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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赠款财务管理工作

办公用房、培训、业务招待、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

通信等管理。贯彻落实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部署，

加强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审核管理制度建设。

（二）夯实国有金融资产全链条的管理基础。在产权登

记上，汇总分析2014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数据，

完成1 776户企业年度验审。在资产评估上，完成中再、华

融、中金公司H股上市等8个资产评估项目的核准，备案资

产评估项目19件。在产权转让上，审核产权转让项目8个，

并通过建设监测系统，努力实现对国有金融企业非上市产

权转让的全流程监管。

（三）审核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重大事项。坚持促发展和

控风险相结合，按照公司治理程序，审议持股金融机构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议案，参与有关国有金融企业的财务决算、利

润分配、股权投资等重大事项决策。坚持绩效和薪酬相联

动，按规定对中央金融企业2014年度绩效评价结果进行了

确认，并结合绩效评价结果，审核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

的薪酬方案。

 （ 财政部金融司供稿 ）

2015年，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赠款财务管理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财政科学化、规范化管理要求，以资金、财

务、债务管理及绩效评价为主线，在夯实贷款管理基础工作

的同时，推进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与外国政府贷款政策整合，

继续完善规章制度建设，加强贷款债务管理，努力提高贷款

绩效管理水平。

一、推进贷赠款管理制度修订，夯实制度建设

继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与外国政府贷款工作机构合并后，

为进一步提高财政部门外债管理水平，多双边贷款政策整

合工作不断推进。经过多轮沟通与反复修改，《国际金融组

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基本完成，进一

步夯实了多双边贷赠款项目申报、财政评审、财务及债务管

理、转贷担保管理、采购管理、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重点

环节的制度建设。同时，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

前期工作规程、贷款赠款财务管理办法、预算管理办法、监

督检查管理办法、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等相关配套文件的修

订工作也在按计划推进。此外，依据新预算法相关要求，针

对主权外债转贷模式、债务限额管理等重要政策问题进行

研讨，提出具体操作方案，推动多双边贷款纳入预算管理和

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二、加强项目监督管理，提升科学管理水平

与国际金融组织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定期对项目支

付进度、发展目标实现情况进行监测汇总并通报，有力促

进了项目的执行与管理。结合项目执行监测结果，委托湖

北等4省专员办对9个世行贷款支付缓慢项目进行专项检

查，深入分析了项目执行缓慢原因并提出整改完善建议。

针对世亚行新贷款工具的财务审计问题开展研讨，推动新

贷款工具的使用。全面修订地方贷款管理工作年度综合评

分框架及标准，有力提升了项目科学管理工作和资金使用

效益。

三、做好外债债务管理，有效防范债务风险

（一）及时准确地做好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外还款。

2015年，按时对外偿还债务，全年共完成向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国际农发基金和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

还款合计金额约30.32亿美元，切实维护了我国政府的对外

偿债信誉和经济利益。由于偿还贷款债务及时准确，全年累

计获得世亚行利费减免约1 847.76万美元。

（二）加大债务对内回收与催欠工作。由于汇率、体制变

化等历史原因，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曾产生欠款。

多年来，通过跟踪核对数据、建立还贷准备金、预算扣款等

方式，债务落实与欠款清收工作均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15

年，已完成了全部地方欠款的清收工作，针对中央部门拖欠

国际金融组织债务问题，不断加大催收力度，2014 ～ 2015
年已收回中央部门拖欠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1.09亿美元，

拖欠债务减少到3.49亿美元。

四、严格管理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项目提款报账

由财政部国合司负责管理资金支付的国际金融组织贷

款和赠款项目共计15个，日常工作主要包括处理提款报账、

向国际金融组织申请资金回补、债务分割、会计核算、债务

回收、对项目单位进行财务和支付培训、协调项目单位与相

关财政部门之间的财务关系等。

五、推进政府外债统计监测预警管理信息系统
应用

2015年，针对信息系统运行以来发现的相关问题，继续

对系统进行优化和更新，不断完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信息

数据库，实现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之间贷款信息的共享和

及时更新与核对，以及常规性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本息费债

务的自动计算和预测等功能。同时，对原有信息系统模块进

行全面整合更新，首次建立双边政府外债信息数据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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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双边政府外债整体数据的分析预测，同时增加了绩效

评价等应用功能。举办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管理信息系统培

训班，指导和督促省级财政推广使用，日常债务管理工作效

率和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

六、认真配合做好审计工作

配合审计署开展2014年财政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国

际金融组织贷赠款项目公证审计、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政策

措施情况跟踪审计等工作。积极落实审计整改意见，会同国

库、预算司上报部领导批准建立还贷准备金收益定期上缴

机制，并完成2010 ～ 2014年还贷准备金收益上缴工作。

七、继续推进绩效评价工作，促进国际经验交流
与协作

截至2015年底，依据最新修订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先后组织有关中央部门及各省级

财政部门对172个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有力提升了项目管理工作和资金使用效益，并选择优秀绩

效评价报告编辑出版了《国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评价典型案

例集（2014）》。

继续加强以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SHIPDET）为
平台的绩效评价能力建设，围绕监测与评价、影响评价等内

容组织培训。截至2015年底，SHIPDET共为包括中国在内
的4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的3 000多名政府官员和评
价专业人员开展了培训，并帮助相关专业机构提高在绩效

评价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能力。

继续推进与世行、亚行、国际农发基金以及全球环境基

金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交流合作机制，通过互访、研讨、信息

共享等方式，促进各方在绩效评价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供稿）

2015年，农业综合开发财务管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全

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省级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云南

培训班会议精神，围绕农业综合开发中心任务，进一步创新

机制，加强管理，努力提升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管理水平，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一、坚持多渠道筹措资金，做大投入蛋糕

2015年，农业综合开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多渠

道增加投入，全年共计投入资金约832.36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395.62亿元，占总投资的47.53% ；地方财政投入

资金195.58亿元，占总投资的23.50% ；银行贷款和自筹资

金241.16亿元（含农村集体、农民群众和项目建设单位筹集

的现金、实物和投劳折资），占总投资的28.97%。

（一）中央财政继续加大投入力度。2015年 ， 中央财政
预算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387.67亿元，比上年增加26.96
亿元，增长7.47%。同时，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

安排农业综合开发世行项目资金3.55亿元，安排农业综合

开发亚行项目资金4.4亿元。

（二）督促地方落实财政投入资金。坚持多措并举、多

管齐下的办法，督促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足额落实投入资金。

通过提前下达支出预算的方式，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将

2015年存量资金预算层层下达到县，提高地方财政部门预

算编制的完整性和财政资金到位率。同时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并根据检查结果认真落实各项奖惩措施等，督促各地在

财政预算中按规定比例落实财政投入资金。鼓励和支持各

地区积极争取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收入等其他渠道资金，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2015

年地方财政安排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规模约为195.95
亿元。

（三）引导信贷及其他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进

一步完善贷款贴息扶持方式，将“后选项后结算”改为“先

选项后结算”，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

用；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财政补助项目的先建后补试点，充

分调动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投入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鼓

励有条件的省份探索股权投资基金的投入方式，通过引入

市场化的运作和管理模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采取

贴息和补助两种支持方式，对各类国有农场、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利

用金融资金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项目予以支持，为

创新涉农资金投融资机制探索新路。

二、坚持集中投入，突出支出重点

（一）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根据国务

院批复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农业

综合开发进一步突出支出重点，着力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建设，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一是重点投入粮食主产区。13

个粮食主产省投入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资金260.31亿元，

占中央财政资金总投入的67.15%。同时，要求各省进一步

向粮食主产县特别是“全国新增1 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
划（2009 ～ 2020年）”确定的 800个产粮大县倾斜，着力打

造全国粮食核心产区。二是重点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2015

年，中央财政安排311亿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以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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