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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支持档案事业发展，加强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保护。支持

党校、行政学院开展培训、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

三、加强重大政策研究，以研究带动工作取得新
成效

（一）开展财税体制改革相关政策研究。组织开展教育、

科技、文化等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课题研究，区分基本

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为教科文领域事权划分提供

决策参考。完成中期财政框架及英国经验研究报告，为编制

中期财政规划提供借鉴。

（二）开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策研究。财政部领

导主持召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座谈会，邀请有关专家学者

座谈，梳理顶层设计思路和重点。参加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有关文件，研究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研究提出设立一

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的建议。

（三）开展民办教育政策研究。立足财政职能，深入研究

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梳理国际经验和地方做

法，借鉴民办医疗、养老机构等改革经验，形成了《我国民

办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建议》。

四、坚持依法理财，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信息化

（一）贯彻新预算法、预算管理改革要求，推进预算管理

科学化。一是召开部门预算编制会议暨预算执行工作会议，

对2015年部门预算编制提出明确要求。改进预算安排方式，

从紧从严、突出重点、据实安排2015年教育、科学、文化支

出预算。细化预算编制，减少代编规模。二是优化整合专项

转移支付，2014年相关专项转移支付减少为23项。落实新

预算法有关分地区、分项目编制专项转移支付的要求，提前

下达2015年转移支付。三是狠抓预算执行管理，加强制度

建设，着力提高预算执行的有效性、均衡性。四是推进预决

算公开和绩效评价。

（二）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推进财政管理规范化。一是

加强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笼子。组织编写《高等学校财务

制度解读》、《中小学校财务制度解读》、《科学事业单位财务

制度解读》，研究制定《高等学校固定资产折旧办法》、《高等

学校成本管理暂行办法》、《科学事业单位内部成本费用核算

办法》。制修订《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民口科技重大专项后补助项目（课题）资金管理办法》等30

多项制度。二是配合强化审计监督。完成2013年中央预算执

行情况审计，做好盘活存量资金、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彩票

公益金等专项审计工作。三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委托专员

办对部分省份有关专项资金进行检查。会同教育部对高校捐

赠配比项目进行检查。严格执行新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坚决查处各类挤占挪用、吃空饷等行为。

（三）支持信息系统建设，推进财务预算管理信息化。支

持建成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系统等相关信息系统，为建立教

育经费可携带支持机制奠定基础。支持建设国家科技管理

信息系统，继续加强中央财政高等教育信息服务平台、特岗

教师信息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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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维护，提高管理水平。

（财政部教科文司供稿）

财政经济建设工作

2014年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一年，也是新常态基调确定后改进宏观调控的探索

之年。财政经济建设工作认真贯彻财政部党组工作部署，紧

密围绕中心工作，扎实苦干、勇于创新，高效地完成了各项

工作任务。

一、新常态下加强财政宏观调控取得实效

（一）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一是加大

铁路建设投资力度。统筹中央基本建设投资、车辆购置税、

铁路建设基金，支持铁路建设。二是推动设立铁路发展基

金。以中央财政性资金为引导，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三是开

展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主动会同有

关部门提前研究中央财政支持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海

绵城市”建设的方案，抓紧启动有关试点工作。四是支持公

路建设养护和安全防护。整合车辆购置税资金管理办法更

好地支持公路建设，加强对公路“断头路”、“瓶颈路段”及

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的支持。

（二）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推

动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贯彻落实《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有关精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形成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方案，于2014年6月经国务

院批准。基金以中央财政出资为引导，吸引并以社会资金为

主设立，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支持集成电路跨越发展。

在两部委指导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于2014年9月设立。截至2014年年底，基金募资规模超

1200亿元预期目标，并完成首轮投资。二是建立新能源汽车

全方位支持政策体系。报经国务院批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建立了全方位的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体系，包括：加

大充电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明确对推广成效突出的城市按

数量给予奖励，由地方政府统筹使用；扩大新能源汽车城

市示范范围，增加沈阳等12个城市，示范城市和城市群总

数达到39个；提出城市公交油价补贴政策调整方案；加大

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支持力度，进行项目中期评估

并向达标项目拨付奖励资金等。制定了2016 - 2020年财政

补贴方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三是支持淘汰落后产能

和化解产能过剩。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会同有关部门提

前一年完成国家确定的“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推动

炼钢、电解铝、煤炭、电力等行业提质增效。加大对严重过

剩产能行业实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力度。四是以

市场化方式支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创新服务业专项资金

投入方式，通过建立产业基金支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率先

支持吉林、山东等8省试点，由中央、地方、银行、企业共同

出资设立基金平台，按市场化方式运作。五是支持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

发展，增加北京、上海等10个试点示范省市，打造生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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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产业集群。加大海洋经济创新发

展区域示范力度，新增天津、江苏两省市试点，重点推动海

水淡化、海洋装备等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进现代

服务业综合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将工作基础较好，产业特色

突出的西安、金华、厦门3市纳入试点范围，并对原有试点

效果进行深入评估。

（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强市场活力。主要是整合优化

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将原涉及中小企业的专项资金整合为新

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整合后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创

新、改善融资环境、完善服务体系和促进国际合作四个方面。

二、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进展顺利

（一）用PPP的理念改进政府投资运作模式。一是加强

顶层设计。提出了适合推广应用PPP的领域及相关配套措

施、推广应用PPP需开展的主要工作，以及拟重点开展示范

的方向。二是注重分业施策。会同相关部门在市政公用设施

建设、收费公路、水污染防治等领域采用PPP模式，并印发

了指导性文件，明确推介要求、实施步骤、保障措施等。三

是开展示范引领。组织中央单位和各省份推介PPP项目，筛

选出8个新建项目入围财政部首批示范项目，涉及新能源汽

车充电设施、污水垃圾处理等多个领域，总投资280亿元。

（二）推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取得突破。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指导

意见》，推动有关部门制定《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排

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价格管理的指导意见》和《排污权出让

收入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以进一步完善政策体

系，督促11个试点省份加快了试点工作推进力度。

三、推进生态环保和节能减排主动买单

（一）推动改善大气质量。分两批下达2014年大气污染

防治资金，并加强了与相关工作的衔接配合，对支持京津冀

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落实“大气十条”发挥了

重要作用。2014年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11个省份

PM2.5平均浓度较2013年分别下降12.3%、10.4%和10.6%。

（二）支持水污染防治。继续开展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2014年共支持62个水质良好湖泊及相关河流保护，

分档支持，动态调整，推动地方形成各具特色的保护方式。

提前谋划水污染防治思路，会同环境保护部、水利部联合搭

建起国土江河综合整治平台，主要以流域为单元，以水安全

为核心，整合统筹现行财政政策，系统解决流域水环境、水

生态、水资源、水灾害等问题，合力推进流域资源环境的综

合治理与协同保护。

（三）加强节能减排政策集成和创新。继续以城市为载

体，加大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集成力度。新批复徐州等第

三批12个城市的综合示范资格，将综合示范城市总数增加

到30个。对第一批8个示范城市工作总体开展情况、节能减

排效果、典型示范项目进度、中央财政综合奖励资金分配使

用管理情况进行考核。

（四）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继续加大对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力度。全面实施农村水电增效

扩容改造工作，支持全国26个省份的3700多座老旧电站改

造升级；调整了粮食乙醇和木薯乙醇补贴政策，新出台了

纤维素乙醇补贴标准；促进风电、光伏、生物质等可再生能

源发电产业快速发展；加快煤层气、页岩气开发利用。

（五）继续支持循环经济发展。落实《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及近期行动计划》，会同有关部门新批复了25个循环化改造

园区、6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等，启动“以旧换再”再制

造产品推广试点方案，继续支持工业和农业领域清洁生产

技术示范。

四、加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调控

（一）改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储备调控方式。一是加强

粮食政策研究分析。在对当前国内粮食供需形势全面分析

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出台玉米深加工企业补贴政策等5项

政策建议。二是及时调整完善收储政策。调整东北生霉粒超

标玉米收购政策，取消东北粮食入关补贴政策，积极推动粮

食进口关税配额分配改革，统筹研究中央储备稻谷串换小

麦。三是加大“危仓老库”维修改造实施力度。重点支持省

份扩大到12个，完成维修改造仓容超过1000亿斤，在秋粮

上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调整棉花调控方式。会同

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综合运用

储备和进口手段，研究确定具体调控措施。五是研究调整油

菜籽、食糖调控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实施油菜籽临时收

储，将食糖临时收储由国家收储调整为国家支持大型制糖

企业收储。

（二）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现有利益补偿

机制作了改进，加大了产粮（油）大县奖励力度，新增资金

用于增加产粮大县和商品粮大省的奖励，并将制种大县纳

入奖励范围，体现国家对粮食主产区贡献商品粮、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利益补偿。鼓励粮食产销合作，支持主产区与主

销区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以资产为纽带，密切合作，逐步建

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积极研究过渡期结束后粮食

政策性财务挂账处理政策，切实减轻主产区财政负担，有效

调动了粮食主产区重农抓粮积极性。

五、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稳步推进

（一）推动新型城镇化规划编制等工作开展。

参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编制及任

务分工确定；全程参与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的选

定以及实施方案的论证修改，确定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

等62个城市（镇）作为试点地区，并形成了近300页的《国

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已由11部委共同印发；参与

“三个1亿人”城镇化实施方案的修改完善，实施方案已由

15部委共同印发。

（二）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切

实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统筹现有农村节能减排

等5项资金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会同有关司局及时向2014

年纳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600个中国传统村落拨付了约

25亿元补助资金。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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