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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邦  文化强国
    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加快了全球经济
结构的调整步伐，各国科技、教育、人才、文化竞争将更加激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认真领会、准确把握中央关于财政工作和教科文事
业改革发展的部署和要求，大力支持教科文事业改革发展，着力保障教科文领域民生实
事，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财政教科文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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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教科文工作取得新成绩

付由 49 个减少为 23 个 ；18 个中央部门

科技专项减少 40 个 ；教育、文化专项清

理整合工作稳步推进。各地也积极采取

措施，加大专项整合力度。

预算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近三

年，中央教科文部门年初预算到位率始

终保持在 95% 以上，中央教科文部门预

算执行率始终保持在高位水平，分别达

到 98.4%、98.4%、97.1%，结转结余规模

逐步下降。预决算公开工作稳步推进，

2014 年中央教科文部门预算全部细化到

项级科目，“三公”经费公开力度进一步

加大。预算绩效管理扎实开展，科技重

大专项中期评估工作顺利完成。专项资

金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近三年提前告

知地方转移支付预算均达到 70% 以上，

地方预算编制的规范性、完整性进一步

提高。

财务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历时4年，

完成《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修订工作，并

于 2012 年 4 月 1 日起在全国施行。会同

有关部门修订中小学、高校、科学、文

化、体育、文物、广电等 8 个行业事业

单位财务制度并颁布实施。中央教科文

部门和各地广泛组织开展了学习培训工

作。推行高等学校总会计师制度，提升

财务管理专业化水平。

信息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支持

建成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

全国范围内学籍管理实现无缝衔接和

互联共享，学生人数核定更加及时准

确，为科学管理财政资金奠定了较好

基础。建设中央本级高校基础信息库、

特岗教师信息数据库、相关科技专项

预算执行信息系统、科技重大专项预

决算管理信息平台、财政文化投入基

础数据库等。各地也开发了相关管理

信息系统。

支持教科文事业改革发展取得新

成绩

（一）支持教育优先发展成效显著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保

障政策进一步健全。调整完善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11 年以来，先后

三次提高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北方地

区取暖费补助标准，并适当向寄宿制学

校和较小规模学校倾斜 ；完善校舍维修

改造长效机制，将抗震加固等纳入支持

范围 ；增列综合奖补资金，将连片特困

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落实情况

作为奖补因素之一。支持 1261 万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

办学条件差距进一步缩小。实施“国培

计划”和“特岗计划”，农村教师队伍素

质不断提高。此外，配合教育部制定实

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大幅提高特殊

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各地也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支持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

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不断加强。

□财政部教科文司

2011 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主管

部门认真领会、准确把握中央关于财政

工作和教科文事业改革发展的部署和要

求，从容应对挑战，奋力攻坚克难，办

了许多大事实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

成绩。

财政教科文投入与管理迈上新台阶

财政投入大幅增加。各级财政部

门按照中央决策部署，采取分解落实

责任、多渠道筹集经费、加强督促检查

和分析评价等措施，经过不懈努力，如

期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4%

目标，同时进一步加大财政科技、文化

投入力度，财政教科文投入规模大幅

增 加。2011—2013 年，全 国 公 共 财 政

教科文累计支出 7.98 万亿元，年均增

长 15.48%，高于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年

均 11.50% 的增长速度。其中 ：全国公

共财政教育支出 5.97 万亿元，年均增长

15.48% ；科学技术支出 1.34 万亿元，年

均增长 15.25%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67 万亿元，年均增长 15.92%。

投入结构不断优化。财政投入进一

步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倾斜，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倾

斜，向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倾

斜。优化整合专项资金初见成效。2014

年，财政部教科文司管理的专项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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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支持各地分批建设 200 所示范

性高职院校和 1000 所示范性中职学校，

建成 4550 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支持 10

万多名专业骨干教师接受国家级培训，

同时大力促进高职院校提升专业服务

能力。20 多个省份建立了高职生均拨款

制度，15 个省份建立了中职生均拨款制

度，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稳定的

经费支持。此外，启动实施普通高中改

造计划试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普通高

中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成效显著。坚

持公办民办并举，会同教育部研究制定

了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一揽子政策，各

地也相应制定完善政策措施，多渠道多

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强化教师培

训等。2013 年，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67.5%，“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学前教育

普及目标提前完成。

高等教育财政支持政策进一步完

善。深化中央高校拨款制度改革，健

全本科生均综合定额体系，建立完善

捐赠配比、绩效拨款等机制。从拨款

制度、奖助政策、收费制度三方面制

定措施，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

机制。支持“985 工程”、“211 工程”等

重点建设项目。在中央和地方共同努

力下，地方本科高校生均拨款 12000

元目标如期实现，地方高校银行贷款

余额下降 52%，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

明显提升。积极支持孔子学院建设和

留学事业发展，提高教育对外开放和

国际化水平。

学生资助政策实现全覆盖。建立健

全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阶段全覆盖

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资助手段不断丰

富。全国每年投入助学经费超过 1100 亿

元，其中财政约 800 亿元，资助 8400 万

人次，从制度上保障学生不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惠及 3000 多万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

（二）深化科技经费管理改革迈出

重要步伐

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迈出重

要步伐。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

及中央领导批示精神，会同科技部研

究起草《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

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并报请

国务院印发，在建立健全统筹协调与

决策机制、实行科研项目分类管理、改

进项目管理流程、完善项目预算和支

出管理、强化资金使用监管等方面，提

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措施，努力以管

理改革释放创新活力。这是首次以国

务院名义发布此类文件（简称 11 号文

件），标志着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

迈出了重要步伐。

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

革取得重大突破。经国务院批准，会同

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开

展深化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

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按

照权责一致、利益共享、激励与约束并

重的原则，赋予试点单位使用处置科技

成果和依法分配收益自主权，同时改进

完善科研组织管理方式，建立健全管理

制度。试点改革回应了科技界的呼声，

从制度机制改革入手，激发广大科技人

员和科研单位创新创造活力，促进科技

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国务院领导对此

给予高度评价。

凝练财政科技支持重点，创新财

政支持方式。保障科技重大专项实施，

创新预算管理，支持突破一批事关国

家安全和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

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支持加强

基础研究，加大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973 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的投

入，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支

持前沿技术、社会公益研究和共性关

键技术研究，增加对“863 计划”、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公

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的投入。促进重大

科学仪器设备研制开发，突破制约自

主创新瓶颈。支持科研院所改革发展，

逐步提高基本运转、科研条件和自主

科研保障水平，支持中国科学院、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实施创

新工程。创新支持方式，探索实施科技

重大专项及其他科研项目经费“后补

助”方式，启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

基金，实施科技惠民计划，支持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动科技和经济

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各地也结合实际，

制定政策措施，积极发挥科技支撑经

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三）促进文化改革发展成绩突出，

重点文化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支持文化体制改革财政政策不断

完善。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

文化体制改革扶持政策的要求，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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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文件，研

究提出相关财税支持政策建议，并以

国办文件形式印发。制定财政政策，支

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和

文化部直属文艺院团实行事业单位企

业化管理改革，推进文艺院团运营管

理机制创新。会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等六部委出台《关于支持电影发

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推动电影繁

荣发展。各地也积极落实和完善相关

经济政策，促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新

进展。

推动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基本建成。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共同加

大投入，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广播电视覆盖范围进一步

扩大，收听收看节目数量和质量明显提

高。继续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截至 2013 年，2115 个博物馆和纪念馆、

347 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及

43510 个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

（站），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促进农村

基层公共文化资源统筹利用 , 中央财政

整合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按照

每村 1 万元的标准，支持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运行维护、农家书

屋图书报刊更新、农村电影放映以及组

织开展农村文体活动等 ；地方财政积极

落实资金，结合实际完善标准，城乡群

众文体生活日益丰富，基本文化权益得

到有效保障。

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华文化传承

发展成效明显。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4295 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珍贵可移动文物

保护全部纳入支持范围，同时，逐年加

大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古籍

保护的投入。大力支持“平安故宫”工程

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顺利

实施。支持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生产，设

立国家艺术基金，扩大国家出版基金、

国家电影精品专项资金规模，促进文化

艺术繁荣发展。推动实施中华文化“走

出去”战略，支持开展政府间文化交流

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加强重点媒

体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

此外，大力支持相关事业改革发

展。参与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有关

工作。促进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教育

文化事业发展。支持做好国家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发展相关工作。推动群众

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支持提升

地震监测预报和应急救援现代化能力。

促进科普事业发展、学会能力和科技

期刊影响力提升。支持档案事业发展，

加强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保护。支持各

级党校、行政学院开展培训、科研和决

策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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