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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财政改革创新	 构建现代财政制度
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李颖津

生态环境建设，建设和谐宜居之都，重点支持水资源保

护、大气污染治理、城乡绿化美化、实施垃圾处理等方面。

二是聚焦“促运行”，支持大城市病难题破解。加强

城市精细化管理，破解城市发展难题，重点支持交通环境

建设、公共安全、城市运转、冬奥会筹办等方面。

三是聚焦“惠民生”，促进百姓共享改革成果。按照

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理念，在避免福利泛化的基础上，有效

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支持棚户区改造、养老、社保、教

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农业等方面，促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

四是聚焦“高精尖”，落实科技创新中心定位。支持

创业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重点支持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互联网+”行动方案和“高校十条”、“京

科九条”政策落地等方面。

五是聚焦“京津冀”，以疏解带动三地共同发展。疏

解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落实出资计划并推

动京冀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支持行政副中心建

设，完善污染企业调整退出补助政策。

转换动力	“结构要向升级转”

强化财政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基础性、引导性作用，在

新旧动能转换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一是把握财政收入结构性特点，抓好财政收入管理

工作。采取多部门、多维度、多方式的综合预测方法，加

强对重点税种、行业、区域、企业等的监测和分析，提高

预测准确率，为收入管理决策提供支撑和参考。加强依法

征管，各执收部门要加强政策研究，有针对性地完善收入

管理工作措施，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应退尽退。

二是把握结构性减税的特点，激发经济长期发展活

力。在推进“营改增”试点扩围的基础上，加强“营改增”

试点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控；做好金融保险、建筑、房地产、

生活服务业等四个行业税源信息摸底、优惠政策梳理等

衔接准备工作；结合营改增税制转换和体制调整，深入

2016年，北京财政将积极适应新常态和新形势，深

入构建财政监督大格局，把“严预算、严管理、严纪律；

强化绩效、强化检查、强化问责”作为导向和标杆，紧紧

围绕“疏功能、转方式、治环境、补短板、促协同”的目标

任务，突出供给侧改革对资金供给方式、效率的新要求，

把深化改革与强化监管紧密结合，推动“十三五”财政工

作扎实开局起步。

统筹聚力	“理财要向挖潜转”

一是统筹衔接事权和支出责任。2016年，要以推进

各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完

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新设、分配和

使用管理，建立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市对

区转移支付体系。

二是统筹全口径预算体系。将新增债务和存量债务

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将政府住房基金等政府性基金转列

一般公共预算，将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规模超

过该项基金当年收入30%的部分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实现国有资本收益的19%上缴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三是统筹资金跨年度衔接。落实国务院和北京市关

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和要求，实施2016—

2018年市级中期财政规划和部门三年滚动财政规划，编

制2017—2019年中期财政规划，推进部门规划与预算安

排相衔接。

四是深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研究完善市级部门支

出进度、盘活存量资金情况与绩效考核挂钩机制，对关键

时点的支出进度未达时间进度的，进一步加大通报力度。

研究建立市级部门支出进度与年度预算规模挂钩办法。

精准发力	“供给要向短板转”

2016年，北京财政将财政政策资金聚焦服务于五大

领域，推动重点发展任务落地。

一是聚焦“补短板”，保障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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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对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做好

政策争取和风险应对。

三是抓好发债、管债、控债三个环节，有效防范系统

性财政金融风险。健全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格控制债务

规模，严格按限额举借政府债务。建立政府举债审批工作

机制，严格限定政府举债程序。研究制定政府债务纳入预

算管理办法，提高政府债务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制定政府债务风险预警防控和化解预案，开发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信息系统，对政府债务实行动态监控，及时启动

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责任追究机制，有效防范和化

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四是突出财政数据的结构性分析功能，为宏观决策

提供有力支撑。做实、做精“北京财政综合数据中心”，以

制定数据目录为核心，统筹完善财政大数据资源体系。围

绕全市中心工作和财税改革，加强财政收支及相关数据

的收集、整理、校验和应用研究。推进跨部门财政收支数

据的融合与共享，增强部门、市区、局内工作协同，共同

推进首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五是突出支持新老供给的结构性更新，增强经济发

展内生动力。利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非首都功

能疏解，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加强重大支出政策统筹

聚焦，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协调性、精准度，鼓励技术改

造和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消化过剩产能，培育新供

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激发活力	“视角要向市场转”

要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

府的引导性作用，进一步调整转变财政资金的投入分配				

方式。

一是大力推广PPP模式。2016年，北京市将重点在

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医疗、养老、镇域供热等公共服务

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要搭建工作机制，加

强政策支持，安排PPP项目以奖代补专项资金，支持和推

动PPP项目加快实施进度、提高操作规范性、确保项目质

量。要整合推广项目，在发挥现有PPP示范项目引导作用

基础上，落实一批新的PPP项目。

二是完善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机制。研究制定《北

京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设立投资管理委员

会，加强统筹规划，建立基金登记制度、报告制度，绩效

评价制度、退出制度。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投资运营、收

益、绩效等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策目标符合正确方

向，防范财政资金安全风险。以市场化规范运作为主线，

充分发挥基金管理机构的专业能力，建立针对投资项目

的市场化筛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三是完善财政资金竞争性分配机制。在财政部门与

预算部门的资金分配环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

环节以及预算部门对预算项目的遴选环节，分类引入竞

争性选择机制，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益。

四是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研究出台政府购买

服务在监督检查方面的政策文件，规范医疗卫生、教

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研究政府购

买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具体政策措施，加强对购买中介服

务的管理和规范，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激发经济社

会活力。

监管加力	“责任要向主体转”

2016年，北京市将以加强财政监督为龙头，强化各

部门、各单位在预算执行中的主体责任，加大“压责、问

责、追责”的力度，推进源头反腐。

一是建立健全财政监督大格局。建立财政监督指导

性意见、财政监督检查年度工作计划和监督检查实施方

案“三位一体”的监督检查制度机制。建立市级财政部

门内部、市区、部门联动的财政监督机制。建立监督检

查追责问责机制。将监督检查结果与下年度部门预算编

制、项目申报、绩效考核等紧密挂钩，对监督检查发现

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及时进行移送处理，切实推进源

头反腐，确保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二是深化预决算信息公开。2016年，要加快预决算

公开步伐，将预决算基本支出公开细化至经济分类款级

科目，除涉密部门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市级部门均将

公开预决算。

三是深入实施行政事业单位内控规范。按照财政部

要求，北京市各行政事业单位将于年底前完成内部控制

的建立和实施工作。市财政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内部控

制建设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四是夯实财政财务管理基础。落实新预算法要求，

配合市人大修订《北京市预算监督条例》，完善财政监督

制度，强化财政法制监督。拓展预算绩效评估领域，逐

步建立分类、分行业的评价指标，强化评估结果应用。

落实政府资产管理职责，推动政府资产与部门预算、决

算、政府采购的衔接，建立从“入口”到“出口”全生命

周期管理的政府资产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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