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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一方面继续加大强

农惠农政策力度，另一方面继续支持教育、卫生、文化、体

育、社会保障、抢险救灾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十二五”期间

将保持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进出口关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继续执行种子（苗）、种

畜（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物种源免征进口环节

增值税政策 ；调整中储粮用于储备、轮换以及履行政府承

诺的进口粮（油）优惠政策，将进口环节增值税先征后退改

为直接免税，保障国家粮食储备安全。按照公共财政的要

求，“十二五”期间，继续对卫生部委托进口的抗艾滋病病

毒药物免征进口税收 ；对科普基地进口自用科普影视作品

免征进口税收 ；对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给予税收

优惠 ；对用于拍摄科教片和“主旋律”影片所需进口的彩色

拷贝正片胶片减按5%的税率征收进口关税 ；继续为国内

举办的国际性体育赛事提供政策支持。为进一步落实动漫

产业进口税收政策，对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动漫企业

自主开发、生产动漫直接产品确需进口的商品给予进口税

收优惠。为配合交通部救助打捞体制改革，对交通部救助

局、打捞局为生产专业救助、打捞船舶，进口国内不能生产

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关键件和设备分别提供时限不等的

税收优惠。继续支持汶川地震灾区、舟曲泥石流灾区的恢

复重建工作，落实好进口恢复重建所需大宗物资和设备的

免税政策。

二、科学规范进口税收政策管理方式，加强进口
税收税式支出制度建设的研究和探索

“十二五”期间将建立、完善相关进口税收专项优惠政

策的管理程序，进一步创新管理机制，结合各部门、单位拟

定的“十二五”规划相关内容，根据各项政策的特点，按照

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探索确定各部门免税进口规模

的科学办法及具体操作方式，并形成高效、科学、严谨的规

章制度。

（一）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税式支出制度，从宏观层面

确定进口税收税式支出的调整方向、规模及结构。 “十二五”

期间，将进一步加强进口税收税式支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做好进口税收税

式支出制度的理论研究工作，包括进口税收税式支出的范

围、方式、功能定位、成本测算、绩效评价等方面的理论研

究。二是稳步推进进口税收税式支出制度的试点工作。我国

已经在重大技术装备、重大科技专项、石油（天然气）勘探

开发等多个专项进口税收政策中开展了实行税式支出管理

制度的试点工作，“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提高税式支出预

算编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通过设定客观的预算审核

公式和程序，合理控制减免税的规模、不断优化结构，确保

经济社会重点领域的进口需求。三是适时开展进口税收税

式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工作。我国进口税收税式支出的绩效

评价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仅在重大技术装备政策上

进行了试点和探索。从试点情况看，通常要求各执行单位在

定期上报的政策执行报告中包括政策绩效等相关内容，通

过组织专家对执行报告进行评议，并挑选部分执行单位进

行现场答辩、实地考核等多种方式对政策绩效进行测评，绩

效测评结果与下一年度的免税额度（即税式支出预算）挂钩。

从执行情况看，绩效评价试点探索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已

经引起各执行单位的重视，政策执行效率也有所提高，达到

了政策扶优扶强的效果。

（二）按照“职责清晰、规范程序、公开透明”的原则，

努力实现政策管理工作的机制创新，务求取得实效。一是制

定科学规范的政策操作流程，建立各部门依职责合理分工、

相互监督和制约的机制。二是明确各项审核工作的标准及

流程，增强审核结果的可预期性，减少不确定性。三是组织

各相关部门进行联审，简化审核环节，切实提高审核效率，

引入专家辅助决策机制，审核结果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四是

建立政策执行效果的定期反馈机制，加强绩效评估工作，并

根据政策执行的客观效果及时调整政策，确保政策符合实

际、不走偏。按照以上步骤，重大技术装备和重大科技专项

政策已经进行了试点。此外，在各项政策管理办法制定过程

中财政部广泛听取海关、企业等各方面意见，根据政策实际

操作情况不断完善相关内容，使管理办法符合实际需求。例

如，为切实解决年度免税规模确定滞后，企业需要办理先凭

保放行再免税核销两道手续繁杂问题，财政部会同有关部

门制定了每年年初在免税规模确定前，先按上年核定规模

的30%执行的管理办法，减轻了企业和海关的工作量，受到

企业和地方海关的普遍好评。

除完善管理办法以外，加强对政策执行环节的检查，确

保政策执行不走样，同样是政策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2011

年，按照“简化前道核准环节、强化后道核查管理”的原则，

与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密切配合，组织了对进口航材等税收

政策执行情况的专项检查，并会同有关部门对汶川地震抗

震救灾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总结。

（财政部关税司供稿，杨全州执笔）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

2011年，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继

续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积极研究全面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切
实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2010年6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部署加强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为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财政

部专门下发了文件，重申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规范地方各

级政府部门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并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制

定相关配套制度文件，督促地方政府全面清理核实融资平

台公司债务，规范管理融资平台公司，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经过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规模迅速膨胀的势头得

到有效遏制，保留的融资平台公司正在按照市场化原则规

范运行，逐步实现债务风险内部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对

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管理更加规范，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

为基本得到制止。基于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清理核实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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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果及财政部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统计情况，审计署于

2011年3月至6月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了全面审计，基本

摸清了地方政府性债务底数。此后，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

究部署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按照国务院

统一部署，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研究进一步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

二、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探索建
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经国务院批准，2011年财政部继续代理发行2000亿元

地方政府债券。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在认真总结代理发行

2009年、2010年地方政府债券经验的基础上，财政部认真

测算并报经国务院核准了2011年各地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控制规模，进一步完善了各项制度和办法，下发了《财政部

关于做好发行2011年地方政府债券有关工作的通知》，督促

地方按照中央政策规定分配使用好2011年地方政府债券资

金，并采取多项措施克服债券市场资金紧张等困难，规范、

有序地完成了地方政府债券代理发行工作，保障积极财政

政策的有效实施。财政部全年代理31个省（区、市）发行地

方政府债券1771亿元，平均利率为3.97%。代理发行工作自

2011年7月11日至10月24日分8期完成，其中：3年期地

方政府债券4期合计878亿元，平均利率为3.94% ；5年期

地方政府债券4期合计893亿元，平均利率为4%。为积极探

索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2011年10月，国务

院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4省（市）在国务院核定的规

模内试点自行发债。截至2011年底，试点省（市）共发行地

方政府债券229亿元，圆满完成自行发债工作。由于措施得

力，2011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三、继续推进各项化债工作，防范地方政府性债
务风险

近年来，中央财政建立化债激励机制，积极引导和督促

地方政府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等

基层政府性债务。截至2011年底，各地累计偿还农村义务

教育债务921亿元，惠及农村债权人280万人 ；累计化解乡

村垫交税费债务72亿元。2011年，国务院启动了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债务以及地方政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化解工

作。各项化债工作的顺利推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

压力，优化了基层政权运行环境。

四、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数据统计月报和季报制
度，动态监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明确，要加快建立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管理信息系统、

会计核算和统计报告制度。为及时、全面、准确掌握地方政

府性债务情况，实现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全口径管理和动

态监控，财政部开发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软件。2011年4

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明确以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软件为依托，建

立地方政府性债务月报和季报制度。月报和季报制度的建

深化公务卡制度改革
增加公务支出透明度

为解决公务支出中现金支付不透明问题，我国从2007

年开始推行公务卡制度改革。公务卡制度通过在公务支出

领域使用具有“消费留痕”特点的银行卡，替代现金支付，

构建起操作规范、信息透明、监控有力的公务支出管理新机

制。公务卡制度改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制度建设日趋完

善，改革成效日益显现。

一、公务卡制度改革的背景

2001年以来，我国在财政资金支付领域实行国库集中支

付制度改革，通过设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采用财政直接支

付或财政授权支付方式，将财政资金直接支付给供应商或收

款人，显著提高了财政资金支付效率和透明度。但预算单位

大量提取和使用现金的现象仍然存在，财政资金一经提现，

就脱离了财政财务部门的视野和监督，极易诱发腐败等问题，

成为财政财务监管的盲区。因此，为提高公务支出透明度，

我国推行公务卡制度改革，在公务支出领域使用银行卡替代

现金支付，为加强财政财务管理提供了新的机制和工具。

二、公务卡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公务卡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我国公务卡制度的

总体思路是，坚持公共财政改革方向，以公务卡及电子转账

支付系统为媒介，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现代财政

国库管理信息系统为支撑，逐步实现使用公务卡办理公务

支出，最大程度地减少单位现金支付结算，规范单位财务管

理，强化财政动态监控，健全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二）公务卡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按照建立公务卡制

度的总体思路，推行公务卡制度改革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

是有利于完善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推行公务卡制度改

革，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实现公务卡制度与国库单

一账户体系的有机衔接，保证财政资金在最终支付之前保

留在国库中。二是有利于加强财政动态监控。推行公务卡制

度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手段创新，实现财政部门对单

位零余额账户划款信息和公务卡消费明细信息的动态监控，

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加强财政监督，规范预

算执行。三是有利于方便预算单位用款。通过银行卡支付结

算和信息系统建设，减少了传统现金支付方式下繁琐的管

理和使用环节，进一步提高了预算单位财务管理工作效率。

立，能够较为及时掌握地方政府性债务变化情况，奠定了动

态监控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制度基础。为激励约束地方做好

政府性债务统计工作，财政部制发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

工作考核评比暂行办法》，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数据真实

性和准确性、编报完整性和报送及时性以及数据分析等进

行综合考评。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郭建平、欧阳文宇、

操佳佳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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