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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财经研究的智库作用。一是印发《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

2013-2015课题调研指南》。确定2013年之后3年全国农研

会系统的科研方向，为各地多出研究精品奠定基础。二是

受农业司委托开展城乡一体化和财政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的

专题研究。为完成工作任务，在2013年7月25日举办“城

乡发展一体化与制度创新高层论坛”，邀请中国社科院、财

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马晓河、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农业部政策法

规司司长张红宇、农业司副司长张岩松、农发办副主任黄

家玉、综改办副主任丁国光和地方财政厅及地方农研会有

关领导等出席论坛，就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内涵、

战略目标、路径机制等主题发表意见，形成了论文12篇，

同时深入基层就城乡一体化、财政支持发展新型生产经营

主体开展专题调研，向农业司提交了研究报告2份，从财政

的角度探讨了城乡一体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国际经验

教训和道路选择，并就财政政策的设计提出了建议。三是

承担了综改办《创新农技推广模式 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专

项课题研究。深入浙江省开展调研，形成研究成果报综改

办，对完善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财政政策提出了五点建议，

完成了调研任务。四是承担了水利部《构建东北四省区“节

水增粮行动”基层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专项研究》。深入黑

龙江等省调研，科研成果受到水利部验收专家组的充分肯

定。此外，还将全年研究成果整理汇编成册，供有关部门和

“三农”工作者参考。

三、全面建章立制，强化内部管理

农研会遵照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规范管理”的指示

精神，首先以制订工作计划为突破口，从基础工作抓起，全

面加强了农研会建章立制工作，先后制定了部门职责、内部

管理、财务制度、档案管理等8项规章制度；根据工作需要，

调整了人员岗位，增设了研究部和对外联络部，明确了内部

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责，为农研会科学高效运转打下了基础。

为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效率，更新了部分办公设备，整

理了建会以来26年的工作档案，使工作面貌焕然一新，保

证了硬件设施能够满足日益繁重工作任务的需要。

四、把握宣传重点，提升会刊质量

为巩固和扩大财政支持“三农”舆论宣传阵地，及时宣

传国家惠农政策和财政支持“三农”政策理论研究成果，农

研会在2013年调整了编委会成员，聘任专职编辑部主任，

加强了编辑部的力量，建立起覆盖全国农财系统的通讯员

队伍，调整会刊栏目，确定会刊宣传报道重点，落实农研会

领导班子成员向高层领导和知名专家学者约稿的工作责任

制，力求使会刊更有理论高度，更有实践深度，从而更好地

服务“三农”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会刊从刊载内容到版

面安排、从编校质量到发行服务都有很大提高。2013年收到

全国各地来稿4700多篇，采用287篇。其中：省部级6篇，

司厅级38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14篇。通过上述措施，提

高了会刊影响力。

（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供稿，王树勤执笔）

附件：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领导成员名单
常务副会长：王树勤 （女） 

副会长：苏 明 张国明 王沈京    

秘书长：张国明（兼）

中国国债协会

一、筹备并召开理事会会议，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2013年12月20日，国债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暨第四届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江西省召开。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

会等主管部门为大会发来贺信。常务副会长张秉国在会上

作工作报告。报告回顾总结了协会过去5年来主要工作及其

工作体会，提出了2014年主要工作建议。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国国债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暨2014年度工作计

划建议》和《中国国债协会第三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以

及《中国国债协会章程》《中国国债协会自律公约》《中国国

债协会会费收取办法》和《中国国债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和

第四届理事会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协会新一届理事、常

务理事和领导班子。

二、举办报告会、分析会和培训班，做好为会员
服务工作

（一）举办金融债券市场形势分析暨迎新春座谈会。1月

上旬，协会在上海召开“金融债券市场形势分析暨迎新春座

谈会”。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等有关主管部门领导应

邀出席会议作专题报告，常务副会长张秉国、副会长吕世蕴

出席会议并与会员代表座谈交流。协会在上海、北京近30

家会员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二）举办国债期货理论、实务与风险管理培训班。4

月中旬，协会在宁波市举办“国债期货理论、实务与风险

管理培训班”，常务副会长张秉国出席培训班并讲话。培

训班邀请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投中谷期货有限公司、

芝加哥自营交易公司的专家授课，协会会员单位业务骨干

和相关管理人员，以及部分非会员机构代表共90余人参

加了培训。

（三）举办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报告会暨债券市场投资培

训班。7月中旬，协会在银川市举办“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报

告会暨债券市场投资培训班”，副会长杨政出席培训班并讲

话。培训班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摩根大通银行和兴业

银行的专家授课，协会会员单位业务骨干和相关管理人员，

以及部分非会员机构代表约70余人参加了培训。

（四）组团赴法国进行培训。协会于2013年11月24日

至12月14日组团赴法国进行“欧债危机背景下法国国债市

场建设及其对我国借鉴作用”培训。通过培训、参访和业务

交流研讨，参团人员对法国乃至欧洲的经济金融形势、法国

债券市场尤其是法国国债市场总体情况、欧债危机背景下

法国国债市场特点，以及法国金融机构如何应对欧债危机

等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对如何做好我国的国债管理与国债

投资工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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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调研活动，做好为政府服务工作 

（一）针对农村地区国债购买难问题开展专题调查研究。

2013年8月，常务副会长张秉国带队，邀请财政部国库司、

人民银行相关部门领导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储蓄国债业务

负责人，赴江苏省、市、县、乡（镇）四级进行储蓄国债业务

调研。通过调研，了解了2013年初以来国家出台的储蓄国

债系列新政策在当地的执行情况，以及有关各方对储蓄国

债发行、管理改革的期望，基本摸清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民、

个体户对储蓄国债投资问题的真实想法。协会对调研中获

取的信息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就如何解决农村地区群

众购买国债难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相关调研报告

及时报送政府有关主管部门。

（二）组织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情况调研。副会长杨

政带队，先后于6月和11月赴湖南省和浙江省调研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管理情况。调研组深入省、市、县三级财政部门，

通过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各级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

债券资金的管理、使用和偿还情况，征求了进一步加强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的有关建议，获得了较为丰富的一手信

息资料。对调研中反映的问题，协会及时撰写调研报告，向

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召开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座谈会。10月底，协会

在苏州市组织召开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座谈会。常务副会

长张秉国主持座谈会，财政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到会指导并与代表们进行座谈交流。江苏省财政厅、人民银

行南京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会并介绍了储蓄国债投资者

金融权益保护经验。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代表共40余人参

加了会议。协会对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梳理，并及

时向政府主管部门反馈。

同时，协会大力倡导和鼓励协会会员积极参与国债、地

方政府债券投标，认真履行各项承销义务，圆满完成年度国

债、地方债筹资任务。

四、办好协会宣传媒体，做好为政府、会员和国
债投资者服务工作

2013年，协会充分利用内部刊物、网站和电话咨询等

“对外窗口”，积极宣传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普及国债、

地方政府债券知识，介绍国债投资方法。

协会内部刊物《政府债务与金融》按时出版6期，内容

更加贴近经济金融形势和债券市场变化，刊物质量不断提

高。协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国债市场年报（2012）》，内容丰

富、资料翔实，系统综合地反映年度国债市场全貌。协会网

站经改版后，内容突出“大金融”特色，对宏观经济政策和

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进行及时报道，全年累计发稿3700余篇。

协会咨询电话常年为广大储蓄国债投资者提供免费咨询服

务，全年提供公益咨询1300余人次。

              （中国国债协会供稿， 王赫雷执笔）

附件：中国国债协会第四届理事会领导成员
常务副会长：张秉国

副会长：郑万春 吕世蕴 杨 政 赵瑞安 陆文清

秘书长：梁维和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

一、推进实验区（点）的珠心算教育教学实验工作

全国共确定了9个实验区、70个实验点（校）。各实验

区、点结合自己的情况制定了珠心算教育中长期规划和具

体实验内容与方案，向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以下简称中珠协）

申报了研究课题和实验重点。中珠协设置联络员制度，加强

与实验区的联系，全力配合当地财政部门、教育部门、珠协

和实验单位开展珠心算教育教学实验研究工作，使实验能

够稳步顺利推进。

二、开展珠心算教育的脑机制和教学规律科学
研究

一是做好珠心算教育具有开发儿童智力潜能作用的后

续重点研究课题《珠心算练习对儿童的脑功能及结构网络的

影响》研究，课题组将于2014年结题，提交结题报告。二是

对珠心算教育的幼小衔接和小学珠心算课程与数学课程融

合教学问题展开研究。三是继续做好《珠心算教育具有开发

儿童智力潜能作用》课题的后续跟踪研究工作。四是编辑出

版了《珠心算教育具有开发儿童智力潜能的奥秘》一书。五

是修订再版了珠心算教练师职业资格相关培训教材《珠心算

教练员》。

三、拓展国内和国际珠心算教师的业务培训

一是举办中珠协第六期珠心算教师培训班，来自全国

各地近百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与中珠协合编的《珠心算》（一年级上下册）为授课教材。

此次培训班除课堂教学外，还举行了说课、教研以及交流研

讨活动。二是举办了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中珠协承

办、北京市侨务办公室协办的“2013海外珠心算教师‘雅居

乐’北京培训班”。参加培训的学员共20名，分别来自葡萄

牙、缅甸、汶莱、美国、意大利、印尼、泰国、西班牙等8个

国家。

四、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13年12月4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八届会议”

通过决议，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以下简称“名录”）。决议指出：“珠算既是中国人文化

认同的象征，也是一种实用工具；这种计算技术经世代传

承，融入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具有多重社会文化功能，向

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将中国珠算列入代表作名录，

有利于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促进对人类创造力

的尊重，尤其是提供了一个适应当代需求的范例。”珠算申

遗成功，预示着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将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框架内，得到更

好的保护、传承和弘扬。2013年12月7日中珠协在北京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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