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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代表民族特色和国家

水准的文艺院团等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要求，会同

财政部研究起草调研报告、提出改革思路与政策建议。积极

争取财政追加安排中直院团改革发展经费2.07亿元，使得8

家文化部直属文艺院团的经费增幅超过82%，为院团实行企

业化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六、指导国家艺术基金建立制度新体系

积极与国务院办公厅、中编办、财政部等单位沟通，在

抓紧筹建基金管理中心的同时，研究制定有关基金章程、工

作制度、财务管理办法及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性文件，为创

新财政投入模式，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确保基金未来的良性

运作打牢基础。

七、重点文化工程迎来建设新高潮

以“平安故宫”工程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同意为代

表，近10项大型重点文化工程有序分步地推进策划与实施

方案。其中，已完成立项批复的中国国家画院扩建、中央歌

剧院剧场、国家美术馆与中国工艺美术馆4项重点工程，投

资共计36.88亿元。中央芭蕾舞团业务用房与中国歌剧舞剧

院剧场等已开始前期选址与方案策划，国家图书馆“国家文

献战略储备库”项目正式启动。以《工程结算审核和财务决

算审计管理实施细则》的发布为标志，中小型设施项目的管

理得到进一步规范。

八、海外文化中心建设跨入新阶段

落实《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规划》，通过对文化中心

开展工程决算审计及财务巡查，进一步规范文化中心建设

的监督管理。起草《海外中国文化中心预算管理办法》，增设

文化中心运行保障经费项目预算。完成尼日利亚中心揭牌，

新加坡、悉尼中心顺利在建，丹麦、塞尔维亚、斯里兰卡、

老挝、尼泊尔中心开展前期选址筹建工作。2013年，中编办

批准成立文化部海外文化设施建设管理中心，进一步增强

了海外基建工作的力量，标志着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工

作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九、服务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增添新手段

研究建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经费保障机制、中央

补助地方专项资金及文化部本级拨付地方资金的监督管理

机制，努力形成对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工作的经费保障到位、

专款专用到位、设施规划落实与监管到位的支持环境。

十、文化援疆和扶贫工作再续新篇章

成功召开第三次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对口支援新疆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参与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等11个连片特困

地区的政策调研与规划编制工作，争取文化建设项目和资

金。在流动舞台车工程的基础上实施流动图书车工程，为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县级图书馆配送流动图书车。

十一、财务管理人员培训增加新内容

继续举办2013年文化部系统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班。同时，为帮助文化财务系统广大工作者尽快掌握新出台

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文化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及时

适应制度新变化和掌握新内容，一方面，起草了《文化事业

单位财务制度》解答材料，对新制度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另

一方面，举办培训班，对近300名地方文化厅局财务处长和

直属单位全体财务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

（文化部财务司供稿    于爱国执笔）

卫生计生事业
财务会计工作

2013年，各级卫生计生财务部门紧紧围绕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和中心工作，坚持树立“服务意识、效

率意识、创新意识、廉政意识”，按照“争取、落实、监督、提

效”的工作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转变工作

作风，大力促进卫生计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各项工作取得

新成效。

一、完善政策体系，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一）制订政策，深化医改。一是参与制订《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

明确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专项补助经费，基本建设和设

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出由政府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

建设规划足额安排，建立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运行的经常性补助机制并纳入财政预算。二

是参与研究制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

度的指导意见》。研究解决无负担能力病人医疗急救保障问

题，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保障困难群众就医需要。三

是研究起草《2013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要工作安排》、

《2013年公立医院改革工作方案》等医改文件。四是积极参

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卫生人才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社保基金等相关医改配套文件的研究制定。

（二）专题研究，促进医改。一是开展财政卫生计生投

入研究。对卫生总费用、政府卫生投入、全国人口计生财政

投入、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投入等方面进行研究。二是组织开

展卫生计生事权划分和转移支付模式改革研究，根据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建立事权

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的有关精神，结合卫生

计生事业改革发展实际以及国内外经验，提出改革思路和

政策建议。三是开展政府向社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购买服

务研究等重大政策前瞻性研究。四是开展县级公立医院改

革以药补医机制、医务人员工资情况、公立医院经济运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济运行、社会抚养费等专题研究分析。

二、争取资金支持，保障卫生计生事业发展

（一）中央财政投入不断增加。2013年共落实中央财政

对卫生计生事业投入2 028亿元（包括基建投资），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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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增加300亿元，增长17%。

（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投入进一步增强。

2013年安排中央专项投资220.7亿元支持2.7万个卫生计

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2万套乡镇卫生院周转宿舍建设，有

效改善了全国卫生计生机构基础设施条件。

（三）重点工作得以有效保障。一是保障新农合提高补

助标准和报销比例。新农合中央财政补助年人均标准由上

年的240元提高到2013年的280元。二是保障基本公共卫生

项目增加了服务内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财政年

人均标准由上年的25元提高到2013年的30元，服务项目

由10类41项增加到11类43项。三是保障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需要，专科实力强、技术水平高、医疗质量好、临床

实用性强的249个项目顺利实施。四是保障卫生应急工作需

要，支持包括人感染H7N9禽流感在内的流感和不明原因肺

炎监测以及四川芦山“4.20”地震救灾工作。

三、强化财务管理，推动工作扎实开展

（一）健全预算管理制度。一是研究探索预算管理新模

式。认真研究财政部滚动预算管理改革初步方案和思路，结

合卫生计生行业特点和项目库建设情况，研究探索国家卫

生计生委滚动预算等预算管理改革，不断提高管理精细化、

科学化水平。二是强化工作责任。制定《进一步加强预算管

理单位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单位领导财务管理

责任，提出健全财务管理机构、规范财会岗位职责、充分发

挥财务部门职能、加强财务内部控制、推进财务信息化、加

强财务队伍建设的要求。三是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根据财政

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卫生、计生、科研、住房改革等多个专项

资金等管理办法，结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实际，研究规定具体

管理办法和措施规定。

（二）认真做好事业单位财务决算汇审工作。开展2012

年度全国卫生财务年报、部门决算、住房改革支出、财政拨

款结余资金及2012年度企业财务会计决算、国有资产统计

决算、中央文化企业财务会计决算等多套报表的编制、审

核、汇总工作；完成全国卫生计生财务年报报表修订工作；

研究分析医疗卫生计生机构年度收支、财政投入、资产负

债、医药费用、成本管理等开展连续性研究，掌握医疗卫生

计生机构经济运行状况。

（三）强化资产管理。全面开展事业单位及其所办企业

产权登记，明晰产权关系，强化产权意识，摸清单位家底，

夯实管理基础。研究制定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范

资产使用管理。推进资产配置标准体系建设。探索卫生计生

行业通用、专用资产配置标准，成熟一项启动一项，推进资

产配置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工作。

（四）继续抓好《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

度》等制度的贯彻落实。会同财政部开展医院、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财务会计制度实施情况摸底调查，研究分析新制度

实施对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等方

面影响。

（五）启动县级公立医院成本核算试点工作。配合县级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规范县级医院成本核算方法、统一核算

标准，会同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在青海西宁市、浙江省

嘉兴市和安徽省芜湖市选择12个县24家县级医院试点开展

县级公立医院成本核算和监测工作。针对县级医院经济运

行规律和特点，形成县级医院成本核算操作指南和县级医

院成本监测指标，指导试点医院开展成本核算工作。县级医

院成本核算监测点的建立，对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县级医院

成本核算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为落实县级医院的财政经

费保障、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等奠定

了工作基础。

（六）创新项目资金预拨方式。为加快中央财政转移支

付地方专项资金执行进度，在2011年预拨下年项目资金的

基础上，2013年与财政部协商，创新资金预拨方式，首次将

2014年支出标准不变、实施范围不变、任务量不变的部分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按一定比例工作任务量与资金同时下

达到地方，便于各地能够结合本地实际，尽快开展工作，尽

早使用预拨资金，改变了以往年度地方因无任务量而无法

使用预拨资金的情况。这种做法得到了地方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的高度认可和好评。

四、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加强内部审计。一是制订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直

属和联系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二是积极

开展经济责任审计，2013年续办及新开展经济责任审计10

项。三是推进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国家卫生计生委在经济责

任审计工作取得的成效得到中央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办

公室的认可，参与研究修改经济责任审计相关实施细则。同

时，组织召开内部审计工作汇报会、座谈会和培训会等，推

进内部审计工作全面开展。

（二）开展医院绩效考评。2013年，委托卫生发展研究

中心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算管理的44家医院中

开展经济管理绩效考评工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

《国家卫生计生委预算管理医院经济管理绩效考评暂行办

法》以及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组织对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预算管理医院进行了试评。

（三）创新资金监管手段。完善卫生总费用核算平台、

政府卫生投入监测平台，实现全国范围资金监管全覆盖。改

革创新监督检查方式，提高资金监管的有效性、权威性。加

大各级卫生计生、财政等部门联合监督检查力度，发挥社会

中介机构和公众力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督检

查格局。推行信息化手段，实现监管工作全程化、常态化和

及时化。

（四）认真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综合督导检查。一是组织

开展以保障财政资金安全和项目规范实施为核心的督导检

查，2013年10月组织8个督导组、120名专家分赴天津等16

个省（区、市）开展督查工作，进一步摸清各地卫生和计划

生育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找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二

是开展新农合基金监督检查，在各省自查自纠的基础上配

合开展重点检查。三是开展全国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专项督导检查，对各地建设项目进展、工程质量、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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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方面进行重点检查。

五、继续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一是积极推进卫生计生财务信息交流平台、卫生计生

财务数据服务平台和业务监管平台建设，研究完善功能，提

升利用效率，促进财务工作管理水平和效率进一步提高。二

是提高专项资金数据库信息化程度。分中央、省、市、县4

级，中央财政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两个类别，资金数和任务

量两个方面，对2001年以来中央财政安排的各类卫生计生

项目进行集中整理，创建数据查询、数据分析、数据归集和

数据模型等多项功能，并根据年度资金下达情况进行适时

更新，为加强资金监督管理夯实数据信息基础。三是简化预

算申请和审批流程，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研究设立预算支

出申请填报软件，大胆探索，在中央部门创造性实现预算申

请、审核“一张纸”，大幅减轻司局申请和财务部门审核工

作量。

六、做好“三个结合”，推进扶贫开发与对口支援

工作

一是与落实牵头职责相结合，国家卫生计生委主要领

导赴吕梁山片区调研指导扶贫工作。分管委领导主持召开

29个部委等单位参加的部际联系会议，协调落实山西、陕西

两省提出的帮扶需求。召开了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对口支援

新疆、西藏会议，制定支持西藏及四省藏区进一步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案，促进受援地区卫生计生事业发展。

二是与惠民政策倾斜相结合，安排专项资金3亿元，扩大贫

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范围。争取资金5 880万元，设立

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安排专项资金320万元，在

国家卫生计生委4个定点扶贫县开展“健康暖心”工程。三

是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协调基金会、企业向吕梁山片区捐赠

价值3 000多万元的医疗设备，向青海捐赠价值1 000万元

的流动医院。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务司供稿）

中国人民银行
财务会计工作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会计财务

部门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机制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会计

财务工作转型；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和“约法三章”为

主线，有效防范会计财务工作风险；以规范管理、优化机制

为基础，有效提升会计财务部门服务央行履职的能力；以

强化培训、开展专题调研为手段，全面加强人民银行会计队

伍建设。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一、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机制建设为重点，全面

推进会计财务工作转型

（一）积极推进资产负债表管理。研究制定“建立持续健

康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长期工作规划。开展中央银行

财务制度、中央银行抵押品政策、软件资产管理等研究，探

索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人民银行会计标准和会计

制度，逐步完善人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机制和举措。

（二）服务于央行履职中心工作，不断强化会计财务研

究。以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为核心，重点加强对实施货币政

策、维护金融稳定等情况下的资产状况分析，完成《中央银

行抵押品政策研究》重点课题。围绕国外中央银行面临的经

济金融基本形势和主要货币政策措施，分析美联储等8家中

央银行的年度财务状况，完成《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及

对财务状况的影响——雷曼事件五周年回顾》、《日本银行

“量化和质化货币宽松政策”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分析》等

专题分析。跟踪研究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G20）央行财

务预算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完成重点课题《二十国中央银

行财务预算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三）围绕金融宏观调控中心工作，有效发挥会计分析

反映职能。积极与货币政策、外汇储备运营等部门沟通，研

究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对财务收支的影响，增加财务预测情

景假设，确保财务预测及时性和准确度，为宏观金融政策的

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配套制定“常备借贷便利”等业务的

会计核算办法，促进人民银行新业务顺利实施。制定人民银

行会计报表分析指导意见，提升会计信息时效性，改进信息

分析质量。结合宏观审慎监管要求，加强对国内商业银行财

务信息收集分析，完成《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影

响分析》、《上市商业银行2012年度财务状况分析》、季度财

务状况分析等专题材料。探索建立人民银行会计财务信息

共享机制，改进大会计管理，完善会计核算监督机制。

（四）积极探索预算管理—控制执行—绩效评价的新思

路、新模式。加大预算执行监测力度，逐步加强分支机构风

险意识。进一步强化预算约束。扩大预算绩效评价试点范

围，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

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

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二、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约法三章”为主

线，有效防范会计财务风险

（一）健全会计财务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防控业务和廉

政风险。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人民银

行预算公开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制度办法，切实规范财权

与事权、管理与操作、执行与监督等重点环节，促进落实八

项规定、“约法三章”对经费管理、公务用车等方面的刚性约

束，进一步提升人民银行会计财务风险防控管理水平。

（二）强化预算管理，严格财务管理。大力压缩一般性

支出和“三公经费”预算，严把费用标准和支出审核关。全

面落实管理责任，明确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会计财务负责

人的财务审批权限和管理责任，强化约束机制，规范执行相

关审批程序，重大财务事项实行集体决策并明确第一责任

人的管理原则。强化日常资金支出管理，加强专项资金的管

理，建立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与考核机制，重点防范违规风

险。积极推进公务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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