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8    中国财政年鉴

点和防控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形成内控制度全覆盖；指

导专员办结合工作实际，按审核、审批等9大类业务建立内

控操作规程，将风险防控措施嵌入各项业务流程。推动专员

办有效落实内控制度 ,指导各专员办健全本单位内控工作组
织机构，压实工作职责，加强归口管理，着力强化内控检查

考评，促进业务风险防控与廉政风险防控有机结合，切实提

高内部管理水平。

四、聚焦重要事项和关键环节，优化内审方式方
法，强化内部监督制约

（一）尽职履责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突出领导

干部贯彻执行中央和部党组决策部署、遵守有关财经法规

情况等重点事项和焦点， 组织对 13家专员办的 15名领导干

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部分被审单位存在预算财务管

理不严、资产管理不规范、内控机制不健全、会计基础工作

薄弱、部分业务工作未依规开展等问题。认真研究处理意

见，提出完善制度、优化流程、加强管理等意见建议，督促

相关单位和个人积极落实整改，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二）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明确工作重点，加强工作

协作，充实工作内容。做好审前准备 ,认真收集审计对象相
关资料，整理分析确定审计重点；统筹局内人员、专员办和

地方财政工作人员安排，确保高效率高质量完成审计任务。

加强与内控检查、干部选拔任用检查等工作的统筹协调，实

现信息交流与共享，发挥协同效应。

五、建立完善财政监督法规制度，开展理论制度
研究 

（一）加强理论研究。充分利用部校共建平台，整合智力

资源推动《现代财政制度下的财政监督理论与制度创新研

究》《财政违法行为责任追究问题研究》等项目研究；上下

联动开展“构建新预算法框架下的财税政策监督检查长效机

制研究”。

（二）做好法规修订研究 , 制定完善财政监督制度。启动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修订，组织部分专员办和地

方财政厅局开展专题座谈研讨，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规范和加强执法检查工作 ,制发《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和规
范执法检查工作的意见》，聚焦财政执法检查，厘清执法检

查与预算监管、执法检查机构与业务管理机构的关系，明确

执法责任及行为规范，推动执法检查依规开展。健全内部审

计制度体系 ,经部党组会审议通过，印发《财政部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对经济责任审计组织领导框架体

系、审计的程序方法和内容等做出明确规定。

（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供稿，郭  锐执笔）

财政内部控制机制建设

2017年，在部党组和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的正确领

导下，财政内控工作在推动内控体系建设、强化内控执行、

有效防范风险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强化机制体制建设，不断完善内控制度体系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

束有力的预算制度”要求，监督检查局（内控办）会同部内

各单位紧密围绕财税体制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任务，有效

加强财政核心业务及核心权力的风险管控与监督制衡，研

究落实内控嵌入财政工作全过程的有效措施，着力构建覆

盖财政资金分配、管理、使用全流程的长效内控机制。一是

探索建立内控制度完善常态化工作机制。为保证内控制度

与业务管理和廉政方面的新要求、新变化能够及时有效衔

接，7月 25日监督检查局（内控办）印发《财政部关于建立

健全内控制度完善长效机制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应按照统

一的原则和程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各级内控制度的

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对需要修订（制订）的内控制度及

时履行立项、修订（制订）、征求意见、报批与备案等程序，

建立各单位共同参与、分工明确、运转顺畅的内控制度完善

常态化工作机制，及时对内控制度中的业务流程和防控措

施进行改进和完善。二是以创新内控工作机制促内控制度

执行，试点开展内控风险提示工作。为切实保证财政内控风

险防控措施执行到位，提醒有关单位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监

督检查局（内控办）会同有关内控牵头单位，制发数期《内

控风险提示》，通过列示内控风险点、剖析风险成因及危害、

提出改进建议的形式，提示风险发生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

及时完善业务流程、有效执行内控制度，有效防控类似风险

的发生。部内各单位高度重视内控风险提示涉及问题的整

改和预防工作，风险防控意识与防控能力不断提升。实践证

明，建立内控风险提示制度有利于提升内部治理水平，规范

内部权力运行，有效推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建设。

二、组织召开内控委会议，推动内控工作深入开展

3月 28日，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内控委主任肖捷同

志主持召开 2017年第一次内控委会议，听取财政内控工作

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内控工作思路、《专员办内部控制办法》

起草情况和 2016年度财政部机关内部控制考评情况的报

告，审议通过内控办关于调整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组成人

员的提议。会议指出，财政是权力集中的部门，用权更要谨

慎。深化财政内控工作是财政部党组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更好落实巡视整改要求、巩固集中整改成果、完善财政

系统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的重要举措，是优化财政管理

体系、提升财政管理水平、防范业务风险和廉政风险的重要

抓手，对规范财政权力运行、减少寻租空间、防止利益输送、

有效避免财政领域乱象丛生问题发生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

调，各单位领导班子要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入手，认真开展财政内控工作，提高用制度管人管

事的自觉性，强化问题导向，及时防范各类风险。

12月 22日，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内控委副主任刘

伟同志主持召开 2017年第二次内控委会议，充分肯定财政

内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听取关于 2017年财政内控工作进展

情况及下一步内控工作思路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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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2017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000.4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0.5
亿元，下降6.2%；第二产业增加值 5310.6亿元，增长4.6%；
第三产业增加值22569.3亿元，增长7.3%。按常住人口计算，
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2.9万元。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8948.1亿元，增长5.7%。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21923.9
亿元，增长 17.5%。其中，出口 3962.5亿元，增长 15.5%；
进口 17961.4亿元，增长 18.0%。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1.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6%，服务项目价格上涨4.7%。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430.8亿元，同比增长6.8％ ，剔

除“营改增”影响同口径增长10.8％，完成调整预算的100.4％ ；
加中央返还及补助等收入1921.5 亿元，收入合计7352.3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540.5 亿元，增长6.2％ ，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0％ ；加上解中央等支出811.8 亿元，支出合计7352.3 亿
元。市对区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1231.5亿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132.8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37.8％，主要是加快落实 2017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带动

土地收入大幅增长；加地方上年专项政策性结转使用等收

入 670.1亿元，收入合计 3802.9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481.8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0％ ；加地方专项政策性
结转下年使用等支出 1321.1亿元，支出合计 3802.9 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1.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7.1％ ；加上年结转收入 13.4 亿元，收入合计 75.0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6.7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1％ ；加
调出资金 15.3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3.0 亿元，支出合计 75.0 
亿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587.4 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105.4％；加上年结余收入 4482.9亿元，收入合计
8070.3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594.9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98.5％。年末滚存结余 5475.4亿元。

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财政收入稳中提质

一是重点功能区支撑作用明显，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企

业贡献财政收入近三成，特别是高端制造业、软件及信息服

务业等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二是高新技术企业增长贡献突

出，2.2万家中关村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实现快速增长，对财政收入贡献率达到 34.6％ ，成为财政收
入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消费拉动作用凸显，消费结构不断

升级，带动全市规模以上消费性服务业实现财政收入1027.6
亿元，增长 6.8％。四是现代制造业增收明显，工业结构持续
优化，现代制造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规模以上现代制造业

实现财政收入 236.0亿元，增长 9.4％ 。

二、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疏解非首都功能投入 118.6 亿元。推动教育、医疗等公
共服务资源均衡布局，引导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

保障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北京电影学院新校区等项目建设

运行；加快新机场征地拆迁和设施建设。

京津冀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 111.2亿元。保障南苑机场
和冬奥会、冬残奥会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京张、京

沈等城际铁路和京秦、延崇等高速公路工程，实现京津冀区

域交通互联互通。

跨区域生态保护等投入 6.0亿元。保障 6.5万亩京津风
沙源治理造林工程实施，扩大绿色屏障覆盖范围；支持京

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张承地区生态清洁小流域和永定河综

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建设，改善京冀生态环境。

城市副中心建设投入 80.9亿元。推进城市绿心、运河商
务区、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等建设，保障行政办公区

一期工程和市政、教育、医疗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对口帮扶投入 57.3 亿元。按照中央政策要求，加大对新
疆、西藏、青海、内蒙古、湖北巴东等地区援助力度；加强

京冀对口帮扶贫困县合作；开展对河南省、湖北省的南水

北调援助协作。

三、支持创新引领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投入 323.8 亿元。保障“三城一区”
（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北京亦庄经济

技术开发区） 主平台建设提速；设立北京科创基金，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建设科创中心；支持重大和共性技术研究、科

技重大专项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环境建

设等创新全链条协调发展；加大人才吸引力度，吸引和广

聚国际领军科学家和国内创新人才。

拉动需求引擎投入 48.5亿元。引导绿色消费和新兴消
费，落实节能减排商品促消费政策，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支

地方财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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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北京旅游推介工作；继续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改革，鼓励企业境外参展和开拓国际市场，促进跨境电商等

新兴产业发展。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投入 113.6亿元。落实《财政支持
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意见》，优化营商环

境，加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各区制定

实施结合区域功能定位，促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和人才

培育的奖励政策。

国企国资改革发展投入 48.0亿元。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和资源配置，促进国有经济产业调整，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支持自主品牌高端基地升级改造等重点项目。

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打造和谐宜居环境

治理大气污染投入 184.2亿元。加大机动车污染防治，
淘汰老旧机动车 49.6万辆，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支持实
施环保技改工程，减少污染物排放；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支

持 901个村开展煤改清洁能源，城六区和南部平原地区基本

实现无煤化。

改善水环境投入 196.9亿元。利用南水北调工程实现调
水 10.8亿立方米，做好城市副中心、新机场等重点区域以及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世园会等重大项目的水资源储备工作；

加大老旧供水管网、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的建设和改造力

度，保证首都用水安全；支持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实施对建

成区 57 条段黑臭水体的整治工作。
垃圾综合处理投入 22.6亿元。提升环境卫生和垃圾处

理能力，垃圾日处理能力达到 2.4万吨；推动怀柔生活垃圾
焚烧厂、海淀和丰台餐厨垃圾处理厂以及房山循环经济产

业园建设。

生态保护投入 171.9亿元。加大对山区生态林的补偿力
度，推进平原百万亩造林工程建设，保障美丽乡村建设，支

持林木养护等工程，绿化美化首都环境； 提升城市景观水
平， 推行健康绿道、郊野公园和城市绿地建设，推进世园会
园区规划建设。

提升城市人居环境投入 32.8 亿元。启动整治核心区背
街小巷 1484条，保障核心区架空线入地工作；实施市级重

点环境建设项目，完成重大国际会议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建

设任务；加大平房区、旅游景点等厕所改造力度。

五、加大城市治理力度，提升首都城市品质

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市级投入 87.7亿元。带动全
市投入 269.6亿元，保障重点区域专项整治、一般制造业企
业关停退出、整治违法建设等专项行动顺利实施。

住房保障资金投入 133.3亿元。加快推进各类保障性安
居工程，各类保障性住房新开工 6.5万套，竣工 9万套，棚户

区改造 4.9万户，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加快人居环境改
造提升。

交通缓堵投入 570.2亿元。加快实施轨道交通、城市道
路、交通枢纽建设；优化公交场站布局，新增、调整和优化

公交线路；加大对自行车道和步道设施整治，治理自行车

道 600 公里，加快中心城区微循环道路改造，规范停车管

理；继续落实老年人、残疾人、学生等群体票价减免补贴，

引导绿色出行。

城市安全投入 245.1亿元。全面深化“平安北京” 建设，
强化反恐防恐力量建设，保障党的十九大、“一带一路” 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大活动的顺利进行；推进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增强基层消防力量，完善消防装备配备，持续

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全面实施法院检察院财物市级统

管改革，保障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扎

实推进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和“阳光餐饮”建设，进一步

加强首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着力增进民生福祉

城市运行投入 270.4 亿元。支持城市功能有机更新，保
障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等重点任务实施，加快供水、供电、供

气等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提升桥梁、道路等建设、养护

及环卫清洁水平；落实居民领域电、气、热补贴政策；实施

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继续推进“一刻钟社区服

务圈” 建设。
教育发展投入 259.1亿元。扩大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资

源，通过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和扶持发展普惠性幼儿园等多

渠道增加学前教育学位，推进高校办附中附小、九年一贯

制、集团化等办学模式，扩大义务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促进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施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建设

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推进高校大学生创业园建设。

养老、社保、就业投入 160.6亿元。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探索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支持

居家养老服务，落实养老床位运营资助政策；推动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养老照料中心建设；完善残疾人社保和服务

体系；落实各类社会保障补贴政策，促进大学生、退役军人

以及失业人员就业创业。

医疗卫生投入 88.6亿元。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推动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动北京市医药

分开综合改革顺利实施；支持中医发展；落实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和新农合补助政策，完善院前急救工作体系建设，加

强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治。

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投入 71.1亿元。加强文化中心建设，
提升文化软实力，举办国际电影节、全民阅读工程等各项文

化活动，实施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等重大文化

惠民工程；推动中轴线周边景观风貌保护和箭扣长城等重

点文物保护工程；支持“投贷奖” 联动，搭建文化金融服务
平台。

体育事业产业发展投入 12.8亿元。落实北京市全民健
身消费、新建体育场馆、体育职业俱乐部财政奖补政策，引

导体育健身消费和体育产业发展；落实北京市全民健身条

例，支持专项健身活动场地建设；推动冬奥会、冬残奥会筹

备工作，发展冰雪运动，支持冬季运动项目职业队伍及青少

年队伍建设。

城乡统筹发展投入 76.4亿元。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加大
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及畜禽生态养

殖，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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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精准帮扶低收入农户增收，加大对村级组织、山

区搬迁农民、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七、加强财税政策引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定《财政支持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的意见》，通过建立“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转移支付激励政

策、设立科创基金等一揽子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调

控功能，支持各区根据城市战略定位及区域优势，优化经济

结构。继续完善市对区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结

构，2017年市对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较上年增长 20.2％，
设立“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生态保护补”引导资金

等，支持各区增加可支配财力，聚焦保障全市中心工作。围

绕科技中心战略定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 打造“松绑＋激励” 的科技经费管理
模式，扩大科研院所和创新人员经费使用自主权，为科研工

作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发挥税费调控作用，从高确定北京

市环境保护税税额标准；实施水资源税试点改革；积极争

取 32项冬奥会、冬残奥会税收优惠政策；继续实施减税降

费政策，落实“营改增”政策，新增减税 260亿元，落实国务

院六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负 36.3亿元；清理规范政府
性基金和涉企收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超 27.3亿元；按
中央要求，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缴费比

例，全年减轻企业负担近 72亿元。

八、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引导
作用 

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加大以奖
代补资金对民间资本倾斜力度，加强项目评估论证和项目

库规范管理，截至年底，北京市纳入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
台管理的项目共计 104个，项目落地率达到 84.6%，其中 10

个项目被财政部评为PPP示范项目。用好京冀协同发展产业
投资基金、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北京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

基金，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采用“统一出

资、统一报告、统一登记、统一绩效评价”的管理模式，规范

政府投资基金管理，防范基金运作风险。发挥政府采购市场

引导作用，聚焦节能环保、绿色低碳、信息科技等领域，认

定 30 项首购产品，打破同类国外产品的垄断地位，激发企
业创新活力。

九、强化绩效管理，防范财政风险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出台《进一步深化项目支出绩效预

算管理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完善政策制

度机制、强化预算执行约束、加强追责问效等八个方面 27

条具体措施；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业内专家，对 42

个项目开展事前评估，并根据评价结果安排部门预算。做好

预决算公开工作，新增公开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中央对北

京市专项转移支付、全市收支决算等情况，实现绩效目标向

社会公开，并选取 30家预算部门公开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

告。推进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实现市级国库集中支付资金全

覆盖，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纵向延伸到乡镇，有效发挥

动态监控提醒、纠偏、威慑作用。建立财政政策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制定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规程，聚焦政府采购、政府

购买服务、税费优惠政策等 8个财政管理重点领域，建立审

查逐级纠错机制，维护首都良好市场秩序。严格实施政府债

务限额管理，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首次报请市人大常委会审

议批准政府债务限额，有序实施存量债务置换，年均节约利

息约 70 亿元；出台《北京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将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和债务风险情况纳入市政府绩效考核

范围， 确保各级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十、夯实财政管理基础，提升预算管理水平 

强化财政支出政策管理，全面梳理现行财政支出政策，

建立政策库，作为预算安排的审核依据，将部门项目资金全

部装进“制度的笼子”。推行财政评审与部门自评的双评审

制度，充分发挥主管部门作为预算实施主体的主动性。选取

养老服务、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两个重点支出项目，将资金安

排、项目依据、绩效目标及实施方案等内容，提交市人代会

审议。建立支出进度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情况与市级部门

和各区的绩效考核挂钩机制，实施预算执行监控、通报、约

谈和问责制度。实施支出经济分类改革，分别编制政府和部

门两套经济分类科目预算，更加清晰、完整、细化地反映政

府各类支出情况，提高预算透明度。

（北京市财政局供稿，张  利执笔）

天津市

2017年，全市生产总值 185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3.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18亿元，增长

2%；第二产业增加值 7590亿元，增长 1%；第三产业增加
值 10787亿元，增长 6%。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11277亿元，增

长 0.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730亿元，增长 1.7%。外贸
进出口总额 7647亿元，增长 12.8%。其中，进口 4694亿元，

增长 21.6%；出口 2952亿元，增长 1.2%。全市新批外商投
资企业 951家，合同外资额 264亿美元，实际直接利用外资

106亿美元，增长 5%；其中自贸区引进外资成效显著，实
际直接利用外资 28亿美元，增长 12.1%。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1%。全年新增就业 49万人，增长 0.1%，就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六成。

全市一般公共收入2310亿元，完成预算的 81.4%，考虑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减收翘尾因素，按可比口径比上年

下降 10.4%。其中：税收收入 1612亿元，增长 4.4%，占一般
公共收入比重达到 69.5%；非税收入 698亿元，下降 32.7%。
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坚决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严格

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降低非税收入占比。全市一般公共收入

2310亿元，加上中央税收返还246亿元和转移支付292亿元，

一般债券210亿元，调入资金等211亿元，上年结余129亿元，

预算总收入为 3398亿元。一般公共支出 3282亿元，完成预

算 89%，下降 11.3%。预算总收入 3398亿元，减去当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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