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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

3 月 21 日，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
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五点
要求 ：一是以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
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二是切实管好用
好公共资金。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
原则上都要公开预决算。各级政府要坚
持过紧日子，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及
时拨付各类财政资金，解决在途时间长、
年底突击花钱等问题。大力盘活沉淀资
金，坚决查处小金库和截留挪用、贪污侵
占等违法违规行为，为公共资金装上“安
全锁”和“防盗门”。三是进一步加强国资
国企和金融监管。四是规范公共资源配
置交易。完善并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和
政府采购制度，用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做到公开透明，防止寻租腐败。五是坚决
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紧紧看住和管好用好扶贫、低保、棚
改、医保资金等群众的“生存钱”“救命
钱”，使惠民资金和项目真正发挥效用。
突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重
点领域，严厉查处基层各种微腐败、小官
巨贪等问题，不断巩固基层反腐成果。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落实
2017 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4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落实 2017 年经
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依靠改革破难题
促发展惠民生。一要更多运用市场化法
治化手段，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改革任
务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尤其要注重通
过完善职工安置、债务处置、资产处理等
政策及市场化退出机制促进化解过剩产
能，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二要持
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优化政府
服务，抓紧制定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职业

资格、政府定价收费等清单，形成全国统
一政务服务平台，着力为实体经济升级
营造更好环境。三要健全创新驱动发展
体制机制，推广一批成熟的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模式和经验，推动产权保护举措
落地，激发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着力
增强新动能成长动力。四要进一步推动
财税金融、国企国资、对外开放、生态环
保等改革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
落地见效，着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五要大力推进养老保险、教育、医药卫生
等社会领域改革和脱贫攻坚，通过创新
机制更多吸引民间资本，增加公共服务
有效供给，着力提高群众获得感。

坚决打好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硬仗

4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坚决
打好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硬仗。一是制定
财税、金融、产业等重大经济政策时，要
综合评价对就业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
与扩大就业联动，结构优化与就业转型
协同。二是拓展就业新空间。持续推进

“双创”，发展创业载体，将符合条件的新
业态企业纳入鼓励创业创新优惠政策和
吸纳就业扶持政策范围。探索适应灵活
就业的失业、工伤保险等保障方式。鼓励
开放共享基础性专利或政府购买技术资
源，支持小微企业协同创新。三是支持重
点群体就业。对去过剩产能任务重、待岗
职工多的重点困难地区加大就业援助。
支持地方通过财政出资引导社会资本投
入，设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鼓励
地方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
难人员创业给予一次性补贴。扩大高校
毕业生就业见习补贴使用范围，艰苦边
远地区、老工业基地、国家级贫困县可将
见习对象扩大到离校未就业中职毕业生。
把贫困残疾人家庭、贫困家庭高校毕业

生等纳入求职创业补贴范围。对农民合
作社等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并稳定就业
1年以上的可给予奖补。进一步落实好退
役军人安置等政策。四是强化职业培训
和就业服务。五是实施留学人员回国创
业创新启动支持计划，鼓励以知识产权
等入股创办企业。

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国务院印发《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要求继
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全面推
开营改增政策。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今
年由四档税率简并至三档，营造简洁透
明、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进一步减轻企
业税收负担。加快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定收入划分总
体方案，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地方政府
举债行为。深入推进政府预决算公开，倒
逼沉淀资金盘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每
一笔钱都要花在明处、用出实效。

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
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
的通知》，明确自2017年4月1日起，取消
或停征非刑事案件财物价格鉴定费等 41
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商标
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有关部门和单位
应当到财政部门办理财政票据缴销手续。
以前年度欠缴的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足额征收，并按照
财政部门规定的渠道全额上缴国库。

加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

财政部修订并印发《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管理办法》，一是完善了资金分配方
法，综合考虑贫困状况、脱贫攻坚政策任
务和脱贫成效等分配因素，使资金逐步
向脱贫攻坚主战场聚焦 ；二是改进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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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59.8亿元
1—2 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

入 72359.8 亿元，同比增长 17.8% ；
利润总额 3018.6 亿元，同比增长
40.3%。

974.46亿美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我国

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累计承诺
额974.46亿美元，累计提款额750.93
亿美元，累计归还贷款本金414.41
亿美元，已提取未归还贷款额（债
务余额）336.52亿美元。

15.32万亿元
2016 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

实际数为 120066.75 亿元 ；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和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为15.32万亿元。

56512亿元
2017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付预算数为56512亿元，其中一般
性转移支付35030.49亿元，专项转
移支付 21481.51 亿元 ；中央对地
方税收返还 9138 亿元 ；中央对地
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总计65650
亿元。

-12.4%
2017 年中央财政预算显示，

行政事业性收费420亿元，同比减
少 59.47 亿元，预算数为上年执行
数的87.6%，下降12.4%。

金支出范围，不再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支出范围作具体要求，而是采取了
负面清单方式，在对资金支出范围做出
原则性要求的基础上，明确了资金不得
支出的范围 ；三是改革了资金使用管理
方式，明确提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强化地方对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管理责任 ；四
是强化了资金监管，进一步明确了各级
财政、扶贫、发展改革、民族、农业（农垦
管理）、林业等部门在中央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和项目使用管理方面的职责，同时
增加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使
用管理中违法违纪行为的责任追究条款。

规范PPP咨询机构库管理

财政部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咨询机构库管理暂行办法》，明确
纳入机构库的咨询机构应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 ：为依法设立的，能够独立享有民
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人及其他组
织，不包括分公司、办事处等 ；具备如下
咨询服务业绩 ：作为独立或主要咨询方，
已与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中至
少1个项目的政府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
实质性提供 PPP 咨询服务，且项目已进
入准备、采购、执行或移交阶段 ；咨询机
构有关信息已录入项目库 ；近两年内未
发生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行为。纳入机
构库的咨询机构享有以下权利 ：应邀参
与财政部及所属单位相关政策研究、宣
传培训等活动 ；获得 PPP 中心的指导 ；
提请项目库入库项目所属同级财政部门，
在项目库内对本机构所服务项目的项目
信息和机构信息进行更新完善。机构库
实行动态管理，纳入机构库的咨询机构
可向 PPP 中心提交书面申请自愿退出机
构库，纳入机构库的咨询机构有通过捏
造事实、隐瞒真相、提供虚假信息等不正
当方式骗取入库资格等行为的，一经查

实，PPP中心将予以清退出机构库。

加强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
管理

财政部印发《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新增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限额、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分别按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管理方式不同，单独测算。新增
限额分配选取影响政府债务规模的客观
因素，根据各地区债务风险、财力状况
等，并统筹考虑中央确定的重大项目支
出、地方融资需求等情况，采用因素法测
算。新增限额分配应当体现正向激励原
则，财政实力强、举债空间大、债务风险
低、债务管理绩效好的地区多安排，财政
实力弱、举债空间小、债务风险高、债务
管理绩效差的地区少安排或不安排。

加强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管理

财政部印发《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中央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对象主要为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和中央企业集团。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应与一般公共预算相
衔接，避免与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
金预算安排的支出交叉重复。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除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和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外，主要用于
以下方面 ：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
及相关改革成本支出 ；国有企业资本金
注入 ；其他支出。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可根据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需要，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
项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应当
实施绩效管理，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及指
标，实行绩效执行监控，开展绩效评价，
加强评价结果应用，提升预算资金使用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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