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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进国库现金管理，完善财政国库理财功能

（一）扩大中央国库现金管理的规模。2009年，中央财政

在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

要求，努力扩大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规模，增加操作频率，

健全完善运作机制，取得显著成效。2009年基本上实现了每

月1次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操作，全年累计操作11次，累计操

作规模3096亿元，比上年增长82%，获取利息收入17.6亿元，

取得了可观的财政直接理财效益。

（二）完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规程。组建了

2009-2011年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参与银行团。通过完善商业

银行定期存款质押操作系统，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质押操作

效率。改进商业银行定期存款质押操作和资金支付操作系统。

七、推进财政国库信息化建设，强化国库动态监控机制

（一）加强财政国库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行中央财政与人

民银行国库之间的“无纸化”管理。遵循《电子签名法》的规定，

与人民银行签订国库收付业务电子签名确认协议，引入电子

支付方式，明确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终结了财政部与人民

银行之间沿用数十年的纸质单据人工传递方式，既提高了效

率，又节省人力物力。启动现金与国债管理系统建设，为建立

现金预测与现金投融资一体化管理体系奠定基础。继续完善

地方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推进地方支付系统的改造升级，促进

地方支付系统向预算执行管理综合系统的转变。

（二）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完善中央财政动态

监控机制，创新监控手段，规范内部操作规程，加大对重点领域

财政资金支付使用的监控力度，充分发挥动态监控的威慑、警

示、规范和纠偏作用，全面提升动态监控管理水平。2009年，共

监控中央部门支出约462万笔，发现并查处违规资金6.22亿元。

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中央专款支付监控系统。制定发布了《财

政部关于加快建立地方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的指导意见》，从

动态监控运作机制、技术保障、内控管理、报告制度等方面对地

方财政建立动态监控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动态监控信息报

告方面，形成了以监控周报、月度监控信息和统计分析为基础，

专题监控分析报告为重点，年度分析报告为核心的报告体系。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柳柏树、戴  晓、李大伟、 

李青山、陆阳春、沈志华执笔）

政府采购

2009年，财政部政府采购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

照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以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09]35号）为重点，有效应对和化解政府采购工作中的各种

挑战和矛盾，在完善法制体系、强化政策功能、提升监管水平

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政府采购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一、政府采购法制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在综合性制度建设方面，制定发布了《财政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中央单位集中采购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2009]101号），从明确目录执行范围，加强政府采购计划管理、

创新和规范集中采购形式、建立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等方面对加

强集中采购管理作出了规定。二是在专项制度建设方面，制定

发布了《中央单位变更政府采购方式审批管理暂行办法》（财库

[2009]48号），细化了审批要素，规范了申报和审批行为。三是

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完成了2005年上报国务院的《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送审稿）》的修改完善工作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资格认定办法》（财政部第31号令）的修改完善工作。

二、政府采购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

一是加强对集中采购工作的监管和指导。建立健全中央

集中采购工作例会制度，切实增强集中采购目录执行的严肃

性，采取在协议供货中引入价格选择机制、对京外中央单位部

分服务项目实行属地化管理等措施。二是建立政府采购实施

计划与预算、执行情况衔接和贯通机制。利用电子化手段对中

央单位政府采购计划、执行情况以及政府采购预算进行预警

和审核，为实现对中央单位采购活动的有效监控和分析考核

奠定了基础。三是规范中央单位政府采购方式审批和进口产

品审核工作。对审批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扩大试点单位范

围，审批审核的规范化程度和效率进一步提高。对甲流防控等

紧急采购项目，启动快速采购应急程序，确保紧急采购及时展

开。2009年共办理中央单位政府采购方式审批和进口产品审

核896件。四是做好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工作。建立了律

师事务所横向协助、专家审查委员会纵向把关的投诉处理工

作机制，进一步规范了供应商投诉处理程序。2009年共处理

投诉、举报以及协助处理行政复议共71起。对违规和不良行

为的处罚力度不断加大，首次处罚了4名评审专家，开出了首

张供应商“罚单”，两家企业3年内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五是做好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审批工作。修改完善了“政府

采购代理机构审批系统”，优化申报和审批程序。2009年共审

批甲级代理机构402家，办理确认资格326家。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一步强化

2009年，财政部积极落实国家通过政府采购支持节能减

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等方面的政策

措施。一是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调整扩大

了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政府采购范围，完善了公示制度、

供应商承诺机制和退出机制。同时，对佳能公司、长虹公司列

入清单产品的举报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二是配合有关部委

制发了《科学技术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开展

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启动国家自主创

新产品认定工作。三是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政府采购扶持

中小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在北京市、黑龙江省开展政府采购领

域引入信用担保试点。四是积极开展政府采购支持服务外包产

业发展的政策研究，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关于鼓励政府

和企业发包促进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五是为

保障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会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信息安全

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要求的公告》，规定从2010年5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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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采购法规定范围内对信息安全产品实施强制认证。

四、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一是大力推动全国电子化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建设，

加大中国政府采购网建设力度。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政府采

购网建设维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分网站执行统一域名

规定，改进信息发布方式，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发布考核，推动

中国政府采购网在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二是对中央单位变

更政府采购方式审批管理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新增了进口

审核入口、采购人上传产品清单、项目审批状态查询、A/B角

授权等多项功能，大大提高了采购方式审批和进口审核工作

效率，有效规范了申报行为和审批行为。三是对政府采购信

息统计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并研究开发了政府采购计划管

理模块，对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和执行情况进行汇总、

分析，实现对中央单位的政府采购活动动态监控和分析评价。

四是加强对各地政府采购业务的指导，于2009年4月，在湖

北武汉组织召开全国政府采购工作会议，总结了2008年政府

采购制度改革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形势和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思路和任务，并对今后一个

时期的政府采购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五是组织财政系统政

府采购部门开展调查研究，先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就《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送审稿）》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

（财政部第31号令）修改完善、电子化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

建设、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指标体系、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发

展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指导地方财政部门深入推动政府采

购制度改革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六是做好政府采购宣传培

训工作，通过相关媒体开展政府采购集中宣传、开办“政策问

答”专栏，举办中央单位政府采购政策培训班和政府采购甲级

代理机构培训班等工作，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营造良好氛围。

五、积极开展加入GPA及相关谈判工作 

2009年是我国开展加入《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的第

二年。财政部根据谈判形势，认真组织国内谈判应对工作，积极

开展谈判活动。2009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向WTO提

交了《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进展情况》，表明我国加

入GPA的立场，阐明修改出价面临的困难，提出修改出价的基

本思路。2009年，财政部4次组团赴日内瓦与美国、欧盟、加拿

大、日本、韩国、瑞士、挪威等7个GPA成员，开展了15场次双

边谈判，并与美国和欧盟在华盛顿和深圳各开展了1次双边谈

判，就双方关心的议题进行了磋商。WTO秘书处和GPA参加

方对我国提交的修改出价思路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对我国加入

GPA面临的困难表示理解，但都要求我国尽快提交修改出价，

同时按照GPA原则修改国内有关政府采购法律和政策。此外，

财政部还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就我国加入GPA及有

关政府采购政策与美方开展了深入磋商。配合有关部门参加了

中美投资协定、中美商贸联委会、中欧完善《1985年贸易协定》、

APEC政府采购专家组、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政府采购工作组

等机制下有关政府采购议题的磋商和交流活动。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王  勇、王绍双、王文虎、 

夏  玲、肖  帆执笔）

国防财政财务

2009年，国防财政财务工作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

决策部署，以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全力做好国防经费保障，

强化国防财政财务制度建设，提高国防财政财务管理科学化、

精细化水平，确保国防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

一、国防支出基本情况

（一）国防支出预算安排情况。2009年国防支出预算

数为4806.86亿元，比2008年决算数增加624.82亿元，增

长14.9%。其中，中央财政安排4722.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2%；地方财政安排民兵事业费84.35亿元，比上年增长

4%。

（二）国防支出预算执行情况。2009年国防支出执行数为

4949.99亿元，完成预算的103%，比上处增长18.4%。其中，

中央财政支出4825.01亿元，完成预算的102.2%；地方财政

支出124.98亿元，完成预算的148.2%。

（三）国防支出保障的重点。一是确保军事斗争准备经费

投入。严格按照“十一五”规划计划，集中财力保障武器装备

购置、战场设施建设、战备物资储备、后勤装备建设等重点

专项，加大投入保障大型联合训练演练、复杂电磁环境建设、

信息作战保障能力建设、军交运输、国防工程维护等专项计

划，促进了军事斗争准备巩固深化。二是着力做好重大军事

行动经费保障。采取正常供应与专项补助相结合的办法，从

财力上确保建国60周年国庆首都阅兵活动圆满完成；建立

护航任务津贴、公务事业费专项补助标准，及时保障海外补

给所需外汇，为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

航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乌鲁木齐“7 • 5”事件发生后，迅

即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测算维稳任务经费保障方案，明确经

费补助标准、保障范围和办法，紧急下达群众工作、过冬保

障等经费，确保部队维稳急需。三是统筹财力完善各项标准

制度。对军队津贴补贴制度进行调整规范，提高津贴补贴标

准；建立伤病残退役军人安置补助费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金制度，提高军人配偶随军未就业期间基本生活补贴标

准，提高随军遗属和1955年前后复员女同志生活补助费、义

务兵和供给制学员津贴等标准；调整军人伤亡保险金标准，

建立军人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机制，统一为现役军人购买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调整卫生事业、教育训练、政治工作等

公务事业费标准，重点解决离退休干部医疗、基层连队订阅

报刊等实际问题，改善了官兵生活福利待遇，促进了部队凝

聚力、战斗力的提升。

二、推进国防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按照国家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着眼于加

强国防财政财务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积极推进改革创新，

促进国防预算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

（一）推动财务改革深化发展。认真落实行政消耗性费用

管理改革办法，预算单列、限额控制办法在解放军四总部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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