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部门）财务会计工作    95

学新校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2009年，通过各方共同努

力，北京市政府将中央民族大学新校区列入北京市重点工

程建设项目，进入北京市绿色审批通道。

较好落实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通过积极争取，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整中央民族大学文科教学楼工程投

资概算，增加投资额 5 242万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解决。安排 2009年基建切块资金 3 621万元，全

部用于遭受地震灾害影响较大的西南民族大学和西北民族

大学。

抓住机遇积极争取院校基建项目国家拨款投资。充分

抓住有利时机，积极组织了一批京外直属院校的基本建设

项目申请国家投资立项。200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

正式批复北方民族大学设计艺术专业综合楼和材料化工实

验实训楼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和投资概算，安排中央预

算内专项投资 10 908万元。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学生食堂

和学生公寓工程项目，也于当年进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的评审程序。

（二）中国民族博物馆立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2009年，

组织修订了中国民族博物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向国

家发改委进行了重新申报。积极联系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

就民博的选址问题进行调研，组织与崇文区政府签订了民

博项目用地的意向性协议，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实地考察调

研，推动项目立项建设工作。

三、管理体制不断创新，为事业发展营造积极环

境

为提高内部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充分调

动直属事业单位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

机制，促进国家民委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2009年，继

续深入研究制定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细则，完善目标责任

制管理制度体系。研究修订目标责任制管理指标体系，提高

目标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结果

将对评价各单位事业发展状况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四、监管力度不断强化，为事业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

2009年 3月，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中

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部门要求，在国家民委系统组织

开展了“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成立了“小金库”专项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导 “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专项治

理工作动员时间早、宣传力度大，各项工作深入细致，为专

项治理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10个机关部门和 20个直属单位全部组织开展了自查，

领导小组选取了 4个机关部门和 14个委属单位开展了复查

工作。复查工作采取聘请中介机构人员与系统专业人员共

同组成工作组的方式开展，取得良好成效。

专项治理工作结束后，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情况通

报会，并向各被检查单位逐一印发了整改通知，明确提出整

改要求，部署开展专项治理“回头看”工作，要求各部门、各

单位查找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重点在收费项目管理、票

据规范管理、收费行为监督管理以及核算管理等方面建立

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小金库”防治工作责任制，抓好

财经规章制度贯彻落实工作。与此同时，制定了《国家民委

关于杜绝“小金库”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国

家民委机关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规定，建立和完善“小

金库”防治工作的长效机制。

五、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为依法管理、科学管理

提供有效保障

（一）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继续完善重大财务事项报告

制度。部门预算、决算、民族工作经费安排情况等重大事项，

及时向委务会提请审议和报告。对预决算、国库支付范围划

分等文件，实行内网公开，增强预算管理的透明度，进一步

完善政务公开、财务公开。

完善公务卡管理制度。按照财政部关于公务卡使用、管

理的有关规定，研究制定《国家民委机关公务卡管理暂行办

法》，推广、规范公务卡的使用管理。

（二）建立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制度。根据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为在国家民委建设优质工程的同时建

设廉政工程，经过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国家

民委关于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监督暂行办法》，加强对国家

民委系统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监督，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市

场交易行为和领导干部从政行为。

（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根据财政部有关文件要

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国家民委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

置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行为。按照财政部

国有资产信息系统管理有关要求，开展管理系统应用配套

工作，利用该信息系统，实现对委属单位资产动态管理。

（四）坚持单位法人离任审计制度。2009年，组织完成

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

学、大连民族学院等 5所高校原法人代表经济责任审计工

作，并对审计报告出具评审意见。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规划财务司供稿  高  虹执笔）

民  政  事  业
财务会计工作

2009年，民政事业财务会计工作有效落实中央关于保

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做好各项规

划编制工作，切实提供经费保障，各项民政工作都取得了显

著进步，奠定了民政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一、各项民政工作迅速发展

（一）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重点工作快速发展。全国部

分县（市）建立了高龄生活补贴制度，以家庭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形成；开展了基

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制定实施了社会散居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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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明天计划、重生行动和脑瘫

康复等助医项目取得明显效果；通过落实福利企业优惠政

策继续促进残疾人在福利企业就业，依法保障残疾职工合

法权益。

（二）社区建设和服务不断深化。城乡社区服务体系进

一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和内

容逐步丰富。城市和谐社区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农村社区建

设试验全覆盖创建活动顺利开展。

（三）社会救助水平持续提高。一是城市低保巩固

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截至 2009年底，全国共有 

1 141.1万户、2 345.6万城市低保对象。全年各级财政共

支出低保资金 482.1亿元，比上年增长 22.5%，其中中央

财政补助资金为 359.1亿元（其中春节一次性补贴 34.2

亿元），占全部支出资金的 74.5%。二是农村低保稳步向

应保尽保迈进。截至 2009年底，全国已有 2 291.7万户、

4 760.0万人得到了农村低保，比上年同期增加 454.5万

人，增长了 10.6%。全年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363.0亿

元，比上年增长 58.7%，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255.1亿元（其

中春节一次性生活补贴 39.6亿元），占全国支出资金的

70.4%。三是农村五保供养水平不断提高。争取将农村五

保供养资金单列到县、乡财政，实现资金管理重大突破。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供养标准，落实供养资金，供养

水平不断提高。四是城乡医疗救助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

障体系。出台城乡医疗救助四部门文件，城乡医疗救助已

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推行一站式服务和医疗费

即时结算的医疗救助模式。2009年，用于农村医疗救助

的各级财政性资金支出 64.6亿元。用于城市医疗救助的

各级财政性资金 41.2亿元。五是临时救助制度逐步健全。

2009年，有 62.2万农村人口享受了农村传统救济，546.4

万人次得到了农村临时救济。为城乡低保家庭、五保对

象、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和城乡老党员发放一次

性节日生活补贴，惠及 7 400多万人。六是救助管理机构

规范化扎实推进。加强流浪乞讨精神病人、危重病人的救

治工作，特别是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协助有关

部门治理了扰乱公共秩序的有害乞讨行为。

（四）救灾应急工作取得实效。一是继续完善救灾应急

机制，全年救助受灾群众 6 553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700多

万人次，下拨中央救灾资金 174.5亿元，调拨救灾帐篷 4.46

万顶。二是切实加强了汶川地震救灾捐赠资金使用管理，积

极参与和落实对口支援任务。增设因灾遇难人员抚慰金项

目，提高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建补助标准。三是卫星遥感等

高新技术在灾害监测评估中得到进一步应用，灾情管理信

息系统基本实现省市县各级全面覆盖。四是推动全国防灾

减灾日的设立并开展相关活动，推进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创建活动，防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五是完成《救灾物资

储备库建设标准》编制工作，规划建设 16个中央救灾物资

储备库。

（五）拥军优抚安置工作扎实推进。一是大幅度提高重

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着力推进优抚医疗保障制度建

设。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 20.0亿

元，599.9万优抚对象享受优抚医疗保障。二是中央财政一

次性投资 5亿元改造资金，实施全国 133个重点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改造工作。三是中央下拨安置经费 160.2亿元，比上

年增长 12.1%，军队离退休干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得到较

好落实，服务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四是加强军供站建设，制

发《进一步加强军供站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六）其他事业健康发展。一是社会慈善事业蓬勃发

展。二是福利彩票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09年中国福利

彩票年销售 756.06亿元，比上年增加 152.06亿元，同比增长

25.2%；筹集公益金 248亿元，比上年增长 17.3%。三是老龄

事业健康发展。老龄事业发展部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扩大

老龄服务领域和范围，统筹解决城乡养老服务问题。四是区

划工作有序开展。重点支持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区

划调整工作，稳妥审核报批天津市设立滨海新区、上海市浦

东新区行政区划调整等 9件行政区划调整。五是社会组织健

康发展。规范开展社会组织年检和评估工作，引导社会组织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六是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建设不断加强。推动修订村委会组织法，进一步完善村级

民主自治机制，着力解决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组织协调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专项治理工作。七是

婚姻登记服务进一步规范。全国共有704个县级以上婚姻登

记机关解决了编制、工作经费和办公场所问题。八是殡葬管

理进一步加强。先后出台《民政部关于清理整顿公墓有关问

题的通知》、《民政部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

学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8个政策性文件，加大了殡葬管理政

策的指导力度。

二、民政事业费稳步增长

2009年全国民政事业费支出 2 181.9亿元，比上年增长

1.7%。其中：抚恤事业费 310.3亿元，比上年增长 22.3%；

军队离退休、退职费 225.7亿元，比上年增长 25%；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482.1亿元，比上年增长 22.5%；农

村及其他社会救济支出 487.9亿元，比上年增长 49.3%；社

会福利费 124.1亿元，比上年增长 20.3%；自然灾害救济费

199.2亿元，比上年降低 67.3%；地方离退休人员费用 30亿

元，比上年增长 13.4%；其他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民政事务

管理等民政事业费322.7亿元，比上年增长27.7%。

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民政事业的投入。一是2009年中

央财政共向各地转移支付民政事业费 1 227亿元，比上年增

长 3.9%，占民政事业费比重 56.2%，比上年增长了 1.2个百

分点。二是各类民政登记管理单位固定资产总值为 5 18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9%。民政事业基本建设 2009年施工

项目6 457个，比上年增加2 551个。民政事业基础设施得到

了明显改善，2009年全年完成投资总额 157亿元，比上年增

长 135.7%，其中国家投资 70.6亿元，比上年增长 165.4%。

投资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优抚安置事业单位投资 1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5%；社区服务单位投资 27.6亿元，比

上年增长 430.8%；收养性单位投资 75.6亿元，比上年增长

148.7%；殡仪服务单位投资13.6亿元，比上年增长19.3%；

救助类单位投资5.4亿元，比上年增长107.7%；其他事业单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行业（部门）财务会计工作    97

位投资21.6亿元，比上年增长188.0%。

三、加强部直属机关财务管理工作

（一）加强财务管理工作。2009年共接受部长任期经济

责任审计、预算执行审计、决算草案审计、“小金库”重点

检查、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款审计等系列审计和检查。民

政部以接受检查为契机，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了财务

管理水平。尤其在治理“小金库”中，专门成立领导小组，

在各单位开展自查的基础上，对所属事业单位进行了拉网

式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经过自查，在重点检查阶段

未再发现“小金库”问题，得到检查组的肯定。同时，主动

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一是在加强经费审批

工作方面，强化司局作为预算执行主体的责任，制定了司

局经费使用一支笔审批制度；二是加强会议费管理，印发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会议费招待费项目经费管理的通

知》和《民政办公厅关于加强会议经费审批管理的补充通

知》，严格会议审批制度，认真执行会议定点和标准；三是

严控三项经费支出，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活动，努力节约

行政成本；四是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印发《民政部办

公厅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工作的通知》，积极开展政府采购

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辅导工作。

（二）加强计财干部队伍建设。2009年主要开展了 2次

规模较大的财会人员培训工作，一是结合每年的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更新财会人员知识结构，重点开展了税务知

识、内部控制、会计改革等方面的知识培训。二是结合加强

政府采购管理工作需要，组织所属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人员

开展政府采购专项培训。

（三）积极参与各项财政改革和试点。一是作为财政

部要求作为部门预算内部公开试点的新增 13家单位之

一，按照要求将 2009年部门预算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内部

进行了预算公开。二是认真组织开展绩效考评工作，委

托中介机构对残疾军人抚恤一卡通工程信息系统项目进

行了绩效考评。考评工作于 2009年 3月 24日～ 4月 12

日进行，依照《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

《中央社会保障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考评暂行办法》等有关

规定，审核了项目申报书、绩效报告、项目总结、合同文

本、招投标文件和会计凭证等基础财务资料，并组织专

家组进行了现场考评。通过考评，该项目绩效考评结果

为良好。

（民政部规划财务司供稿  张  彬执笔）

司  法  行  政
财务会计工作

2009年，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围绕司法部总体工作

部署，按照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安排，以落实司

法行政系统经费保障标准、业务用房保障标准和装备保障

标准为重点，立足司法行政大局，扎实有效地开展多项工

作。

一、开展建立司法行政系统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标

准工作

为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司法行政工作发

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司法部按照中央提出的政法机关

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时间步骤要

求，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进行

专题调研。制发调查统计表，召开座谈会，对全国司法行

政系统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摸底，广

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分析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基本掌握

了基层司法行政系统业务用房状况。按照要求，报送《司法

业务用房建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项目清单，提出地

市司法局、县（区）司法局、司法所三级业务用房建设标准，

得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大力

支持，正式发文批复司法部进行《标准》的编制工作。司法

部多次征求全国各省（区、市）司法厅（局）和机关有关司

局的意见，并召开座谈会征求部分省、市县司法行政机关

有关负责同志的意见，还征求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意见，陪同有关专家实地考察调研，

并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名义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厅、规划局等部门征求意见，

共收集意见 27条，在反复研究讨论、吸纳合理意见的基础

上，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

（送审稿）》，确保司法业务用房设置齐全，建筑面积指标设

定合理，依据明确，理由充分，操作性强。

二、积极参与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政策制定工

作

2009年，召开了部分省市司法厅（局）计财装备处处长

座谈会，会议就加强司法体制改革经费保障工作进行讨论，

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根据当地司法行政工作的实际和特点，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9月，召开了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加强司法行政经费保障工作座谈会，中西部地区司法厅（局）

计财装备处处长参加。政法经费保障新体制的建立，为司法

行政系统增加了业务装备经费和新增了业务（办案）经费，

使司法行政机关业务工作的开展有了保障。随着中央政法

经费保障新体制的建立，使长期困扰和制约司法行政系统

的经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三、制定《司法行政机关业务装备配备标准》

司法部通过调研、座谈，广泛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结

合司法行政系统装备配备的工作实际，完成《司法行政机关

业务装备配备标准》的制定工作，为司法行政机关业务装备

配备的科学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四、认真开展厉行节约工作

司法部制定《司法部关于厉行节约的意见》，采取措

施，大力压缩公用经费开支。2009年，出国费在前三年的

平均水平上压缩 20%；车辆购置和公务用车费用在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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