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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急物资储备财政管理的改进策略

姚� 云*
广饶县发展和改革局，山东� 257300

摘� 要：应急物资的储备作为现阶段应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财政管理中一项特定的领域。伴随着近年

来各种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日趋频繁，我国应急物资的储备在制度、运行与管

理方面都表现出难以适应现阶段应急管理需要�不能达到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本文从财政管理视角，分析我国应急物

资在储备中存在的一些财政管理问题，同时给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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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突发事件就是突然发生，且导致或者导致重大社会危害的事件，应该及时的采取一些应急处理措施应对好发生的

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物资是上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所必需的保障性物

质，是应急管理的重要环节，所以，做好应急物资的储备与管理，对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快速、及时、合理、科学的处

置，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各种可能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有着很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二、我国应急物资储备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央和地方相应事权配置出现偏差

目前我国物资储备的事权，在制度上要求中央与地方一同承担，其中以地方政府的管理为主，但事实上事权的分

布存在着很大的错位。应急物资大多数都是由中央财政负责的，尤其是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中央财政所承担的比重

是更大；地方政府对于应急物资的储备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支持力度也未达到事件相应的需求，应急物资得不到

有力的保障���。在面临性命攸关的应急处理时，地方应急物资储备库存品种和数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中央政府自然

而然要增加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地方政府应急物资占有的比例不高，这导致了应急物资的储备事权配置出现错位。

（二）紧急采购不够规范

因为地方政府应急储备占比不高，中央政府储备毕竟有限，当面对突发事件时，往往需要临时性的紧急采购，而

紧急采购只是一种填补性的采购，我国应急物资储备在这一方面还是存在着诸多采购上不规范的问题。

���财政上没有形成规范的所需资金的来源及方式

通常来说应急资金需要纳入政府采购的预算之中，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依据相关的要求给予真实可靠的储备资金来

源，现阶段只可以借助预备费或临时申请、特事特办等方式进行解决���。

���紧急采购的需求量与产能库存相差很大

如在����的抗震救灾时，民政部紧急采购的帐篷��万顶，远远超出常规采购产生的库存量，这就导致常规采购

已然由添补作用变成中流砥柱。

���紧急采购的方式较为混乱

（�）采购面较广，就是采购尤为紧急的物资，也会将其作为一般性质的物资实施采购���。

（�）供应商选择与成交价格的确定比较随意，对于采购的时限也没有较为准确的规定。

（三）应急物资储备的财政资金运用率低下

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应急物资储备通常仍是采用实物储备的方式，即把利用财政资金进行应急物资的采购，并

把其放置在指定的应急仓库中，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进行紧急调拨。尽管应急物资管理中已经开始利用商业化的协作

手段，与相关物资生产和供应企业以框架协议、合作储备的形式，开拓应急物资的储备方式，扩大储备物资的种类、

数量，但综合实际来看，商业化的协作手段最后仍归结于紧急采购，也往往采用特事特办的财政资金拨付方式进行。

采用实物储备的方式虽然可以让物资得到最为快捷且迅速的保证，然而由于这样的方式太过单一���，导致承担起储备

库的建设资金是比较大的，并且在进行维护与更新时所需要的费用也比较高。更重要的是，每经过一次突发事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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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相应应急职责的部门就可能依照这种方式储备应急物资，建设物资储备仓库，单没有把应急物资的种类、数量、规

格、实用性通过部门间的协同进行综合的考量，科学的配置，导致财政资金的运用率大大减弱。

（四）物资调拨运用的财政核算机制不够完善

针对中央政府而言，需要储备大量的应急物资，调拨时地方基本不需支付任何的费用，中央级的储备单位不会获

得补偿，其需要承担的财政压力就明显的增大，调拨支援具有的积极性也大大地降低了���。同样地，对于省、市、县

等各级地方政府而言，没有精细化的财政管理，不管是在事前进行的资金准备，还是说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紧急的应

对，大多数都是被动式去响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地方财政需要应对的负担，增加其多调用、少储备的行为，

对应急物资的储备重视度不够，财政制度和程序在应急期间无论是过于繁冗还是相对简化，都欠规范化和科学化。此

外，应急管理主要依靠的是政府，没有更加规范化的财政核算和支付方式有效地利用市场和市场机制，通过民间组织

协作来加强应急物资的储备。

三、我国应急物资储备财政管理的改进措施

应急物资的储备本身就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其也是新时期下对于财政管理加大改革力度

的一个值得探讨的有益课题。在分析了我国应急物资储备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之后，笔者认为，需要从加强应急管

理与公共财政的两方面入手，改革与完善我国应急物资的储备体系建设，尤其是积极改进物资储备的财政管理，高效

利用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应急效益。

（一）分配好应急物资储备的财事权

针对中央和地方在应急物资的储备事权上出现错位的问题，需要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从制度上分配好各自的事

权并配备相应的财权，注重资金筹集方法的完善，对各级财政进行正确的引导，增加其投入资金，使应急物资储备更

具有效性与规范性，保障资金能够被合理的使用���。

���制定相应的应急储备资金，确保专款专用，能够把预算预备的金额进行提取，并且做好年末对于结余资金的转

存，或把财政超收的资金（比如捐款余额）进行相应的提取，把其当作基金。

���创建适当的奖代补机制，依据地方政府应急物资储备所取得的效果，中央财政应该给予一定资金奖励，来填补其

财力存在的不足，激发地方财政更加主动地在应急物资储备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确保应急物资储备资金得到保障。

（二）规范应急物资的常规和紧急采购

���创建至少两级的准备金

做到规范物资采购中的资金来源，一级准备金通常就是财政部门已经批复给部门预算中准确标注的采购基金、遵

循法定的比例来提取相应的预算预备费、历年预备费产生的结余与超收收入组建的基金等；二级准备金是指在一级准

备金不能满足应急采购的资金需求时，能够申请采购应急物资的储备基金���；二级以上的准备金可以规定为突发事件

发生时，物资储备需要特别紧急采购时可以申请动用的准备金。

���规范应急物资管理的精细化操作

根据地区风险评估中最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需应急处置的方案，仔细筛选现阶段需要的采购物资，做好相应的采

购目录，采用专家评分制，创建常规和紧急采购的供应厂家目录，对于供应厂家以及采购价格实施严格的筛选，同时

尽量明确采购期限，尽可能避免对采购制度的突破。

���对于应急物资采购加大监督力度

做好事前监督与审查机制，采购单位或部门制定好采购计划后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请财政部门审批确认，财政

部门应对应急采购物资是不是达到了相关要求以及资金额度是不是在合理的范畴内做好审核；审计部门对应急物资

采购全过程的规范符合性、对其是不是得到财政部门的审批、实施过程中成交价格与供应商的挑选是不是合理做好审

查，及时地发现并纠正出现的违法违规或不合理行为。

（三）完善应急物资的储备方式

应急物资的储备方式需要尽可能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应该把生产能力的储备、合同储备以及实物储备进行合理

的结合，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对实物储备进行全面改善：其一，应急物资的储备应该定期进行更新，即制定有效的轮

换规则和计划，对在库的到期未使用或已经使用但还有一定价值的物资储备，采取拍卖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将其拍卖

给企业单位或是个人，同时补充购买一批同等数量的应急物资���。其二，加强政企之间的合作，做好合同储备，针对

供应较为充足、需求数量大且难以长时间保存的物资，能够与企业、市场建立长时间的合作，借助签订协议这一方式

完成合同储备。其三，加强生产能力的储备，对部分应急物资的储备，比如����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部分医疗物资如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由于常规灾害下，不常使用该类具有专业标准和质量要求的应急物资，可尝试与具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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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企业签订生产储备协议，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政府可根据相关协议的价格进行优先购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储备仓库和物资维护的费用，这些方式都避免了紧急情况下对财政管理中特事特办的频繁应用，既保证应急物资

的储备，又显示了财政管理的高效性。

（四）制定应急物质储备的有偿调拨运用制度

创建有偿调拨的运用制度，对于中央、省、市、县等各级政府的应急物资在调用时，具有畅通的联络机制，在提

交调拨申请的时候同时支付相应的成本补偿，使得应急物资储备活起来，有用有偿。同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应急

物资储备机制，防止地方政府在应急物资的储备中存在少储备、多调拨的情况，让当地具有能够更加快速且有效地满

足对于应急物资储备提出的常规性需求。为了保障制度的顺利实施，还应该依据应急物资储备过程中所导致的磨损情

况，制定相应的费用标准，落实好对于财政核算标准的相关规定；将轮换、损耗、报废、维修等全部纳入财政相应准

备金管理。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应急物资的储备制度在整体上还是较为陈旧的，难以适应当今形势下加大应急管理力度的

需要。就其财政管理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革新的部分，如建立规范、科学、又具有了一定弹性的应急储备与财政

管理制度减少特事特办的频次、建立良性的鼓励规范机制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应急物资的储备方式，对应急物资的储

备进行精细化管理，引入适当的市场机制和主体，不断提升应急物资储备所具有的灵活性，提升财政资金实际的运用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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