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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财政财务

2013年，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

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继续坚持“保基本、全覆盖、

多层次、可持续”的总体要求，积极支持就业、社会保障和

医疗卫生等工作的开展。

一、支持健全促进就业创业的体制机制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按照实现更高质量就

业的目标，认真贯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就业资

金投入，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一是落实促进就业的财税政

策。会同有关部门积极落实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

发展的税收、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各

项政策措施，推动扩大就业和以创业促进就业。二是继续做

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把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

促进就业工作的首位，制定出台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政策，

积极扶持高校毕业生就业。三是加大职业培训工作力度。按

照“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要求，着力实施技师培训项

目，进一步发挥就业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为国家培养经济发

展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急需、紧缺

的高技能人才。四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开

展东部7省市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总结评估工

作，研究界定失业保险与就业专项资金的职能作用。全年中

央财政下达就业专项资金514亿元（含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比上年增长13%。

二、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加强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工

作。积极推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以下分别简称新农保、城居保）合并实施工作，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合并实施意见。全年中央财政共下达新

农保和城居保补助资金784亿元，支持确保各地将基础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到符合领取条件的城乡居民手中。与有关

部门共同开展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工作，提出了改革

方案及时间表，推动建立统一、规范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调整后全国月人均增加170元左右。中央财政共下

达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2557亿元。二是支持做

好城乡低保工作。2013年，中央财政按月人均15元和12元

的标准增加城乡低保补助资金，共下达城乡低保补助资金

987.7亿元（不含一次性的生活补贴）。截至2013年底，全

国城乡低保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373元和203元，比上年底

提高43元和31元。三是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四川芦

山地震发生后，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出台政策，对因灾房屋倒

塌或严重损坏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自救能力的受灾群

众，实施6个月的临时生活救助。全年中央财政共下达自然

灾害生活救助资金102.7亿元，用于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移

安置、过渡性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向因灾死亡人

员家属发放抚慰金以及冬春期间临时生活困难救助等。四

是支持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农村危房改

造中长期规划，完善新疆农村安居工程有关政策。同时，中

央提高了对贫困地区的补助标准，在每户补助7500元的基

础上，每户增加1000元。中央共下达补助资金230亿元，支

持完成266万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五是支持发展残疾人事

业和孤儿保护、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会同中国残联等有

关部门建立并完善了包括残疾人社会保障、康复、教育、就

业、扶贫、文化体育等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继

续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孤儿和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中

央财政分别下达残疾人事业发展、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和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21.1亿元、22.6亿元和20亿元。

六是做好其他社会救助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推进以法治方式织牢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的安全网。研究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和完善托底性民生保

障政策，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

机制。

三、着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一是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政策体系。2013年，各级财

政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

下分别简称居民医保、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了每人每

年280元，中央财政分别拨付居民医保补助资金267.2亿元

和新农合补助资金1258.7亿元。会同教育部等部门出台政

策措施，将在内地（大陆）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纳入居民医

保范围。继续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提高重特大疾病医

疗救助水平，中央财政共下达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132.8

亿元。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对需要紧急救治，但未明确

身份或无负担能力的患者，给予急救费用救助，中央财政为

此安排疾病应急救助资金5亿元。二是积极推动医疗卫生

机构体制机制改革。会同有关部门总结评估第一批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研究提出对县级公立医院取消

药品加成后的财政补助方案。2013年，中央财政共下达县

级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10.3亿元。继续推进实施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研究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中央

财政共下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

度补助资金91.1亿元。配合有关部门研究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支持开展以在岗培训为主要形

式的乡村医生继续医学教育，研究提出专业公共卫生服务

机构高风险岗位人才引进的财政支持措施，研究进一步做

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工作的办法。中央财政安

排补助资金10亿元，支持开展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基地建

设。三是继续支持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2013年，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从人均25元提高到30元。中央

财政共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223亿元，支持各

地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继续支持实施艾滋病防治等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财政安排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补助资金188亿元。妥善做好全球基金停款后艾滋病、结

核病、疟疾防治工作，统筹将其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会

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对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实施免费救

治、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助以及艾滋病防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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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四、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水平

2013年，各级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对就业、社会保

障、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全国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预算执行14417亿元，比2012年增长14.6%。其中，中央财

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513亿元，比2012年增长13.2% ；

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不含计划生育）预算执行8209亿

元，比2012年增长13.3%。其中，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

2588亿元，比2012年增长26.36%。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保

障资金管理工作。一是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制定《财政社会

保障资金预算执行管理考核暂行办法》，提出中央社会保障

部门预算和全国财政社保资金预算执行进度的任务目标、

进度考核和拨款要求，明确继续实施预算执行动态监控、

部门预算执行预警等相关制度，加快中央社保部门预算和

全国财政社保资金预算执行进度。二是健全资金管理制度。

清理和归并部分社会保障专项资金，规范财政社保专项资

金管理，并针对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制定和完

善技师培训项目补贴资金、优抚事业单位专项补助资金、

全国重点军供站设施维修改造及设备更新项目资金、优抚

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以及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资金等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基本实现了每项专项资金都有相应的

资金管理办法。三是推进绩效评价工作。对北京等10个省

（市）的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就业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试点工作，并会同有关部门针

对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危房改造等工作研究制定绩效评价

办法。深入研究医疗卫生服务第三方考评机制，推进建立

信息公开、社会多方参与的监管制度，鼓励行业协会等社

会组织和个人对政府部门、医药机构和相关体系的运行绩

效进行独立评价和监督，提高第三方考评的有效性。四是

做好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编制工作。2013年，全国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首次报送全国人大，14个省（市、区）以不同形

式向本级人大报告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其中，河南、广

西、重庆、青海、宁夏正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送了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五是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积极配合审计署

对2012年中央预算执行、政府性债务管理和盘活财政存量

资金等有关情况进行审计，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整改审

计发现的问题。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供稿）

企业财政财务

2013年，国家企业财政财务管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健全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管理体系，大力推进各类企业改革与发展，保障国民

经济重点行业平稳运行，促进外经贸稳定增长和实施“走出

去”战略，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一、健全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体系

（一）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为推进中央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工作顺利开展，增强预算支出的针对性，2013

年，财政部继续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调整部分

资金的支持方向，设立了重点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专项资

金、国家信息安全专项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

并制定相应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同时，为解决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的交叉重复问题，财政部

还着手研究《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

办法，进一步明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功能定位。

（二）规范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国有资本收益是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的基础。为加强和规范国有资本收益管理，2013

年，财政部继续规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管理，明确中央

级事业单位所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同时，对

部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采取预收政策，预算执行进度

较以往年度大大提前。

（三）优化支出结构，加大民生支出。2013年，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通过对国有资本收益的合理再分配，继续调整

和优化预算支出结构，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全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执行数为978.19亿元，完成预算的90.3%。其中，国

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329.04亿元；重点项目支出312.6亿

元；产业升级与发展支出153.89亿元；境外投资及对外经

济技术合作支出84.15亿元；困难企业职工补助支出14.22

亿元；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65亿元；国

有股减持收入补充社保基金支出19.29亿元。

（四）构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评价长效机制。在汇总分

析中央企业绩效评价自评结果的基础上，组织和指导中介

机构对中石油等12家中央企业开展第三方抽评，对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实施几年来的支出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

梳理总结，并形成了专题报告。建立了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绩效评价一年一评的制度化、常态化的长效机制。

（五）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稳步推进。根据全国

人大及国务院的要求，财政部积极推动地方开展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工作。2012年首次汇总编制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并上报全国人大以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汇总范围

逐步扩大，截至2013年底，已有北京、天津等35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山东、湖北等23个省区市的

180个地市级（含地市级以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地方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汇总编制范围。纳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汇总编制范围的企业为4825户，约占全国地方国有企

业户数的21.8% ；资产总额321117.76亿元，约占全国地方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71.4%。

二、保障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平稳运行，落实国家
发展战略

（一）支持石油、电力等重点行业发展。顺利完成2013

年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工作，共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1418

亿元，对受成品油调价影响大、支出大幅增加、自身承受能

力不足的部分弱势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进行补贴，扶持节油

和石油替代行业的发展。继续支持五大发电企业缓解财务

状况，改善火电企业融资环境，帮助火电企业增强了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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