一領導各部會工作；

編製及執行國民經濟、

社會發展計畫與國家預

算等。國務院另設立審

計署，對國務院各部門

及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政

收支，對國家財政金融

機構及企業事業組織的

財務收支，進行審計監

督。審計署在國務院總

理領導下，依照法律規

定獨立行使審計監督

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

干涉。

（三）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是

國家的審判機關。大陸

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地

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

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

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

行政機關干涉。

（四）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

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

關。大陸設立最高人民

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

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

專門人民檢察院。人民

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

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

政機關的干涉。

 圖 1　中央政府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彭懷恩《各國政府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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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國大陸預算制度

一、預算法規

中國大陸預算法對各級政

府預算分級、預算收支平衡、

預算年度等作原則規範，另對

預算管理職權、預算收支範圍、

預算編製、預算審查與批准、

預算執行及決算辦理等事項予

以規定。

二、預算權責機關之組織

與功能（圖 2）

國務院「財政部」職權

包括：負責編製中央預算、決

算草案；具體規劃中央與地方

預算之執行；提出中央預算預

備費動用方案；具體編製中央

預算調整方案；定期向國務院

報告中央及地方預算之執行情

況。其中財政部「預算司」負

責業務項目如下：

（一）擬訂財政體制與預算管

理制度，編製中長期財

政規劃。

（二）研究提出編製年度預算

指導原則，提出增加收

入、節約支出及平衡財

政收支之政策措施與建

議。

（三）負責編製年度中央預算

草案、國債發行計畫及

中央本級預算外資金收

支計畫。

（四）負責政府債務政策研究

及有關協調工作。

（五）分析報告國家預算執行

情況；審定中央各部門

人員經費、公用經費支

出定額標準。

（六）負責研究建立財政支出

績效評價體系。

（七）審查中央部門預算及政

府採購預算。

（八）彙總年度全國財政預、

決算。

（九）指導地方預算管理，區

域財政政策，負責中央

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工

作。

（十）負責指導預算管理資訊

網路體系建置等。

三、預算編製情形

會計年度自公曆 1 月 1 日

圖 2　國務院「財政部」機關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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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 12 月 31 日止。各級政府、

各部門、各單位應當按照國務

院規定時程編製預算草案。中

央預算中必須的建設投資部分

資金，可以通過舉借國內和國

外債務等方式籌措，但是借債

應當有合理的規模與結構。國

務院「財政部」應當在每年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舉行一個

月前，將中央預算案的主要內

容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

經濟委員會進行初步審查。

四、預算審議情形

國務院在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舉行會議時，向大會報告

關於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中

央預算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

查及批准；地方各級政府預算

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及批

准。

五、預算執行情形

各級預算由本級政府組織

執行，具體工作由本級政府財

政部負責。預算收入徵收部門，

必須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

及時、足額徵收應徵的預算收

入。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

規定，擅自減徵、免徵或者緩

徵應徵的預算收入，不得截留、

占用或者挪用預算收入。各級

政府、各部門、各單位的支出

必須按照預算執行。各級政府

應當加強對本級國庫管理及監

督。

六、決算編製與審議情形

決算草案由各級政府、各

部門、各單位，在每一預算年

度終了後按照國務院規定時間

編製，編製決算草案的具體事

項，由國務院「財政部」規劃。

國務院「財政部」編製中央決

算草案，報國務院審定後，由

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審查及批准。國務

院「審計署」對政府各單位的

預算執行、決算實行審計監督，

並向該政府提出審計報告。

肆、兩岸比較與修法

概況

一、兩岸制度比較概況

（下頁附表）

二、中國大陸預算法研修

重點

為提升財務管理效能，明

確規範中央與地方財務關係，

強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算審

議功能，中國大陸預算法研修

重點如下：

（一）將預算分為公共預算、

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

資本經營預算、社會保

障預算。各預算應當保

持完整、獨立，同時保

持各類預算間互相銜接。

（二）預算由預算收入和預算

支出組成。各級政府的

全部收入和支出都應當

納入預算。公共預算收

入應當統籌安排使用。

（三）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

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批准的預算及決

算，應向社會公開，但

涉及國家秘密的內容除

外。

（四）國家實行財政轉移支付

制度。財政轉移支付應

當公平、公開，以一般

性轉移支付為主體，以

均衡地區間基本財力為

主要目標。

（五）國務院財政部門具體負

責對中央政府債務的統

一管理，並對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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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兩岸憲政體制與預算作業制度比較

債務實施監督管理。

（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預

算草案及其報告，重點

審查下列內容：

1. 預算安排是否符合預算法

及有關法律規定；

2. 預算安排是否貫徹國民經

濟及社會發展方針政策；

3. 預算收入及預算支出編製

是否完整；

4. 對下級政府的轉移性支出

預算是否規範、適當；

5. 舉借債務是否合法、合理；

6. 為完成預算提出的政策措

施是否切實可行；

7. 與預算有關重要事項的說

明是否清晰。

（七）各級政府依據法定權限

作出決定或制定行政措

施，凡涉及減少財政收

入或增加支出，應當在

預算批准前提出並在預

算草案中作出相應安排。

伍、結語

如何將有限資源作有效

運用，提升財務管理效能，規

範中央與地方財務關係，強調

預算透明公開原則，為各國政

府持續改進目標，國際性組織

亦大力宣導推廣。中國大陸憲

政體制雖與民主國家的體制不

同，但從中國大陸預算法相關

規定及未來研修重點，在預算

管理面向與各國之努力目標或

方向係屬一致。除制度面及原

則性規定外，各國對中國大陸

預算實際運作亦相當關切，未

來也期待各界對此部分能進一

步觀察並增進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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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中華民國 中國大陸

（一）憲政體制 五權分立 社會主義

（二）預算作業制度

1. 會計年度 曆年制 曆年制

2. 預算編製之權責

機關

行政院主計總處彙核整編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國務院「財政部」負責編

製中央預算草案。

3. 預算審議之權責

機關

立法院審查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及

批准國家的預算與預算執

行情形報告。

4. 決算編製與審議

之權責機關

1. 行政院主計總處應就各

單位決算彙編總決算，

提經行政院會議通過

後，提出於監察院。

2. 審計長於中央政府總決

算完成審核後，提出審

核報告於立法院。立法

院就審核報告中有關預

算執行、政策實施、及

特別事件之審核、救濟

等事項予以審議。

1. 各部門應審核並彙編本

部門決算草案，送財政

部審核。國務院「財政

部」編製決算草案，報

國務院審定後，由國務

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審查及批

准。

2. 國務院「審計署」對政

府各單位的預算執行、

決算實行審計監督，並

向國務院提出審計結果

報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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