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设立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文物征集

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且时效性很强的任务，越早征集，

难度越小、成本越低，需 抓紧进行，为此，中央财政从

2002 年起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并安排

了5 000万元，征集了宋代米芾的《研山铭》、宋代青白釉花

口凤首壶、明万历五彩穿花龙纹出戟花觚、明成化三彩狮伏

坐佛（一对）等7 件一级珍贵文物。

（八）设立备战奥运会专项资金。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

以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水平，中央财政

设立了备战奥运专项经费，2002～2006 年计划共投入11.85

亿元，2002 年安排了 2 亿元重点用于运动员训练经费、训

练基地场馆维修、体育科学技术研究、训练比赛器材设备购

置、后备力量培养、引进国外高水平教练员、参加国际比赛

和会议等所需经费。

（九）继续增加中央补助地方计划生育事业专项经费和

避孕药具专项经费的投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继续

增加对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2002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补助

地方计划生育事业专项经费和避孕药具专项经费78 307万

元，比上年增长了 8.3 % ，重点加强了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

的育龄夫妻免费提供避孕和节育技术服务、计划生育宣传和

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服务等。

（十）支持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开展。为继续稳定我

国低生育水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计生委等

10 部门《关于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加大

新的婚育观念的宣传力度，中央财政设立了专项资金，2002

年安排了1 500万元，专项用于向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免费

发送计划生育宣传资料、开发制作计划生育宣传品等。

（十一）调整“十五”期间宣传文化单位所得税优惠政

策。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

策的通知》有关规定，进一步支持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结

合 2002 年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后的新情况，中央财政调整

了“十五”期间宣传文化单位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四、积极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加强政策研究和

制度建设

（一）探索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为进一步深化

财政支出改革，财政部结合教科文资金管理实际，广泛借鉴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验，对我国试行公共支出绩效考

评的内容、范围、条件和实施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规划，

研究拟定《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

等文件，从 2003 年开始，选择中央级教科文部门的若干专

项资金项目进行试点，逐步探索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

制度。

（二）加强政策研究工作。2002 年，根据教科文财政财

务工作面临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积极组织开展政策研

究。一是研究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有关问题。根据财政支

出改革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着手研究改革现行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模式有关问题，并根据部门预算改革、政

府收支分类改革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研究《事

业单位财务规则》修订事宜。二是加强事业单位定额制定问

题研究。为了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改革，科学制定事业单位

经费支出定额标准，在分析近年事业单位定额改革试点工作

情况和存在问题基础上，结合公共财政改革和事业体制改革

的要求，按照事业单位收支特点对事业单位进行了系统梳

理，初步界定了适宜进行定员定额管理的事业单位范围，提

出了事业单位定员定额标准制定的原则、方法和一般程序，

并对下一步事业单位开展定额工作提出了政策建议。在编制

2003 年部门预算时有 4 个教科文部门（单位）参加了事业

单位定额试点。

（三）加强制度建设。按照财政支出改革要求，财政部

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制（修）定了《关于国家科研计划实

施课题制管理的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

理办法》、《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高

等学校博士学科点科研基金管理办法》等多项教科文财务

制度。

（财政部教科文司供稿  张洪武  刘小华执笔）

社会保障财务管理工作

2002 年，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指示精神，在积极会同有关部

门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同时，努力

增加财政投入，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继续做好“两个确

保”和低保工作，推动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自求平衡机制。

一、努力增加财政投入，确保社会保障和再就

业所需资金

2002 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继续巩固 “两个

确保”，做好低保工作，确保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为提

高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

署，从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再次提高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水平，并向退休早、基本养老金偏低的老干部、老工

人、军队转业干部、原工商业者适当倾斜。同时，还再次提

高了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生活补助标准，并连续五年提高了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为帮助地方落实上述各项政策，巩

固“两个确保”和低保应保尽保，中央财政及时调整预算，

对财政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给予了一定的专项补

助。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及时调整支出结构，积极筹措和拨

付资金，确保了政策到位、资金落实。2002 年，全国财政

用于“两个确保”和低保补助支出 8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86 % 。其中，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支出

5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68 %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

活保障补助支出 208 亿元，比上年降低 8.12 % ；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支出 9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71 % 。仅

从中央财政来看，2002 年用于 “两个确保”和低保补助支

出 5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7 % 。其中，对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补助支出 4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83 % ；城

市居民 最 低 生 活 保障 补 助支 出 46 亿 元，比 上 年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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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6%。

到年底，各地已基本实现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不仅

保证了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也方便了离退休人员就

近、便捷地领取基本养老金；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

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进中心的下岗职工基本能够按时足

额领到基本生活费，并由中心代缴社会保险费；全国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达到2 054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75 .56% ，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各级财政

部门努力增加就业和再就业资金投入，2002 年全国财政城

镇就业补助支出 11.91 亿元，比上年增加 4.83 亿元，增长

68.2 % ，120 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

了再就业。

二、加强基金征缴和支付管理，完善转移支付

方式，推动地方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自求平衡机制

2002 年，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配合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

门，着力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自求平衡机制。一是认真稽核社

会保险缴费基数。针对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实的问题，各级

财政部门会同劳动保障、税务、统计等部门组织专门力量，

对社会保险参保户数、参保人数、缴费工资基数等进行了逐

项稽核，查出一些少报、漏报数。如安徽省通过全面稽核，

查出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 5.87 万人，少报、漏报缴费

工资总额4.59 亿元；江苏省仅2002 年上半年通过稽核就查

出少报、漏报缴费工资总额 7.16 亿元。二是完善社会保险

费征缴管理机制。到年底，全国已有 16 个地区实行税务机

关征收社会保险费。这些地区的财政部门积极会同劳动保

障、税务部门，认真研究和完善税务征收办法，帮助解决税

务征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促进了社会保险费的稳定增长。

三是严格清理和规范社会保险支出。各地继续清理规范社会

保险支出范围、项目和计发标准，对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者的

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控制超范围、超标准支出，减少了虚报

冒领行为。例如，新疆自治区通过对原中央行业及部分地区

新增退休人员重新进行资格认定，清退了提前退休人员 2 万

多人，一年减少支出 2.4 亿元。四是改变中央财政专项转移

支付方式。为促使各地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自求平衡机制，加

强征收管理，并承担起弥补社会保险基金缺口的责任。从

2002 年起，中央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实行了新的办法，由

过去年底算账、一次拨付，调整为指标年初一次下达、补助

资金按季拨付、年底全面考核评价、全年重点跟踪检查，并

要求各地建立省级政府负责制。一些地区也相应采取了措

施，如吉林省在核定收支的基础上确定省级财政对下补助定

额，不足部分由市县通过挖掘增收潜力及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解决。根据财政决算统计，截至 2002 年，全国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当年收入2 883 .25亿元，当年支出2 538.17亿元，滚

存结余1 295 .98亿元。全国失业保险基金当年收入 220.99

亿元，当年支出 190.02 亿元，滚存结余 258.54 亿元。扣除

财政补贴收入，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2 330 .16亿

元，较上年增长 19.17 % ，全国失业保险基金当年收 入

215.65 亿元，较上年增长14.96% 。

三、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加强社会保障财务管

理

（一）健全财务制度，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管理。2002

年，各级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保障财务制度建设力

度。一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财政部会同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共同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执行

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社会保险

基金会计核算、账户管理、试点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等，

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二是加强低保资金管理。财政部会同民

政部研究起草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办法》，

对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和规范资金使用做出

了规定。许多省份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并将低保资金

纳入专户管理。三是规范救灾资金管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财政部会同民政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规范特大自然灾害

救济补助费分配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中央救

灾资金的申请、核拨和使用管理，改变了多年来以民政部文

号下拨中央救灾款的做法。四是规范中央企业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保障资金清算工作。财政部下发了 《2002 年中央企业

下岗补助资金清算办法》，并举办中央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

活保障资金清算培训班，对有关业务人员进行培训。五是做

好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的管理工作。为规范中央级社会保

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财政部研究制定了《中央级社会保障

基金财政专户内部管理办法》，并针对审计中出现的问题，

对历年来账户管理工作进行了清理，建立了财政部养老保险

基金财政专户的电子记账系统，进一步完善了财政专户的管

理。地方财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完善了财政专户管理

办法，加强和规范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的管理工作。

（二）贯彻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政策，建立再就业资金

管理制度。2002 年 9 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再就

业工作会议，并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下岗失

业人员再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了 8 个相关配套文件，以保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政策的落

实。财政部参与了 3 个配套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还牵头起

草了《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

就业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对加大再就业资金

投入，加强再就业资金管理，以及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

税收政策等问题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各省、市、区也积

极研究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办法。

（三）配合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相关财务制度。

2002 年，各级财政部门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医疗卫生三项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完善相应政

策，进一步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财政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完善

“三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并明确规定了试点医院

门诊药房脱离后医疗成本的补偿原则和渠道以及财政对医院

的补助办法等。为大力支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积极推进省以下药监机构的垂直管

理，认真作好经费指标和资产上划工作，合理安排药品监督

管理经费。中央财政也加大了对西部地区药监机构执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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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药检机构建设的补助力度。

为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国务院于 2002

年10 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并下发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财政部参

与了文件制定和起草工作，并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文件，就财

政对农村公共卫生、乡镇卫生院、农民合作医疗和贫困农民

家庭医疗救助的投入，以及加强农村卫生经费的财务管理等

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到年底，已制定的配套文件包括《关

于农村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关于农村卫生机构改革与管理的意

见》和《关于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意见》等。与此同时，为

了进一步加快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央财政加大了资金投

入，并进一步研究改进了农村卫生专项经费分配办法，根据

因素法分配农村卫生专款。

（四）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监督检查。按照国务院统一部

署，各级财政部门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社会保障政策落实

情况大检查。财政部参加了国务院专门责成有关部门组成的

低保资金督察小组，对云南、江西、黑龙江等地的低保资金

安排情况进行核查。财政部还开展了缴费基数稽查和救灾资

金使用情况检查。各地也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专

项检查，及时发现了问题，并进行整改。

四、做好部门预算和社会保障资金决算工作

（一）加强部门预算管理，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2002

年4 月，财政部召开中央主管部门预算改革与管理座谈会，

认真听取了部门在预算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意见，并在此基

础上确定了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和加强预算管理的工作思路。

为了进一步推动预算管理体系改革，细化预算编制，科学规

范地编制部门预算，财政部成立了收支两条线以及预算科目

改革小组，选定了部分中央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进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集中支付改革和事业单位定员定额改革试点。

（二）做好社会保障资金决算编制工作，加强预算执行分

析。财政部对 2001 年社会保障基金决算进行了集中汇审工

作，起草了2001 年两项基金收支情况的决算分析报告上报国

务院。同时，对社会保障基金决算报表及软件进行了修改，

并集中布置了2002 年社会保障基金决算工作。为及时了解各

级财政部门社会保障资金安排情况，财政部对各级财政社会

保障资金安排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按时编制月报，分析预

算执行情况，及时调整预算，为加强预算管理和监督提供参

考。同时，财政部还对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季报情况

进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措施建议。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供稿  徐刚执笔）

农业财务管理工作

2002 年是我国加入 W TO 后的第一年，也是农业农村发

展实现阶段性转变的重要一年。面对新形势、新情况，财政

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要决定，抓住重

大问题和关键环节，开展重点研究，适时调整和完善政策措

施，加强了对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持。

一、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开展重大政策研究

（一）组织力量开展应对 W TO 政策研究。加入 W TO

后，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为了及

时应对人世后的发展形势，财政部专门成立了 W TO 研究小

组，重点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 27 个省（区、

市）财政厅（局）农业处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对我国

粮棉油等 20 个重点农产品进行调查研究，客观分析了我国

目前主要农产品的优势、劣势及其原因，提出了有价值的、

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与此同时，各地财政部门也针对本地

的具体实际，开展了相关研究。二是举办 3 期 W TO 与农业

财政政策研讨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给全国农业财政系统

干部讲解关于 W TO 与中国农业的有关内容，介绍中国加入

W TO 后农业及农业财政对策，提高大家对 W TO 后国内支

持政策改革、调整必要性的认识，增强大家积极应对 W TO

的紧迫感。三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政府农业补贴政策。根据国

务院领导指示，财政部组织力量对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水平、

补贴方式以及补贴政策建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

上，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汇报。此后，根据国务院的要

求，财政部会同国家计委、农业部牵头开展全面的农业补贴

问题研究，完成了“1999～2001 年农业综合支持量研究”、

“环境资源约束下的援助”两个课题初稿。同时执行世界银

行经济法技援项目，组织国内外专家研讨美国、欧盟、日本

农业补贴政策，为加快《农业补贴条例》、《农业灾害救助条

例》和《贫困地区援助条例》起草工作打好基础。四是派人

参加 W TO 新一轮磋商谈判。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我国新

一轮农业谈判由农业部主谈，财政部为部际联系会议成员单

位之一。为了积极配合新一轮农业谈判取得成效，最大限度

地保护我国农业利益，财政部一方面积极研究提出我国新一

轮农业谈判的意见、立场和建议，另一方面派人 4 次随团赴

日内瓦参加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积极为我国代表团提出建议

和意见。财政部所提出的重点限制发达成员方的国内支持，

进一步规范“绿箱”措施，对发达成员的“黄箱”的支持不

仅要按总量进行削减，还要按单项产品进行削减等建议和立

场，得到大多数成员的支持。

（二）深入开展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政策调查研究。

一是部领导率先垂范，项怀诚部长亲自带队赴陕北进行退耕

还林工程建设实地调研，每到一处，都认真详细地询问和查

看退耕还林工程的建设情况、政策落实情况和农民生活情

况，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了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重大

政策建议。二是财政部先后到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

新疆等地，与当地财政和其他部门一起深入山头地块，深入

农户，调查了解退耕还林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情

况和钱粮政策兑现情况，撰写了多篇有价值的调查研究报

告，其中《关于内蒙古凉城县退耕还林的调查报告》报送国

务院后，国务院主要领导圈阅并作了重要批示。三是为进一

步完善天保工程政策，财政部深入云南、海南等天保工程林

区，调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其中调查报告《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中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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