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远程教育网络和西部良性自我发展机制建设等方面给予

了有力支持。另外，采取由中央财政对外垫付的方式解决

“天保工程”实施后一些世行贷款林业项目出现的还款困难问

题，并减免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4 个西部省市欠款 2.3

亿元人民币，对未到期债务8亿元人民币实行停息挂账。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容星火执笔）

财 政 支 持

公 共 卫 生体 系建设

2003 年的非典疫情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

存在的问题。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国

家将用3 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健全疾病信息网络体系、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监管体系，加强重大传染

病预防控制和农村卫生工作。为此，中央财政在2003 年安

排10亿元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2004 年又安排了 40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一、明确总体目标，确定资金分配原则

2004 年中央财政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分配的总原则是：

明确目标、分清职责，统筹规划、科学立项，整合资源、避

免重复，分布实施、逐年安排。具体分配原则为：

（一）明确目标，突出重点。针对目前我国公共卫生工

作中最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卫生工作中的问题，明确资

金支持重点领域，确定补助项目。突出专项资金的特点，集

中力量办大事。在补助级次上，重点支持县及县以下农村卫

生工作，对省、地（市）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省、地（市）

级给予适当支持；在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方面，重点支持

中西部地区；在重点疾病预防控制方面，面向全国，重点向

中西部倾斜。

（二）明确责任，界定范围。分清政府和社会、中央和

地方的责任。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

重点用于县及县以下卫生机构、农村地区的重大传染病防治

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明确中央与地方经费支持领域，

带动地方政府加大对公共卫生、农村卫生的经费支持力度，

形成中央和地方共同支持的合力，力争按期完成预期目标和

任务，并逐步建立公共卫生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

（三）统筹兼顾，避免重复。按照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

经常性支出原则上由地方预算安排，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

的部分重点项目给予一定补助。坚持按照现行政策的有关规

定，充分考虑与中央项目密切相关的地方政府项目、发展改

革委项目、国外赠款或贷款项目以及有关项目以前年度资金

使用、考核评价和监督检查等情况，注意与国际、国内其他

渠道资金投入的重点领域相区别，体现不重复安排资金原

则，尽量避免浪费。

（四）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资

金分配既考虑各级政府的财力状况，又兼顾事业发展的长远

需要，明确分年度实施目标及资金安排计划，提高资金整体

使用效率。

二、制定办法，规范专项资金管理

为了加强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管理，财政部与卫生部联

合成立“中央财政卫生项目管理临时办公室”，负责协助两

个部门进行卫生专项资金的分配和管理。同时，两部联合制

定下发了《中央补助地方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专项资金实行项目管

理，按照需求调查、卫生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有关配置标

准、疫情报告等因素进行分配；项目所需设备必须按照《政

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政府采购；加强对资金的安全性、合

规性的监督检查；对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过程及完成结

果进行绩效考评，追踪问效等。《暂行办法》的出台，对于

中央和地方规范资金分配、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认真审核论证，严格实行项目管理

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依据确定的目标和原则，两

部根据各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现状、财力状况、疾病流行情

况和2004 年的实际需要等情况，统筹考虑中央和地方有关

部门、国外贷款等渠道已安排的各项资金，在充分综合平衡

的基础上，按照项目管理的要求，研究提出了 2004 年公共

卫生专项资金分配的方案。并组织卫生领域、相关科研单

位、经济学、社会学有关专家及项目实施地方或单位等方面

人员，对专项资金分配方案进行充分的审核和论证，提出了

2004 年 40亿元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支持领域。

（一）支持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安排了“中西部地区县

医院及少数民族自治州（盟）医疗救治能力建设”项目，主

要用于急诊科、检验科、感染科能力建设、人员培训、城市

医生支援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医院建设和河南艾滋病高发市

县传染病院（科）装备等。

（二）支持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主要用于装备快速

监测车和执法监督车辆、卫生执法监督信息化建设、现场取

证工具配置、现场快速检测设备配置和人员培训等。

（三）支持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安排了 3 个项目，

即“提高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能力建

设”项目，主要用于乡村两级卫生人员传染病防治技能培

训、乡镇卫生院急救设备、中西部合作医疗管理培训和经办

机构计算机购置；“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

项目”，主要用于培训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及驻县专家蹲点、

妇幼保健宣传教育、住院分娩贫困救助；“农村改水改厕”

项目，主要用于农村水质监测、农户改厕、健康教育与技术

培训等。

（四）支持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安排了 7 个项目，即：

“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血吸虫病防治”、“鼠疫防

治”、“SAR S及其他重点疾病防治”、“地方病防治”和“计

划免疫”项目，主要用于补助各地开展重大疾病防治培训，

设备、车辆购置，药品购置，宣传教育，疫情监测，督导调

研等。

（五）支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系建设。主要用于地市

和县级食品药品监督机构装备药品快速检测车、县级药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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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配备执法装备。

（六）支持农村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主要用于县级中

医院急诊科、感染科配备设备、人员培训，农村中医特色专

科建设、中医人才培养等。

2004年，40亿元专项资金补助省级占 2.2% ，地市级

占13.2% ，县级占 44.8% ，乡镇占 39.8% 。开展培训补助

占 26.7% ，设备及车辆购置占 50.4% ，药品购置占 7.3% ，

健康教育宣传、监测、疫情处理等占15.6% 。

四、实施政府采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项目所配备的设备等要按照

《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实行招标采购。2004 年，对公共卫生

专项资金配置的大宗物品采取中央招标、地方采购的运作方

式，由卫生部、财政部统一组织集中招标，地方在中标范围

内认购，自行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付款、验收。零星物品等

由省级卫生、财政部门按规定采购。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供稿，李岱昕执笔）

财政积极 支持

金 融企 业和金 融体 制 改革

近年来，中央财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国有金融企

业和金融体制改革，增强了国有金融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积极采取措施支持政策性银行发展

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

分离，国家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3 家政策性银行（以下分别简称“开发行”、“进

出口行”和“农发行”）。2004 年，中央财政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继续支持政策性银行发展。

（一）支持政策性银行开展新业务。为使政策性银行更

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部继续积极支持政策性银

行进行业务调整，如同意农发行开展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

贷款业务、其他粮食企业贷款业务和国家厂丝储备贷款

业务。

（二）调整政策性银行资本金币种结构。为支持政策性

银行进一步拓展外汇业务，财政部同意进出口行在实收资本

50亿元额度内将外汇资本金由 2 亿美元调增为 3 亿美元；

同意农发行在实收资本 165 亿元额度内将外汇资本金由

5 000万美元调增为1亿美元。

（三）支持政策性银行办事机构迁址。为支持进出口行

加强非洲法语区国家信贷业务的管理，促进其与欧洲国家的

政府机构和相关银行的沟通，财政部同意进出口行将设在科

特迪瓦的中西非代表处迁址至法国巴黎。

（四）支持政策性银行处置不良资产。为化解开发行贷

款风险，财政部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开发行专案核销不良

贷款12亿元。

（五）对政策性银行亏损进行补贴。自1994 年政策性银

行成立以来，其经营亏损由中央财政按“保本微利”的原则

进行补贴。2004 年，中央财政向进出口行补贴12.78亿元。

二、积极采取措施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自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增强国有独资商业银

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央财政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

发行2 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成

立4 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和处置从银行剥离的1.4万

亿元不良贷款。2004 年，中央财政继续采取措施，支持国

有商业银行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一）支持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

为推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对中国银行和中

国建设银行进行了财务重组。一是允许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

银行将2003 年利润、呆账准备金以及所有者权益全部用于

消化资产损失。二是 2004 年初，动用 450 亿美元外汇储备

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同时支持

两行发行次级债券，补充附属资本，使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

银行 2004 年底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9.70% 和11.95% （审

计前数据）。三是经全国人大批准，自2004 年 12 月 1 日起，

中央财政按年利率2.25% 向中、建两行支付特别国债利息。

四是中央财政承诺，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在必要时，对

中、建两行持有的资产公司债券利息及本金给予资金支持。

五是及时组织完成两行资产评估结果的核准工作，批复两行

股份公司的股权设置方案，为两家银行顺利实施股份制改造

创造条件。

（二）支持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根据国务院批准

的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整体方案，对交通银行进行了财

务重组。一是核销资产损失和补充拨备。交通银行利用部分

股东权益、存量准备金、经营利润和其他财务资源，核销资

产损失和补充拨备。二是处置可疑类贷款。对交通银行可疑

类贷款本金，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再贷款，信达资产管理公

司收购，可疑类贷款相对应的应收未收利息以及已核销的符

合条件的损失类贷款本息，无偿划转信达公司。三是补充资

本金。在核销资产损失后，为达到国家有关资本充足率要

求，向交通银行补充了相应资本金，其中：财政注资 50 亿

元、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 100亿元、汇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

者入股16亿美元、中央汇金公司投资30亿元，此外还发行

次级债券补充附属资本。补充资本金的工作全部完成后，交

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了 8% 以上。

三、积极支持保险业深化改革，防范风险

（一）采取措施防范政策性保险业务风险。一是向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拨付2.8亿元，充实资本金，增强其抵御

风险的能力。二是进一步完善出口信用保险管理，借鉴国际

惯例分设“国家账户”和“公司账户”，要求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以政治风险为主的业务在“国家账户”内运作，以

商业风险为主的业务在“公司账户”内运作，防范和化解出

口信用保险业务风险。三是研究确定出口信用保险资金运用

的业务范围和风险管理措施，修订出口信用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加强对资金运用业务的管理，防范风险。

（二）积极支持保险公司股改上市，深化保险业改革。

一是批准平安保险公司的国有股权管理及国有股减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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