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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评估行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财政部企业司供稿，林 山执笔）

金融企业财政财务

2011年是国家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巩固

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的关键之年。各级财政

金融部门齐心协力、开拓创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

各项政策和财政部党组的工作部署，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为主线，以“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为目标，立足公共财

政职能，服务宏观调控和金融改革发展大局，扎实开展经济

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稳步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支持健全

“三农”和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夯实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有

力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开展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巩固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冲击成果

（一）密切跟踪国际金融危机的最新动态，研判评估金

融危机演变走势及对我国的影响。2011年以来，国际金融危

机阴霾仍存，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性上升，尤其是欧洲

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日信用评级遭下调，财政赤字压

力加剧，全球复苏形势愈发复杂。各级财政金融部门密切跟

踪研究这些新的、复杂的情况和问题，提出应对建议。同时，

对外资银行关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的主

流观点进行了认真梳理分析，形成情况反映。

（二）围绕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研究财政促进金融

支持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针对2011年上半年国内经济面

临的严峻通胀压力，认真分析物价走势，研究对策。对优惠

出口买方信贷和援外优惠贷款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形成调

研报告 ；深入基层对农业保险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提出

提高保障水平、扩大补贴区域、增加补贴品种等建议。同

时，深入研究我国出口信贷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君子协定的异同，新监管标准对大型银行的影响，加入

巴黎俱乐部的利弊分析，大型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以

及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等具体业务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建议。

（三）利用金融稳定理事会平台，研究分析国际金融监

管和货币体系改革。结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工作进展，

跟踪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走向，系统研究FSB提出的系统重

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政策框架等多项监管改革动议。对“大而

不倒”金融机构、场外衍生品以及影子银行监管等问题进行

了研究，提出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借鉴与启示。同时，针对本

轮国际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

在缺陷，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形成情况

反映。

二、健全财政促进金融支农支小机制，支持经济
薄弱环节发展

（一）加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增强农业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在扩大保费补贴区域方面，种植业保险保费

补贴区域增加了陕西、广西和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 ；

马铃薯保险增加了河北、陕西、宁夏 ；奶牛保险增加了中

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 ；森林保险增加了广东、四川和广

西 ；天然橡胶保险增加了广东农垦。在提高保费补贴比例

方面，为支持中西部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发展，将

奶牛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由30%提高至50%。2011年，中央

财政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66.7亿元，带动提

供风险保障逾6500亿元，覆盖农户1.7亿户次，支农效应

放大约70倍，为及时恢复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

障。

（二）加大涉农金融机构财政奖补力度，健全农村金融

服务体系。从2008年起，中央财政实施了县域金融机构涉

农贷款增量奖励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政策。2010年，增

量奖励试点范围扩大到18个省（区），涵盖了全国13个粮食

主产省（区）。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覆盖了符合

银监会监管要求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

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西部2255个基础金融服务薄弱乡

镇的银行类金融机构网点。2011年，拨付涉农贷款增量奖励

资金27.34亿元，同比增长126%，定向费用补贴资金10.32

亿元，增长371%。从政策效果看，增量奖励政策有效促进了

信贷资金回流“三农”；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增强了农村金融

机构的财务稳健性，调动了金融机构到偏远地区设立网点

和拓展服务的积极性。

（三）支持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针对融资性担保行业存在的基础薄弱、风险抵御能力不强，

一些担保机构从事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活动等实际问

题，财政部与相关部门共同印发《关于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

规范发展的意见》，对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总

体目标和政策措施等进行了明确，以规范促发展，提升担保

机构服务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的能力。

（四）加大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

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政策具有额度小、覆盖广、效能大的特

点，对扶持弱势群体创业和再就业来说，是方便灵活、见

效较快的“民生”政策。2011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小额担

保贷款贴息政策力度，拨付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和奖补资金

45.72亿元，为全年预算的183%。2011年全国共发放小额

担保贷款450.54亿元，增长77.37%，有效促进了创业和再

就业工作。

三、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提高金融资源配置
效率 

（一）扎实做好国有金融资产基础管理。完成了对金融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报表的修订，开发了新的产权登记

信息系统软件，夯实国有金融资产数据来源，摸清国有金融

资产“家底”。配合国有金融企业改革，完成信达公司引入战

略投资者、中信集团重组改制、邮储银行改制等项目的资产

评估核准和备案工作。加强对产权转让活动的监督管理，促

进国有金融资产有序流转，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二）审核国有金融资产重大事项。坚持“控风险、促发

展”的原则，对有关国有金融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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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投资预算、财务决算、股权收购和转让等事项进行审核。

审核批复光大银行、中信证券、新华人寿H股上市国有股权

管理方案及国有股转持方案。根据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

对中央金融企业2010年度绩效评价结果进行了确认，并结

合绩效评价结果，审核确定了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的

薪酬方案。

（三）加强金融机构派出董事管理。派出股权董事依法

行使国有股东权利，是财政部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构建

“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机制的创新手段。为提高派出董事的

履职能力，召开2011年度派出董事座谈会，以及派出董事

培训班，积极做好与派出董事的沟通联系，修订完善《派出

董事管理办法》。

四、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
制度

（一）牵头推进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按照“一司一

策、突出主业、夯实基础、持续发展”的原则，印发《关于金

融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的不良资产经营处置、股权投资、中间业务和公司治理

等事项提出明确要求。做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股改后续工

作，明确要求其按照“稳步推进、依法合规、及时沟通”的

原则，开展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工作。研究起草华融资产

管理公司改制方案，明确公司业务定位、子公司和办事处整

合、财务重组、发起设立等问题。

（二）积极推动金融控股公司整体改制。按照国务院批

准的改制方案要求，积极推进中信集团与光大集团的整体

改制工作，要求其利用重组改制契机，按照法律要求和市场

原则，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以及各司其职、有效制衡、科学决策、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

结构，压缩管理层级，优化管理架构，提高风险管控水平和

核心竞争力。

（三）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积极参与中国农业银行

“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评估工作，总结“三农金融事业

部”运行情况，对推进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参与推动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制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邮政储蓄银行深化

改革有关问题的批示精神，对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改革方

案进行了细化，积极推动中国邮政集团做好邮政储蓄银行

股改的前期准备工作。

（四）研究推进国有保险和证券公司改革。根据国务院

批复的整体改制方案精神，推动人保集团引进全国社保基

金作为战略投资者，进一步优化人保集团股权结构，研究草

拟了人保集团整体上市方案。研究完善太平集团整体改制

方案，稳步推进太平集团改革。研究银河投资历史遗留问题

和中华联合改革重组方案。

（五）配合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根据国务院确定

的政策性金融改革总体部署，按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分工，着手对改革涉及的业务分类、资本金

补充、公司治理架构、激励机制完善、章程修订等问题进

行研究。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

部署，配合有关部门研究上报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

革方案，牵头有关单位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章程修

订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进一步强化其政策性金融支持

功能。

五、完善金融企业财务等制度，支持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

（一）完善绩效评价制度，推动提升金融企业经营管理

水平。为建立科学合理的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制度，推动全国

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结合2010年对金融类国有企

业实施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此前出台的金融类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制

度文件，进行了修改完善和梳理归并，印发了新版《金融企

业绩效评价办法》。

（二）修订高管薪酬管理办法，规范金融企业收入分配

秩序。针对近年来金融企业高管薪酬增长过快的问题，财政

部于2010年制定印发了《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审核管

理办法》，在执行过程中，有关方在办法覆盖范围、延期支

付等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一定差异。为此，在充分征求有关

金融机构意见的基础上，对办法进行了修改完善，出台了新

版的管理办法，明确了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具体范围以及

负责人薪酬审核测算、监督管理等事项。

（三）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促进国有金融资产有序流转。

针对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国有金融资产评估范围不明确、经

济行为和评估备案权限划分不清晰等问题，印发了《财政部

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

有关问题进行明确，更好地贯彻《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同时，为规范金融企业非上市国有产权

交易行为，确保非上市国有产权进场交易的公开透明，在实

地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金融企业非上市国有产权交易规

则》。

六、做实做细预算管理等工作，提高科学化、精
细化管理水平

（一）及时批复部门预算。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的要

求，及时完成分管部门2011年度预算以及2010年度财政拨

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审核批复工作。严格调减分管部门2011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督促部门按照财政部规定的时间和

要求，及时完成预算公开工作。

（二）狠抓预算执行管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和改

进预算执行管理，主动与分管部门加强沟通，督促分管部门

积极推进部门预算执行。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县域金融机

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补贴、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小

额担保贷款贴息等代编和转移支付项目，采取先预拨、后清

算的方式，尽快将资金下达地方。

（三）广泛开展财政合作和交流。积极参与双边财金对

话机制，就加强金融监管改革等议题进行交流，推动双边财

金合作更为深入和务实。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波兰等

国就双边政府贷款合作事宜进行磋商。成功举办了中意财

政合作30周年成果展。

（财政部金融司供稿）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金融企业财政财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