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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阶段，实现了预算执行相关数据的采集和整理。文化部要

求各省文化厅选派1～ 2名文化财务信息员，定期（按季度）

上报各地有关文化投入或文化财务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或

有益探索，逐步建立地方文化财务工作信息反馈机制。

五、学习培训，务求实效，继续提高人员素质能

力

（一）举办了文化部系统2010年度业务培训班。为进一

步提高文化部预算管理、项目管理水平，提高财务人员、基

建项目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组织了文化部系统2010年度

业务培训班。为丰富培训内容，提高培训质量，培训邀请了

相关部门的有关专家就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审计中存在的

问题、基建工程管理、招投标程序等进行授课。此外，还安

排了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话剧院分别从基本建设

工程管理、预算执行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培

训500人次。

（二）组织了文化部系统会计人员开展会计继续教育培

训。邀请财政科学研究所资深教师就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税

收筹划等内容进行讲解，累计培训各单位财务人员、资产管

理人员300人次。

（三）对驻外会计进行业务培训。2010年驻外人员轮换

较多，有6个使馆文化处（文化中心）的会计轮换，并且大部

分没有驻外工作经验。为了保证驻外文化处（文化中心）的

财务工作安全、顺利交接，文化部对派出人员进行了业务培

训，并编制了驻外会计业务考试试题，通过考试、辅导和模

拟使其掌握工作所需的业务知识，能尽快胜任工作。

（文化部财务司供稿    李峻执笔） 

2010年，各级卫生财务部门围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重点任务和中心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届四中、五中

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不断强化卫生事业规划、保障、监管和资源配置职责，中心

工作成效显著，重点工作稳步推进，整体工作水平不断提

升。

一、全力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一）做好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编制和区域

卫生规划指导工作。科学编制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纲要，在“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研究和“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和总体发展思路”研究工作基础上，组织开展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经济运行情况等专题研究工作。成立规划编

制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组，初步形成“十二五”时期卫

生事业发展目标、任务和措施以及拟纳入国家“十二五”规

划纲要的重要指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和政策等。研

究提出“十二五”时期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提出“十二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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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卫生事业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具体指标、重点工作、保

障措施以及卫生系统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行动计划。认真

开展《“十二五”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十二五”

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发展规划》、《“十二五”现代服务业发展

规划》、《“十二五”城镇化发展规划》等国家“十二五”专项

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指导各地开展区域卫生规划编制工

作。

（二）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参与《关于进一步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若干意见》研究

制定工作。参与《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关

于确定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的通知》、《关于建

立健全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的指导意

见》、《公立医院布局与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

医疗机构药事服务收费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推进按

病种收付费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制定和起草工

作。

（三）积极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一是参与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的研究

制定工作。二是会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

《2009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以

奖代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二、积极争取卫生投入，保障卫生事业发展

（一）各级财政投入继续增加。2010年，各级财政部门

继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卫生事业投入力度，有力

地支持了卫生事业发展。2010年，各级财政卫生投入达到

2  345亿元，比上年的1 880亿元增加465亿元，增长24.7%。

其中，共落实中央财政对卫生事业投入1 087亿元，比上年

的828亿元增加259亿元，增长31.3%。

（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2010年

中央财政共安排200亿元支持891所县级医院、1 620所中
心乡镇卫生院、1 228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1 250所
边远地区村卫生室业务用房建设；安排54亿元用于县级医

院设备购置；安排20亿元支持116个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建

设，安排11亿元用于设备购置。

（三）积极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全力做好经费物资

保障工作。一是积极参与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工作，落实

救灾资金7亿元，主要用于经费物资保障和灾区卫生系统灾

后重建。二是认真开展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救灾保障及灾

后恢复重建工作。安排5亿元资金，专项用于灾区抢险救灾、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救济、伤员救治和卫生防疫、灾后

恢复重建等工作。三是落实救灾防疫资金0.6亿元，主要用

于吉林、湖南、四川等15个地区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应急防疫工作。

三、加强财务制度建设，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一）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意见》中进一步完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严格预算

管理，加强财务监督和运行监督的要求，会同财政部社会保

障司、会计司共同修订《医院财务制度》和《医院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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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12月底印发。新制度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突出成本

控制，规范医院的财务核算，加强医院财务管理和监督。一

是明确核定收支、定向补助、超支不补、结余按规定使用的

预算管理办法，将医院所有的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二是

明确实施全面成本管理，为医院提供医疗服务项目和科室

成本核算信息，通过成本分析评价与考核控制，优化医疗服

务流程。三是明确提出三级医院须设立总会计师，进一步提

高医院发展规划与经营策略、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水平。四

是规定医院要全面披露资产负债信息，限制长期负债借入，

严格审批大型设备购置。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公立医院在职能定位、管理

模式、成本补偿及业务活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会同财

政部社会保障司、会计司共同制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

务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并于12月底印

发。一是建立预算约束机制。明确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实行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超支不补、结

余按规定使用的预算管理办法。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

的财务管理体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二是

合理划分收支，体现职能定位。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

入主要由医疗收入、财政补助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构成，

在会计核算流程中清晰反映了各种补偿渠道的资金流程。

三是加强资产管理，防范财务风险。通过严格禁止对外投

资，控制大型设备购置和借款行为，控制财务风险，维护

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四是结合实施绩效工资，设立奖

励基金。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用基金中设置奖励基金，

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绩效工资的实施用于职工绩效考

核奖励。

四、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执行进度

（一）加强预算管理，加快预算执行。一是完善工作机

制，加强制度建设。强化预算管理工作委员会集中审议研究

部门预算草案、预算执行管理办法和预算执行重大事项的

作用，坚持重大事项提请部务会或部党组会研究决定。二是

加强预算管理，印发《卫生部部门预算执行管理暂行办法》，

进一步规范预算行为，强化预算监督。三是研究制定《卫生

部机关司局委托办事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组织开展委托办

事专项检查，加强中央本级财政项目预算管理，规范委托办

事支出，保障资金安全。四是严格预算执行进度，突出工作

责任落实。签订预算执行责任状，明确预算执行责任，细化

预算执行时间节点和进度要求，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卫生部预算管理相关做法得到相关部门高度认可，财政部

在中央部门预算执行通报第7期专门介绍卫生部的做法和

经验。

（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医改资金执行进度。一

是改革医改重大专项资金下拨方式，加快资金拨付速度，协

调财政部改革资金下拨方式，提前资金下达时间，加快资金

拨付速度。二是会同财政部采取预通知再拨款方式，提前告

知地方2011年医改重大专项资金部分计划数，进一步加快

医改重大专项执行，促使地方转变工作观念、工作思路和工

作方式。

五、加强财务监管，确保资金安全

（一）扎实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按照中央治理“小

金库”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制定《2010年卫生部机关及部

属（管）单位“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和《2010年卫生

部业务主管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

方案》，采用多种检查方式，在各单位全面开展财务检查工

作。卫生部“小金库”专项治理和财务检查工作取得阶段性

明显成效。

（二）创新内部审计管理。一是开展内部审计人员委派

试点工作。通过成立委派工作管理研究小组，印发《卫生部

直属事业单位内部审计人员委派试点工作暂行办法》，研究

起草相关配套文件，从制度上、机制上保证审计委派工作的

顺利开展。二是推动审计信息化建设。研制《卫生专版审计

作业软件》并在部属（管）单位推行使用，实现内部审计从

手工操作向计算机审计的转变。促进内部审计工作转型与

发展，加快内部审计现代化进程。举办计算机审计专业培训

班，积极推进医疗卫生单位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

（三）积极开展卫生专项资金综合督导检查。2010年，

会同驻部监察局、国家中医药局规划财务司、卫生部项目资

金监管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分3次对天津、内蒙古等12省

（区、市）开展综合督导检查。督查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

卫生系统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自查自

纠情况；二是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央安排的扩大内需建

设项目实施情况；三是2009年度实施的15岁以下人群补种

乙肝疫苗、农村妇女孕前和孕早期增补叶酸、贫困白内障患

者复明、农村妇女两癌检查、农村孕产妇分娩补助等10个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提请各地卫

生厅局及时整改。

（四）认真开展卫生系统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

理。会同各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建设项目排查工作，采取全

面排查、重点抽查的方式，从5 000万元以上的61个项目中

重点抽查40个项目，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通告项目单位进行

整改，大部分问题已整改到位。

（五）完善资金监管措施，狠抓任务落实。一是建立医

改资金监管平台，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级政府医改投入规模、

分配和使用等情况，确保资金安全。二多次召开覆盖到县级

的资金监管电视电话会议，并会同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医改任务和资金执行进度的通

知》，明确加快医改任务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

金安全相关要求。

（卫生部财务司供稿    任露执笔）

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财务部门围绕中心工作，强化经

费管理，研究重大政策，推进项目实施，努力推动人口和计

国家人口计生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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