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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数字

121415亿元
8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0652亿元，同比增长7.2% ；1—
8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1415亿元，同比增长9.8%。

131627亿元
8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14647亿元，同比增长2.9% ；1—
8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1627亿元，同比增长13.1%。

32867亿元
1—8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32867亿元，同比增长
31.3% ；预算支出 30268 亿元，同
比增长29.4%。

51.42亿元
9月14日，中央财政再次拨付

农业生产救灾及特大防汛抗旱补
助资金 5.1 亿元，其中拨付黑龙江
省农垦总局 3000 万元、广东省农
垦总局 3000 万元。截至目前，中
央财政已累计安排拨付 2017 年农
业生产救灾及特大防汛抗旱补助
资金51.42亿元。

1.81亿亩
2017 年，中央财政共计安排

211 亿元（其中，安排中央本级 3
亿元，补助地方 208 亿元，不包括
中央基建投资），用于完善退耕还
林政策119亿元，新一轮退耕还林
还草 92 亿元。截至 2017 年，中央
财政已累计支持全国退耕还林还
草 1.81 亿亩，其中原政策 1.39 亿
亩，新一轮4240万亩。

超过 3%。符合条件的投保企业，可申请
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资金，补贴额度为投
保年度保费的 80%。保险期限为 1 年，企
业可根据需要进行续保。补贴时间按照
投保期限据实核算，原则上不超过 3 年。
保费补贴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门预算
现有工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 2025）资
金安排。

加强国债承销团组建工作管理

财政部等三部门印发《国债承销团
组建工作管理办法》，明确国债承销团
按照国债品种组建，包括储蓄国债承销
团和记账式国债承销团。国债承销团组
建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
原则。财政部会同人民银行负责储蓄国
债承销团组建工作，会同人民银行、证
监会负责记账式国债承销团组建工作。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市场环境和国
债发行任务等，确定国债承销团成员的
目标数量。储蓄国债承销团评审指标包
括储蓄国债业务开展情况、储蓄存款和
理财产品情况、业务渠道情况、风险防
控能力、资本经营状况、其他因素，权
重 分 别 为 20%、25%、25%、10%、10%、
10%。记账式国债承销团评审指标包
括国债一级市场情况、国债二级市场
情况、国债持有情况、其他债券承销交
易情况、资本经营及风险防控状况、其
他因素，权重分别为 20%、35%、15%、
10%、10%、10%。

进一步加强中央文化企业国有
资产评估管理

财政部印发《关于中央文化企业国
有资产评估管理的补充通知》, 进一步规
范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中央文化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国有资产

评估管理工作。一是在中央文化企业公
司制改造、股权流转等涉及资产评估的
工作中，要求企业和评估机构落实《资
产评估法》、《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等有
关要求，提高资产评估质量。二是按照

“谁批谁备、谁管谁负责”的原则，财政
部下放部分资产评估管理事项给中央文
化企业，推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转
变，提高国有资本运营和配置效率。三
是按照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的原则，
进一步明确管理主体责任和备案流程，
建立资产评估专家评审库，运用中央文
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实现网络
化管理与服务。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
作视频会议召开

9 月 8 日，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召
开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视
频会议。会议指出，中央财政支持北方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是以“2+26”
城市为重点，以城市带动农村，支持地
方加快推进清洁取暖改造工作，着力
解决“2+26”城市散煤污染问题。中央
财政在支持政策上进行了创新，从“全
面撒网”到“重点突破”，以城市为单位
给予奖励，进行整体推进 ；同时，明确
目标任务、突出地方责任、强化绩效考
核，督促地方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
措施、探索试点经验，引导企业和社会
加大资金投入，构建“企业为主、政府
推动、居民可承受”的运营模式，实现
试点城市散煤取暖“销号”和清洁替代，
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近期，四部门通过
竞争性评审遴选确定了天津、石家庄、
唐山、保定、廊坊、衡水、太原、济南、
郑州、开封、鹤壁、新乡 12 个城市入围
试点。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