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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预算透明度的比较与启示
———兼论预算透明度提升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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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开透明是现代预算的基本特征，也是各国财政管理的重要准则。“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
代表，在预算透明方面表现出诸多共性和差异。在“金砖国家”预算透明问题总体考察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这些国

家提升预算透明度的动力机制，对于中国预算透明度改进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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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相关文献综述

２０ 世纪中后期以来，预算透明成为发达经济体财政改革的基本准则①。提升预算透明度，促进财政

信息公开，可以确保公众及时获知真实的预算信息，同时，这也是约束政府财政支出、加强公共支出监督

的重要环节。基于预算透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国际投资者往往将其列为重要的投资考察条件［１］。在

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开始探索增进预算透明度的途径，以提升公众治理水平。

“金砖国家”是由“金砖四国”的概念演化而来的。高盛公司（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较早对“金砖四国”
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与预测。它的研究指出，２０４１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有望超过美国；２０３５
年印度的经济规模可能会超过日本；２０３０ 年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欧盟［２］。“金砖国家”保持着较

快的经济增长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２０１０ 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增长率为 ２． ７％，而南非、俄罗斯、
巴西、印度和中国的增长率则分别为 ２． ８％、４％、７． ５％、８． ８％和 １０． ４％，“金砖国家”的快速发展已经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金砖国家”同属新兴经济体，同样面临转轨时期的某些共性问题，包括提升预算透明度在内的

财政预算改革，对于抑制贪污腐败、建立高效善治政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国际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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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ＩＢＰ）的研究显示，南非、巴西的预算透明水平居于全球前列，印度和俄罗斯的预算透明度
也比较高，这为中国提升预算透明度的路径选择提供了较具启示性价值的参照体系。

国外针对“金砖国家”财政预算问题的专题研究虽然较少，但新兴经济体已为各国学者所重点关

注。近十年来，将“金砖国家”的两个或多个成员国进行对比研究的文献中不乏精彩之作。Ｓａｎｔｉｓｏ 的
研究中对巴西、印度、南非的多边合作和审计制度等均有涉及［３］。Ｐａｏｌｏ Ｄｅ Ｒｅｎｚｉｏ 等人在分析资源依
赖型国家的预算透明与发展问题时，对南非、印度及俄罗斯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考察［４］。Ｌａｕｒａ Ｄｅ Ｎａｒ
ｄｉｓ对巴西、欧盟、日本、南非的电子政务互用性框架和最佳做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发展电子政务的
总体框架及开放标准［５］。

有关“金砖国家”预算透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子政务、立法促进及公众参与三个方面。

Ｍｉｃｈｅｎｅｒ对拉美地区加强预算透明度、推进信息公开的法律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指出，巴西尽管早已在
宪法中赋予公众获得财政信息的权利，但其媒体的信息覆盖相对薄弱［６］。Ｍｏｒａ 对巴西开展电子政务
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指出制度保障在确保信息公开中的作用，并对地方政府进行了具体考察［７］。

Ｓａｎｔｉｓｏ 在考察巴西议会对预算的作用时，指出议会在预算编制执行过程中处于监督地位，认为应加
强议会在预算透明和财政问责方面的作用，以全面保证预算效率［３］。

Ｄｉａｍｏｎｄ 在对俄罗斯预算体制进行论述时指出了透明的财政管理体系的重要意义，进而探索了
建立透明财政体系的方法［８］。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ｖａ 在对俄罗斯部分地区参与式预算的研究中，指出参与式预
算为预算透明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手段，促进了预算效率的提升［９］。

Ｒｉｄｅｒ在分析印度地方转移支付体系时指出，目前印度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关系的透明度较低，这
导致了预算低效率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１０］。Ｖｅｒｍａ 列举了印度开展电子政务的具体措施，分析
了这些措施产生的效果［１１］。

根据 ＩＢＰ组织《２０１０ 预算透明指数》提供的信息，南非以 ９２ 分高居榜首，成为世界上预算最为透
明的国家。ＩＢＰ组织的相关研究显示，南非的信息公开程度较高，与其电子政务的良好开展密切相
关。Ｖａｎ Ｚｙｌ等对包括南非在内的九个非洲国家的预算透明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从立法、公众参与、
预算编制流程等方面系统勾勒了南非预算透明的框架［１２］。

二、“金砖国家”的预算透明行动

２１ 世纪的最初十年，“金砖国家”呈现出较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尽管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９ 年间，俄罗

图 １　 １９９０ 年以来“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情况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１３］。

斯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呈负增长，但自实行预

算改革以来，其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已达到或
接近 ７％。巴西于 ２０００ 年实施了《财政责任
法》，政府积极改进了财政账户，十多年来的

财政收入盈余使巴西的内债和预算赤字呈

现下降趋势，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 ６％。
南非自 １９９４ 年消除种族隔离以来，实行审
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出现良好的增长势头。

而中国与印度一直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

态势，国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参见图 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动荡产

生的对财政信息的迫切需要，预算透明问题在全球范围得到广泛关注。与之相应，各国提高预算透明

度的措施纷纷出台，而“金砖国家”的预算透明进程也大抵兴起于此时。

（一）巴西：财政管理手段的创新

为了加强预算收支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巴西财政部于 １９８７ 年建立了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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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统一体系，该体系涵盖预算编制、税收、国库、银行账户、预算单位等预算收支的所有环节，用于

监控预算收支的增减变动情况。１９９８ 年，巴西开始实施绩效预算，注重预算信息的评估，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颁布的《财政责任法》规定将预算信息全面公之于众。巴西进行了政府会计制度改革，严格政府机关

账户管理，要求政府公布预算执行报告、预算管理报告，并对未按规定执行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惩戒

措施。随着网络的普及，巴西政府建立了透明导向的政府门户网站，公布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合同、采

购招标情况及各项行政开支情况。各地方政府应在网络上公布大型工程和社会项目的投资及资金使

用情况。２００９ 年颁布的巴西《新自由信息法》进一步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
此外，巴西作为参与式预算的重要策源地，其参与式预算开展情况得到了联合国的好评。１９９８

年的参与式预算活动，被认为是预算透明在地方实践的“破冰之旅”。如今，在巴西全国广泛展开的

参与式预算，为公民和民间组织参与预算决策、监督预算资金使用情况提供了便利条件，进一步促进

了预算的公开透明。

（二）俄罗斯：与社会经济转轨同步

近年来，伴随着俄罗斯社会转型步入稳定阶段，公众参与预算决策的机制逐步得到保证。众多非

政府组织（ＮＧＯ）意识到参与政府预算的重要性，圣彼得堡人文和政治研究中心（ＳＰＣＨＰＳ）等非政府
组织在评估预算效率、促进公众参与、编制居民预算、推动预算信息立法、进行预算知识培训等方面做

了重要努力。由于具体法律依据的缺失，ＮＧＯ 组织运用技术手段有计划地开展了推动预算公开的
工作。

１９９８ 年开展的“公民与政府———走向合作之路”项目（也称“预算透明进程”）旨在促进预算过程
中的民主参与以及公民权利的保障。顺应公众对预算信息的要求，俄罗斯进行了预算过程和预算信

息披露的改革。目前，俄罗斯已经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推荐公布的预算文件在互联网上
予以公布。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俄罗斯颁布了《关于保障获取有关国家机关以及地方自治权力机构活动信
息》的新法案，详细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信息利用者的权利、政府信息提供的方式以及

违法责任和救济措施等内容。这为俄罗斯预算信息公开提供了详细的法律依据，也为预算透明度的

提升提供了保障与便利。

（三）印度：民间力量的积极推动

近年来，印度的预算信息公开取得了较大进步，公众在推动预算透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间组织和个人在致力于推进预算信息公开的同时，还推动着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进程。印度拉扎

山邦一个工农联盟的“赋权于工人和农民的运动”（ＭＫＳＳ）就促成了《信息自由法》和《印度全国农村
就业担保方案》的出台［１４ １５］。

２００５ 年，印度进一步修改颁布了《信息权利法》，这为公众全面参与预算提供了依据与便利。自
实施《信息权利法》以来，公民社会在监督政府财政透明、监督司法公正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近

年来，ＤＩＳＨＡ①，ＰＲＯＯＦ②等组织积极分析公共预算的内容，宣传预算知识，开展预算追踪，推动着预算
透明的进程。印度的信息公开主要是靠公民社会组织（ＣＳＯ）和媒体推动的，印度比较健全的民主制
度（包括独立的司法及政党竞争制度等）是信息公开法律得以运行的重要基石。

（四）南非：全面完善的制度保障

在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后，南非逐渐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以保证信息公开与公众对预算过

程的参与。１９９６ 年的《宪法》、《公共财政管理条例》（ＰＦＭＡ），２００３ 年开始实施的《地方财政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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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ＭＦＭＡ）以及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生效的《信息公开促进法》等法律，共同推进着南非的预算透明进程。
在南非，民间组织积极参与预算活动，推动着政府信息公开。例如，１９９９ 年底，南非工会理事会、

南非教会理事会和非政府组织协会组成了“人民预算联盟”。为了提高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关注度，推

动政府在消灭贫困和提高就业方面的努力，让公众更多参与预算过程，联盟在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发起了
“人民预算运动”。联盟每年都对政府预算方案进行评估，重点在于评估预算方案对低收入群体的影

响是否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平等的服务以及更多的社会保障［１６］。

２００１ 年，南非民间组织开始发布年度《居民预算》，在消灭贫困等领域给政府预算提出建议。后
来，财政部门于预算草案发布的同时也公布了《居民预算》。在预算准备阶段，全国非政府组织联盟

经常就穷人的利益需求举行听证会，对相关群体的偏好进行排序，并将其提交预算准备机构。政府也

主动召开预算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例如，每年的 ９ 月至 １０ 月，南非中央和地方财政机构下属的中
期预算委员会将就各自的预算展开听证，之后根据听证情况向财政部提交预算建议。听证的结果成

为财政部修改预算与制定《中期预算政策声明》的依据［１７］。由民间组织建议、审计部门具体实施的

追踪审计更加强了对预算资金使用的监督控制。经过多年努力，南非的预算公开取得了可喜成果，最

终跃居预算公开排行榜榜首。

（五）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共同探索

新中国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此时

的预算信息是较为封闭的，但“人民监督政府”的理念仍旧对公开政府信息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阶

段是从改革开放到 ２００７ 年，这时的信息公开制度处于有限调整阶段；第三阶段是 ２００８ 年之后，伴随
着《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中国的预算信息公开步入高速发展阶段。

在中国，有关预算透明的早期事件可以追溯到 １９９９ 年，审计署公布了《关于 １９９８ 年中央预算执
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①。２０００ 年之后，应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求，中
央各部委在呈报原有预算文件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本部门预算情况的汇报。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建

立并完善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规范改进政府收支分类和预算科目，推行以公开招标为核心的政府采

购制度，定期出版财政公告，为预算透明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从不同侧面推进了财政透明度的提升。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地方预算公开得到长足发展，例如，河南省焦作市自 ２０００ 年起逐步公开预算信息，
２００９ 年广州市也在网上公开了本级预算。

此外，与预算公开相关的具体政策法规相继颁布，以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民知情权的真正实现。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把行政决策、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推进依法行
政的重要内容；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出
台；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

三、“金砖国家”预算透明度的比较分析

为打造反腐倡廉的财政制度基础，顺应预算公开的时代潮流，“金砖国家”也开始关注本国预算

的公开透明问题。各国积极开展了针对预算公开问题的研究与制度建设。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文化

观念等原因，各国的预算公开情况存在显著差别。

在预算公开指标排行榜中②，英国、新西兰、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名列前茅，而苏丹、尼泊

尔、民主刚果共和国等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则排在倒数的位置上。就“金砖国家”而言，２００６ 年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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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份报告就中央政府预算执行中存在的挪用专项资金、救灾款物，挤占社保资金，投资不合理导致经济损失等诸多严重问题做

出了系统性的揭示。

对各国预算透明度的研究机构中，分析全面且权威的当属 ＩＢＰ组织。其首份研究报告涉及的国家为 ５９ 个，其后研究的国家逐
渐增多，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９４ 国。这是唯一独立自主比较衡量政府预算透明情况的研究成果，其严谨性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



告中没有包含中国的信息，其后的两期调研报告涵盖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的相关情

况。五国的预算透明得分散见于排名榜的各类水平上，其差别较大（参见表 １）。
表 １　 “金砖国家”预算透明综合指标①

２００６ 年
得分

２００６ 年
排名

２００６ 年
调整后

得分

２００６ 年
调整后

排名

２００８ 年
得分

２００８ 年
排名

２００８ 年
调整后

得分

２００８ 年
调整后

排名

２０１０ 年
得分

２０１０ 年
排名

巴西 ７３ １０ ７４ ９ ７４ ８ ７４ ８ ７１ ９
俄罗斯 ４７ ２８ ４７ ２７ ５８ ２２ ５８ ２２ ６０ ２１
印度 ５２ １７ ５３ １７ ６０ ２０ ６０ ２０ ６７ １４
中国 — — — — １４ ６３ １４ ６４ １３ ７９
南非 ８５ ４ ８６ ４ ８７ ２ ８７ ２ ９２ １

　 　 资料来源：根据 ＩＢＰ调查结果整理所得。

从表 １ 中我们可以发现，南非排名靠前，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预算透明情况也比较良好，而中国
的预算透明度较低，一直处于平均得分之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非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其预

算透明得分一直很高，２０１０ 年甚至成为预算最为透明的国家。具体来看，南非自首次接受调查时起
就向公众提供广泛的预算信息，并且得分不断增加，排名不断提升；巴西虽然排名有升有降，但一直属

于“提供大量信息”的一类②；印度得分不断增加，在 ２０１０ 年的调查中从“提供部分信息”国家变为
“提供大量信息”的国家；俄罗斯的得分与排名也一直上升，虽然还处在“提供部分信息”的国家行列，

但它已经达到这一级别的最高分 ６０ 分；中国一直处于“提供极少信息或者根本不提供信息”的国家
行列，并且 ２０１０ 年的得分比 ２００８ 年还低 １ 分，在排名退步的同时，其相对排名也在下降，由前 ７５％下
降至前 ８４％③。

而就预算参与情况和监管而言，“金砖国家”间也呈现一定的差异。巴西审计机关具有较强的权

力，而议会对预算的影响则不够完善，没有召开适当的听证会以听取公众的意见。印度的情况与巴西

相类似，审计机关缺乏与公众的沟通联系，缺少公众参与审计过程的机会。俄罗斯的审计监督能力和

议会监督能力都很强，但联邦政府没有针对预算草案召开听证会，审计也缺乏后继的跟进监督。中国

审计机关的预算监督能力强于人大监督能力，在听取公众意见方面则仍有待改进。南非的议会与审

计机构都有着较强的权力，在预算编制、审议、实施、评价各个阶段都为公众提供了参与预算的机会，

但审计机关的工作与公众沟通比较欠缺。

四、启示与借鉴：预算透明度提升的动力机制及其差异

（一）“金砖国家”预算透明度提升的动力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的动力机制大致包括引力模式、压力模式、推力模式及耦合模式，虽然不同研究者

对各种模式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实质内容却大同小异［１８］。一国的政府信息透明与预算公开一般是多

种作用力共同影响的结果。仅就“金砖国家”预算透明度提升的动力机制而言，它们无疑均具耦合模

式的特色，即压力、推力等多种作用力综合促进了一国的预算透明度提升。

预算透明度包含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两方面的内涵，而预算透明度的提升涉及政府、国际组织、

向政府提供捐助的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等多个主体。作为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者，政府掌握着预算信息

并直接决定预算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程度。公众对信息公开及预算参与的要求、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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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０９ 年，问卷调查的标准有了一些变动，ＩＢＰ组织根据新的标准对 ２００６ 年以及 ２００８ 年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考评，得出了调整后
的得分及排名。２００６ 年的报告中包含了 ５９ 个国家的内容，２００８ 年包含了 ８５ 个国家的内容，２０１０ 年包含了 ９４ 个国家的内容。

根据 ＩＢＰ组织的规定，预算透明得分 ８１—１００ 分表示该国在预算文件中提供广泛信息，６１—８０ 分表示提供大量信息，４１—６０ 分
表示提供部分信息，２１—４０ 分表示提供少量信息，而 ０—２０ 分表示提供极少信息或根本不提供信息。

２００８ 年的透明度排名中共包含 ８５ 个国家，中国的名次为 ６４，为前 ７５％；２０１０ 年的透明度排名中共包含 ９４ 个国家，中国排名第
７９，为前 ８４％。



力以及国际组织的要求，共同形成政府提升预算透明度的压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公民意识

觉醒，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引起公众不满，是带来这种压力的深层次原因。政府满足公共需要、

实现善治的愿望和改革行动，则进一步推动着预算透明度的提升。政府善治的实现，主要通过建立健

全法律制度、运用高科技手段、管理政府事务等方式实现。同时，媒体的积极宣传报道、政府落实对国

际组织的承诺，也对预算透明度的提升形成推力。各种力量形成耦合模式，共同促进着预算透明度的

提升，其作用机制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预算透明的动力机制

同时，各国的预算制度、法律制度的

完善，公众预算知识的提高，高科技手段

在电子政务和媒体领域的运用，积极向

国际组织做出承诺并落实，都直接推动

了预算透明进程。“金砖国家”都建立了

信息公开法律来保证政府信息的公开透

明，南非、巴西更在预算法律中要求公开

预算草案等文件。中国焦作、温岭等地

的预算听证制度或民主恳谈制度，也为

公众获取预算信息、参与预算提供了途

径。而巴西和南非在 ＩＢＰ 组织的号召下
分别作出承诺：巴西承诺要公开失业救

济资金和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的花费情

况，召开中央及地方会议讨论公共参与

机制；南非承诺加强与民间组织的合作，

为公众跟踪预算提供便利［１９］。这些国家

对承诺的践行将有力提升本国的预算透

明程度。而各国民间组织的活动均注重与媒体的合作，借助媒体力量向公众进行广泛宣传。

（二）“金砖国家”预算透明度提升机制的比较分析

“金砖国家”的预算透明实践涵盖了各方的力量，均呈现耦合模式。各国政府建立健全预算信息

公开法规，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主动公开预算文件，展开参与式预算的尝试；而民众也积极要求了解预

算信息，参与政府预算过程；研究机构或民间组织展开对本国预算透明度的调研，分析本国的预算文

件，宣传预算知识，推动着预算透明的进程。然而，在不同国家，各种预算透明促进因素所起的作用不

尽相同，公民在预算过程以及预算透明改革中的地位差别很大。

俄罗斯由于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财经管理制度，确保了预算工作的可辨识性，而民主与法律保障又

使民间组织在受到制度保障后能顺利开展工作，进而参照 ＯＥＣＤ 的《预算透明最佳实践》要求，公开
了各类预算报告。而民间组织更进一步加强预算研究，致力于影响政府预算编制的工作。

印度的民间力量（尤其是个人）对预算透明的促进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中国，人大监督机制的日

趋加强以及民主意识的提高，使得公众对预算情况产生了强烈的诉求。然而，预算透明度提升的实质

性改变则源于政府内部的反思。在《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之后，律师群体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①。

南非则表现为上下联手推动、追踪预算执行情况：民间组织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展开调研，向政府

提供预算建议；政府颁布完善的法律，提供广泛的预算，通过听证会或设立机构听取公众意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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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２００９ 年，河北省沧州市律师韩甫政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开移动电话月租费的成本检测报告等［２０］。



切实有力地保证了预算过程的透明。

在巴西，参与式预算改革则明确保证了公民的直接参与，为各方监督大开便利之门。政府作出的

尝试为公众参与预算提供了保障，民间组织则加强了对政府网络、信息系统、法律法规的考量研究，与

其他拉美地区民间组织加强合作，指出政府在预算透明方面存在的问题，呼吁预算信息的公开透明，

促进了巴西预算透明度的提升。

在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初期，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相适应，为减少改革的成本和阻力，财政改

革集中在先解决那些难度相对较小或急需调整的制度和事项上（如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等），沿着“先收入改革、后支出改革”的路径展开。这种从先易后难的角度出发率先启动“边角改

革”、逐步深化到“核心改革”的策略，是符合中国财政改革的历史趋势与逻辑结果的。因侧重于政府

支出方面的安排与管理，故公共预算透明度改革属于公共财政构架中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因而这一改

革也同样呈现以“边角改革”推动“核心改革”的制度变迁方式［２１］。

但是，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可行的改革策略，从而使改革的成本尽可能降低，将引发的利

益格局振荡降至各利益方都可以接受的较低水平。政府预算公共化改革可先从较小范围的试点开

始，从技术层面较为简单的措施入手，以“边角改革”逐渐延伸至涉及利益格局调整等“核心改革”领

域，从而最终完成预算公开化改革的历史进程。

就中国预算透明度提升的现实路径选择而言，首先，需要政府提高对预算透明的认识程度，建立

相应的制度，进行相应的实践。政府是掌握预算信息及执行情况的主体，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确保

预算信息公开、预算资金使用情况的评估及宣传工作。公布政府预算应是一项法律义务，应制定政府

预算公开制度及相关法律［２２］。其次，要发挥公众力量，提升公众对预算的理解力、参与能力和参与程

度，这是我国目前提升预算透明度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能最终使政府探索与公众努力形成合力，营造

预算透明公开的氛围以及公众积极参与预算过程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的基

础环境，积极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际制度经验与技术经验，有效推动我国的预算透明进程。

预算透明度建设作为一个渐次推进的过程，不仅需要政府财政部门具备预算公开的勇气和技术

支持手段，而且需要培养具有一定预算素养的相对成熟的公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然而，目前似乎

过于强调政府财政部门的预算公开责任，对于培养公民预算意识这种更加踏实的工作则很少有人问

津。就操作层面而言，以下“三部曲式”的预算公开进程，似乎是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首先，全面推

广人大代表政府预解读的知识普及，提升立法监督机构的预算管理权威；其次，在各级人大系统内部

建立预算审议的专家咨询机构，由具有丰富经验的预算管理专家协助人大代表审查政府预算；最后，

尝试推行政府预算的分部门逐一表决制度，全面提升政府预算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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