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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撤销的处理意见，召开企业核查工作布置会，并聘请

3家中介机构对清理工作进行了专项检查。

（文化部财务司供稿  李  峻执笔）

卫  生  事  业
财务会计工作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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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

三中、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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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强卫生事业规划、保障和监管工作，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认真做好深化医改各项工作

（一）做好医改及配套文件研究制定工作。一是参与《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研究制

定，会同有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

意见》、《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二是

牵头起草《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三是参与《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

步均等化的意见》、《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的意见》、《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等10

多个医改配套文件的研究与制定工作。

（二）参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一是参与公立医院

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考核评价、试点城市遴选、试点方案

等多个文件研究制定。二是开展公立医院区域布局与结构

调整规划的研究，起草公立医院设置规划指导意见。三是研

究提出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设立药事服务费、增加财

政补助、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指导意见。

（三）开展健康中国 2020战略规划研究和卫生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纲要前期工作。开展战略规划研究，撰写专题

研究报告和战略规划总报告，研究提出健康中国 2020战略

规划基本思路。初步完成卫生事业“十一五”规划执行情况

的评估报告和“十二五”卫生事业发展基本思路，起草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研究报告，提出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的发

展思路和重大卫生项目。

二、争取资金，保障卫生事业快速健康发展

（一）各级财政投入继续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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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2009年各级财政卫生投入达到 

1 880亿元，比上年的 1 382亿元增加 498亿元，增长 36%。

其中，中央财政对卫生事业投入 828亿元，比上年的 579亿

元增加 248亿元，增长 43%，是历史上中央财政投入卫生事

业力度最大的一年。地方各级财政也进一步加大了卫生投

入，内蒙古、辽宁、河北、河南、陕西等省区 2009年政府卫

生投入比上年增长60%以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二）启动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一是研究

制定《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同时，

全力指导各地认真做好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工程建设项目前期准备，积极协调落实中央专项投入，优先

启动项目建设。分 3批下达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 200亿元，

共支持 986个县级医院（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3 549个

中心乡镇卫生院和 1 15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础设施建

设。二是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信息系统建设，协

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达中央专项投资19 2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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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落实甲型H1N1流感防控专项资金 16.6亿

元。主要用于支持各地开展扩大甲型H1N1流感监测网络，

流感疫苗、注射器购置补助和流感重症医疗救助设备补助

等。二是落实救灾防疫资金 0.6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山东、

河南两省手足口病防控工作，新疆乌鲁木齐 7 · 5事件卫生

应急救治工作和云南、广西、江西等12省区地震、暴雨洪涝

等自然灾害应急防疫工作。

三、完善机制，加强预算管理、加快预算执行

（一）成立卫生部预算工作委员会。卫生部预算管理工

作委员会由张茅和陈啸宏分别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部机

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为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审议卫生部部门预算草案、研究预算执行中重大事项和监

督预算执行等。

（二）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一是进一步

完善执行情况报告制度，建立预算执行情况月报制度，督促

单位自觉加快预算执行。二是参与医院财会制度的研究修

订，结合医改，对医疗卫生机构经济管理实际需要和机构分

类情况，积极配合财政部进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医院财务

会计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会计制度制定工作。

（三）规范程序，严格项目评审。一是提早准备，研究确

定预算重点支持领域。严格执行“两上两下”的预算编制程序，

细化预算，突出重点，明确目标。二是科学评审，组织专家对

各单位申报的项目逐一进行专业评审，保证项目预算的申报质

量。三是严格审核，对各单位组织申报的预算进行严格审核，

提高预算编制质量，确保预算编制科学、规范和透明。

（四）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一是对

预算执行进度进行通报，表彰先进，批评后进，并对下一步

预算执行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二是对预算执行进度较慢、资

金结余较多的单位开展约谈，提高单位领导重视程度。三是

进一步加大结余资金统筹安排的力度，主动消化结余资金，

对于新增项目经费缺口，优先统筹使用结余资金安排。四是

召开预算执行工作座谈会，召集预算执行进度慢的单位主

要负责人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影响预算执行原因和下

一步加快预算执行措施。

（五）加强业务培训，强化预算意识。一是建立预算管

理培训制度，结合部门预算决算布置工作，举办业务司局、

预算单位财务人员、管理人员参加的预算管理培训班，介绍

预算管理的新形势、新思路、新要求，以及部门预算、国库

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改革内容。二是召开预算单位经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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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会议，研究交流规范经济运行，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

益的经验。三是根据预算执行实际情况，适时组织召开单位

会议，通报问题、提出要求、明确任务。

四、加强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财务管理水平

（一）着力抓好“小金库”专项治理和财务检查工作。严格

按照中央要求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

的同时，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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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得到

中央治理“小金库”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充分肯定，并在中央治

理“小金库”整改落实部署工作会议上作了经验交流。

（二）开展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执行检查。开展

2006-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的艾滋病防治、农村改水改厕等

10个公共卫生项目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等

基建项目的监督检查。通过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进一步掌

握各地在实施项目管理以及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具体做法，

为总结项目管理经验、评价实施效果，分析查找存在的问

题，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资金分配、加强资金管理的措施奠

定了良好基础，对今后改进项目设计、改善各级卫生行政部

门对项目的管理，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开展拉动内需项目监督检查。会同驻部纪检组局

专门成立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卫生系统监督检

查小组，赴全国 21省（区）检查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实施情况。对督查发现的一些问题，及时提请各地

卫生厅局负责落实整改，并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从加强组织

领导、严格建设程序、加强建设项目方案审核、落实建设资

金、加快建设进度和强化建设质量和安全 6个方面对各地提

出进一步加强管理的要求。

（四）启动卫生系统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按照中央的统一安排和部领导指示精神，启动卫生系统

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结合卫生行业实际，

制定印发《卫生系统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方案》，明确专项治理工作的总体目标、治理范围、主要

任务、工作安排和措施等。要求各地用 2年左右的时间，对

2008年以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进行全面排查，

重点是扩大内需项目。对专项治理工作各阶段提出具体工

作要求，通对专项治理工作，要在卫生系统逐步建立健全工

程监管制度，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

（卫生部财务司供稿  李  鑫执笔）

国家人口计生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2009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财务工作坚持想大事、议全

局，研究重大政策，推进项目实施，强化资金管理，全力做

好人口和计划生育财力保障，努力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财

务工作迈入新水平。

一、着力构建人口和计划生育投入保障机制

为确保“十一五”期末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达到人均

30元的目标，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口计

生委）会同财政部启动了完善人口计生投入保障机制建设工

作，制定工作方案，召开机制建设启动会议和成果评估论证

会议，为落实“十一五”规划和制定“十二五”规划奠定了基

础。人口计生委汇总分析了全国 2008年经费投入情况，对

各地完成中央《决定》提出的投入目标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要求各地结合实际不断加大投入，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法

定性、奖励性、服务性经费的落实。12月，在上海市召开了

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财务工作座谈会，认真回顾“十一五”

以来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财务工作，总结成绩和经验，分析

问题，为制定“十二五”规划确立了基本思路和政策框架。

在各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09年人口和计划生

育投入显著增长，财政投入在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投入中

的主渠道地位基本形成，有力地促进了稳定增长的人口和

计划生育投入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二、研究制定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发展项目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特别扶助制度和“少生快

富”工程（以下简称“三项制度”）是中央出台的直接惠及计

划生育家庭的重要民生工程，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

机制的基本内容，实施“三项制度”是人口计生财务部门的

一项重要工作。按照人口计生委和财政部的要求，2009年奖

励扶助标准提高 20%，从每人每年不低于 600元提高到不低

于720元，全面扩大“少生快富”工程奖励范围。为做好这项

工作，人口计生委认真部署奖励和扶助对象的资格确认和

预算申报工作，审核汇总并及时下拨专项资金。同时，重点

就甘肃、云南等省“少生快富”工程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及时解决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继续完善“三项制度”有

关政策和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推广指纹复核和身份证识

别系统，组织开展“三项制度”的宣传工作。为保证“三项制

度”健康发展，把监督评估工作纳入重要日程，会同纪检监

察部门，对“三项制度”的“四权分离”机制进行了认真总结

和完善，有关经验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

积极协调财政等部门，研究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

的重大人口计生民生项目。为促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研究

解决人口流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提高出

生人口素质，组织流动人口重点地区监测和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项目研究，开展调研，完善文本，并作为下年度新

增重要项目纳入财政部项目库。完成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

人员纳入特别扶助制度范围等项目的立项准备工作。继续

实施四川地震灾区再生育项目，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此

外，根据援疆工作的统一要求，研究制定了人口计生委援疆

工作方案，督促对口援疆地区落实援助款物。

三、加快实施“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

组织对2008年底中央安排的10亿元支持计划生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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