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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对评估行业发展提出新要求。

（财政部企业司供稿　 　 林山执笔）

玉石产业发展现状、上海钻石交易所等进行多次深入调研，

形成《关于加快我国翡翠等宝玉石产业规范发展的研究报

2011年，金融财务管理工作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为主线，以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为目标，服务宏观调控和金

融改革发展大局，着力支持健全财政促进金融支持“三农”

和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稳步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

革，着力夯实国有金融资产和财务管理基础，有力推动各项

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健全财政促进金融支农支小机制，支持经济

薄弱环节发展

（一）加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增强农业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在扩大保费补贴区域方面，种植业保险保费补

贴区域增加了陕西、广西和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马

铃薯保险增加了河北、陕西、宁夏；奶牛保险增加了中国农

业发展集团总公司；森林保险增加了广东、四川和广西；

天然橡胶保险增加了广东农垦。在提高保费补贴比例方面，

为支持中西部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发展，将奶牛保

险保费补贴比例由30%提高至50%。2011年，中央财政累

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66.7亿元，带动提供风险保

障逾6 500亿元，覆盖农户1.7亿户次，支农效应放大约70

倍，为及时恢复农业再生产提供资金保障。

（二）加大涉农金融机构财政奖补力度，健全农村金融

服务机构体系。从2008年起，中央财政实施了县域金融机

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

2011年，增量奖励试点范围扩大到18个省（区），涵盖全国

13个粮食主产省（区）。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覆

盖符合银监会监管要求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

助社等3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西部2 255个基础金融服务
薄弱乡镇的银行类金融机构网点。2011年，拨付涉农贷款增

量奖励资金27.34亿元，同比增长126%，定向费用补贴资金

10.32亿元，同比增长371%。从政策效果看，增量奖励政策

有效促进了信贷资金回流“三农”；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增强

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稳健性，调动了金融机构到偏远地

区设立网点和拓展服务的积极性。

（三）加大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小

额担保贷款贴息政策具有额度小、覆盖广、效能大的特点，

对扶持弱势群体创业和再就业来说，是方便灵活、见效较快

的民生政策。2011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政策力度，拨付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和奖补资金45.72亿元，

同比增长124.6%，支持各地创业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支持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针对融资性担保行业存在的基础薄弱、风险抵御能力不强，

一些担保机构从事非法吸存、非法集资活动等实际问题，与

相关部门共同印发《关于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发展的意

见》，对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政策

措施等事项进行明确，以规范促发展，从根本上提升担保机

构服务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的能力。

二、扎实做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工作，提高科学

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一）夯实国有金融资产基础管理。完成金融企业国有

资产产权登记报表的修订，开发新的产权登记信息系统软

件，夯实国有金融资产数据来源，摸清国有金融资产家底。

配合国有金融企业改革，完成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引入战略

投资者、中信集团重组改制、邮政储蓄银行改制等项目的资

产评估核准和备案工作。加强对产权转让行为的监督管理，

促进国有金融资产有序流转，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二）审核国有金融企业重大事项。坚持控风险、促发展

的原则，对有关国有金融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固定资产投

资预算、财务决算、股权收购和转让等事项进行审核。审核

批复光大银行、中信证券、新华人寿H股上市国有股权管理
方案及国有股转持方案。根据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对中

央金融企业2010年度绩效评价结果进行确认，并结合绩效

评价结果，审核确定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方案。

（三）加强国有金融企业派出董事管理。通过派出股权

董事依法行使国有股东权利，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完善

“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机制。提高派出董事的履职能力，召开

2011年度派出董事座谈会，以及2011年度派出董事培训班，

积极做好与派出董事的沟通联系。

三、深化国有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

企业制度

（一）牵头推进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按照一司一

策、突出主业、夯实基础、持续发展的原则，印发金融资产

公司商业化转型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

不良资产经营处置、股权投资、中间业务和公司治理等事项

提出明确要求。做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股改后续工作，明确

要求其按照稳步推进、依法合规、及时沟通的原则，开展引

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工作。研究起草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改

制方案，明确公司业务定位、子公司和办事处整合、财务重

组、发起设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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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推动金融控股公司整体改制。按照国务院批准

的改制方案要求，积极推进中信集团与光大集团的整体改制工

作，要求其利用重组改制契机，按照法律要求和市场原则，建

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各司

其职、有效制衡、科学决策、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压缩

管理层级，优化管理架构，提高风险管控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三）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积极参与农业银行

“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评估工作，总结“三农金融事业

部”运行情况，对推进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参与推动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制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邮政储蓄银行深化

改革有关问题的批示精神，对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改革方

案进行细化，积极推动邮政储蓄银行股改的前期准备工作。

四、加强制度建设，促进金融行业稳健运行

（一）完善绩效评价制度，提升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为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的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制度，推动全

国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结合2010年对金融类国有

企业实施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此前出台的金融

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

制度文件，进行修改完善和梳理归并，印发新版《金融企业

绩效评价办法》。

（二）完善高管薪酬管理办法，引导规范金融企业收入分

配秩序。针对近年来金融企业高管薪酬增长过快的问题，以

及《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审核管理办法》执行过程中有关

各方在办法覆盖范围、延期支付等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的差异，

对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出台新版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中

央金融企业负责人具体范围、审核测算、监督管理等事项。

（三）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促进国有金融资产有序流转。

针对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国有金融资产评估范围不明确、经

济行为和评估备案权限划分不清晰等问题，印发《财政部关

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有

关问题进行明确，更好地贯彻《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同时，为规范金融企业非上市国有产权交

易行为，确保非上市国有产权进场交易的公开透明，在实地

调研的基础上，制定《金融企业非上市国有产权交易规则》。

（财政部金融司供稿）

2011年，国际合作财务管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财政工

作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不断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加

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管理基础工作，进一步推进国际金融

组织贷款纳入预算管理工作，努力提高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管理工作水平，各项工作取得很好的成效。

一、　完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管理规章制度

为推进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

平，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建设，2011年2月6日，颁布《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国际金融组织

贷赠款项目财务管理的各部门职责、资金支付和使用、成本

费用管理、会计核算和财务监督等作出详细规定，将以往分

散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行统一整合和规范，弥补国际金融组

织贷赠款项目财务管理规章的不足，对下一步加强项目财

务管理工作、推动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提供重要保障。

此外，随着《统借自还主权外债纳入预算管理办法》于

201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做好统借自还主权外债纳入

预算管理后的会计核算工作，研究制定《统借自还主权外债

会计核算办法》，作为财政部总预算会计制度的补充，以进

一步推进统借自还主权外债纳入预算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管理

（一）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管理基础工作。贯彻落实

国际合作财务管理工作

财政部党组提出的加强财政管理基础工作和基层建设的要

求，一方面，组织开展地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管理基础

工作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基层财政部门和项目单

位、分析近年来地方上报报表数据中存在的问题等，形成

《落实两基工作要求，研究促进债务管理基础工作》的调研

报告，梳理目前地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管理基础工作

情况，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加强地方国际金融

组织贷款债务管理基础工作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建立全

国财政外经系统债务基础数据报表评分及通报制度并完善

定期对账机制。按照财政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债务统计工作的通知》要求，对2011年各地上

报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数据报表进行评分并通报评分

结果，督促各地财政部门充分重视基础管理工作。同时，不

断坚持和完善同省级财政部门的定期对账机制，确保国际

金融组织贷款基础数据的完整与准确。

（二）推进政府外债管理信息化建设。加强政府外债管

理的信息化建设，实现完整、准确和实时掌握外债基础数

据，修改和完善政府外债统计监测预警管理信息系统功能，

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适用性。同时，

指导和监督各省级财政部门对大量历史数据信息进行集中

清理核对，使各省债务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大幅度提高，

确保省级财政部门在新的基础上同步使用该软件，形成完

整准确的数据信息库。

（三）认真做好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专户移交国库部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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