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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十三五”时期，静海

区虽然有很大的发展机遇，但挑战与机

遇并存，需要正确认识，正确处理，化

解危机，促进发展。第一，明确静海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城市定位。静海

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区位、产业优

势明显，具备较强的地区辐射和带动作

用，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发展

战略时，能够将静海的发展定位纳入京

津冀总体发展规划。第二，对扶持循环

经济的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和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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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科室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百分考核

办法》。从工作任务、自身建设、业务建

设等方面细分35项考核指标，制定《乡

镇财政所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百分考核

办法》，把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各项目

标要求落实到财政工作方方面面。组织

考核组，采取年中初评和年终总评相结

合办法，对考核不达标的实行一票否决

制，取消其参评“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

先进科所”的资格。

注重打造依法理财的制度体系

坚持对外围绕行政执法责任制抓

公正执法，对内围绕内控制度建设抓风

险控制，扎紧制度“篱笆”。在对原有的

管理办法和制度进行清理的基础上，完

善和制定预算编制、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后评估、结余

结转等30多项财政管理制度。2014年，

结合“金财工程”和岗位责任体系，印

发《句容市财政局内部控制制度》，涵

盖所有科室12项制度，120个业务流

程、135个风险点、172个风险控制措

施，从制度层面确保财政运行机制的法

治化。

注重防控财政法律风险

推进财政决策法治化，逐步建立健

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

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的财政重大决

策程序。建立完善风险评估工作机制，

对决策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

近年来，江苏省句容市财政局以法

治财政标准化建设为抓手，积极探索财

政管理新思路、新方法，推动财政工作

整体迈上新台阶。

注重推进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

坚持把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作为

促进财政自身发展的“推进器”和“总

抓手”,成立工作班子，列入“一把手工

程”，一件一件抓落实。制定《责任分解

表》，明确工作目标、阶段性任务和工作

要求，做到每项任务都明确工作时限、

责任领导、责任科室、具体承办人员。

以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指标体系为统

揽，对年度考核办法进行全面调整，从

共性和个性方面细分80项考核指标，制

对园区实行稳定、可持续的税收扶植政

策。例如，给予在子牙园区内注册的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加工类企业增值税减

免，并给予一定的专项资金补贴。第三，

建立京津冀城市群废旧商品回收体系。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建立辐射半

径300公里的京津冀城市群废旧商品回

收网络，建成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运行、统一管理的京津冀废旧商品回

收体系，实行政府主导、国有企业控股、

私营企业参股的灵活的市场化运营机

制。第四，放宽废旧商品进口政策。在

保证子牙园区环境质量达到ISO14000

标准的前提下，依托天津港优势和子牙

园区近年来“圈区管理”的经验，放宽

相关进口政策，放开废旧商品的进口种

类、规划、数量等，逐步将资源利用价

值高的废旧商品列入进口目录，解决资

源再生企业的原材料供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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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确定风险等级并制订相应的化解处

置预案。对外出具的可能引起法律纠纷

的书面意见、答复、确认都要求送法制

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对财政部门拟作

出的行政处罚、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和重

大行政许可等行为及时报送法制机构

进行法律审核。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探

索推行行政指导工作。推行法律顾问制

度，从社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借助法

律顾问在法律实务方面的经验和优势，

共同做好风险防控和应对处理工作。推

进法制培训制度化，组织科室集中学

法，将《政府采购法》、《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等各种财政法规汇编成

册，人手一册，全面提升财政干部依法

行政、依法理财能力，有效降低了财政

工作的法律风险。

注重财政法制宣传常态化

以“财政宣传月”为载体开展集中

宣传。开展送政策进企业，送服务进社

区活动，编排以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为

主要内容、寓教于乐、老百姓喜闻乐见

的节目，“送戏下乡”巡回演出、政策问

答现场互动，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

利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走上街头开展

财政政策咨询活动，局主要领导每年走

进《行风热线》，“面对面”接受财政惠民

政策咨询。同时，借助媒体开展专题宣

传，在财政网站开辟“法治财政”专栏，

有效放大了财政法治宣传效应。

注重财政基础管理

推进规范性文件审核备案和清理

工作,确保出台的每一份规范性文件合

法有效,对出台的每一份规范性文件都

在规定期限内报市政府法制办备案。深

入推进行政审批清理和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细化、职权目录规范化建设,取

消、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压缩审

批时限，简化办事程序，优化办事流程，

将行政审批职能归并到一个科室，实现

“一个口子”对外.细化51项行政自由裁

量标准，规范行政职权目录和行政执法

流程图，并编制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

及时向社会公布。促进行政行为规范有

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稳步推进财

政预算制度改革，完成了20个试点单

位2014年度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预

算公开工作。启动全口径预算编制，认

真编制公共财政、国有资本经营、政府

性基金、社会保险基金、政府采购“五

本预算”。注重绩效评价“扩面增量”,采

取“以点带面”的推进方式，涉及民生

工程、重大项目等诸多领域。建立科室、

财政所绩效管理项目联络人制度，规范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专家库管理、操作

流程，初步构建绩效评价制度框架。积

极推动绩效评价工作由事后评价向事前

目标设定审核拓展，2013年，市本级发

展类专项资金实现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全

覆盖。将评价结果报送市领导审阅，将

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新一年预算安排的

重要依据，突出“用钱问效”支出导向。

加强国有资产“进口到出口”动态管理,

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通过

“一审、二查、三对”的办法，对全市304

户单位逐一清查登记，摸清家底。按照

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三权”不变的

原则，实行国有（集体）资产权证由财政

部门统一监管。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建

立政府采购“电子竞价”系统，扩大政

府采购管理范围和规模，将所有财政性

资金工程项目纳入管理范畴。强化债务

管理。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通知》，对全市政府性债务

扎口管理，实行源头控制。推进财政应

用支撑平台建设，财政业务一体化建设

取得突破性进展。部门预算、预算执行、

工资统发、非税收入管理、固定资产管

理、乡镇集中收付、办公自动化、财税

库银联网全部在财政内网上运行。加强

专项资金整合力度，强化项目管理。推

动支农资金整合1.5亿元，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导向和激励作用。进一步强化项

目从申报到验收的全过程管理，要求申

报单位出具《财政专项申请使用全过程

承诺责任书》，增强项目单位的责任和

风险意识。

注重乡镇财政建设

全面推进乡镇财政科学化精细化

管理，从11个大方面、37项具体任务，

制定加快推进乡镇财政科学化精细化

管理意见，将法治理念引入乡镇财政管

理各个环节。一是资金监管更加规范。

“横向”建立涵盖所有资金管理的制度

办法，“纵向”做到每项资金都有一个

具体的操作办法、一个监督办法、一个

绩效考核办法。建立市镇财政信息沟

通机制，加强乡村债务监控。实行乡镇

举债、融资项目报批办法，制止举债行

为的随意性。二是工作流程更加规范。

完善了“一卡通”资金发放、涉农项目

资金申拨、审核和乡镇财政业务等十

项工作流程。三是业务工作更加规范。

政府采购管理向镇级拓展，建立镇级

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网络，全年镇级政

府采购规模达2000多万元。镇级绩效

评价项目24个，资金达1.6亿元。镇级

行政事业单位全部实现资产管理信息

化。在全省率先开展乡镇部门预算改

革，乡镇部门预算编制统一使用软件

与市级预算实现同步编制，将乡镇部

门预算管理、预算指标管理、国库集中

支付管理整合到统一的信息系统，乡

镇预算执行全部接入市级预算执行平

台。乡镇非税收缴系统2014年正式上

线，基本实现了“收入一个笼子、预算

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的财政资金

收支管理模式。5个财政所通过规范化

财政所验收。10个财政所通过省三星、

四星级档案室验收。市局被江苏省财

政厅列入《乡镇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

课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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