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在2006 年开展了预算执行情况自查工作。委托社会中

介机构对中国歌舞团、文化部文化设施建设管理中心进行了

单位负责人离任审计和撤并审计工作。通过离任审计发挥了

监督管理职能，为今后指导直属单位财务工作积累了一定经

验。2006 年文化部组织实施了《民族民间十部艺术集成》、

《送书下乡》两个项目的绩效考评工作。与中介机构共同制

定考评指标，出具了项目绩效考评报告。通过实施绩效考

评，促进了项目的有效执行与管理，及时发现预算编制和执

行中的问题，对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起到了积极

作用。

（三）重视队伍建设、强化业务培训。2006 年文化部系

统开展了各项财务培训工作。包括部直属的 36 户预算单位，

参训的财务干部达500 多人次。主要内容包括：开展文化部

系统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培训。对印发的《文化部财政国库管

理制度改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讲解

并征求了各有关单位的意见。开展强化财务基础工作为内容

的培训。通过培训通报文化部系统 2005 年财务管理中出现

的问题，严肃了各项财经纪律法规，强化了财务会计核算及

报表编制等工作。开展文化部系统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培训。

通过培训使各单位全面深入了解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实

现新旧科目的平稳过渡，确保改革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四）制定有关建设和技术标准，规范业务工作。与国

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部门密切配合，组织编制

了《公共图书馆用地指标》；完成《文化馆用地指标》和

《博物馆用地指标》；完成《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召开

《文化馆建设标准》开题会，开始标准编制工作；启动了

《流动舞台车设计规范与通用技术标准》立项工作。保证流

动舞台车质量和安全，促进流动舞台车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

（文化部计划财务司供稿  李峻执笔）

卫生 事业
财务会计工作

2006 年，各级卫生财务会计部门围绕服务卫生改革与发

展，积极争取卫生投入，规范预算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强

化财务监督和绩效考评，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促进

了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加大经费投入，加快卫生事业发展

（一）2006 年是中央财政对卫生投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

年。中央财政投入卫生资金达 186.14 亿元，比上年增加

65.64 亿元，增长 55% ，其中，中央本级部门预算资金

49.15 亿元；中央补助地方卫生专项资金45.1 亿元，重点用

于公共卫生、农村卫生、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等领域，加大了

对需方的支持力度；补助地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 42.7

亿元；中央基本建设专项投入资金49.19 亿元。

（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本完成。根据各地上报的验

收总结报告和抽查结果显示，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项

目2 448个，已竣工2 260个，占 92% ，完成投资 105 亿元。

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共建设项目2 668个，已竣工2 435个，占

91% ，完成投资 164 亿元。

（三）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全面启动。

2006 年3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卫生部会同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共同编制的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9 月联合召开了全国

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各地规划编制和项目组织实施工

作。《规划》总投资 216.84 亿元。其中，中央专项 147.73

亿元，地方配套69.11亿元。为加强项目管理，卫生部还会

同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发了《规划》的配套

文件《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国债）农村卫生项目与资金

管理办法》。

二、建章立制，规范医疗卫生机构经济管理

（一）制发《医疗机构财务会计内部控制规定（试行）》

（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突出强调建立健全医院财务

管理制度、实行财务管理岗位责任制、加强关键环节内部控

制。

（二）修订颁发《卫生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以下

简称《内审规定》），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内审规定》要求

年收入3 000万元以上或者拥有300 张以上病床的医疗卫生机

构，需建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配备专职审计人员等，确

保审计质量。

（三）印发《关于严禁高校附属医院向所在高校交纳

“管理费”、“基金”等各种不合理费用的通知》。协调财政

部、国家审计署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通知，对规范

高校附属医院和所在大学之间公平合理的经济关系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三、完善机制，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一）认真做好项目预算论证、评审工作，努力提高预

算编制水平。早作准备，明确项目预算申报重点领域，提高

项目预算编制的针对性；强化项目预算专家评审程序，确保

预算编制质量。通过专家评审，对影响单位发展全局、效益

明显、见效快的优质项目优先安排，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

（二）细化中央本级全国性卫生事业费项目预算，规范

预算资金管理。加强预算管理制度建设，修订《卫生部中央

本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结余资金管理，加快预

算执行进度；加强预算支出管理，逐步探索并实行了专项资

金开支的 “七统一”制度，即统一专项资金开支标准和范

围、统一合同必要条款、统一合同签订主体、统一印刷地

点、统一京内会议地点、统一政府采购部门职责和分工、统

一预算支出审批程序和格式。

（三）狠抓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

季分月编制部本级和部属（管）单位项目资金执行进度表，

建立定期通报制度，督促项目单位尽快组织项目实施，加快

预算执行进度；实行了业务司局预算执行计划的预先申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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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预算执行面谈制度，定期与业务司局和部属（管）

单位面对面交流预算执行情况、督促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建

立预算管理定期培训制度，提高财务人员和预算管理人员的

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

（四）规范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管理，建立统计报告

制度。与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补助地方

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管理的通知》，从加快专项资金拨付和项

目执行进度、严格规范专项资金管理、认真做好项目所需物

品招标采购、积极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全面加强专项资

金监督检查等五个方面对专项资金管理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为及时了解和考核各地中央补助地方卫生事业专项资金执行

情况，从 2006 年起，建立了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

金项目执行情况统计报告制度，全面反映中央补助地方卫生

事业专项资金预算安排、执行进度及资金使用等情况。

（四）严肃财经法律，加强预算资金使用监督检查。开

展人员培训，强化预算单位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意识；通

过实地监督检查不断强化项目单位依法理财意识，及时了解

和掌握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培训指导与督促改

进相结合。

（五）开展项目资金绩效考核试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中央社会保障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考评暂

行办法》，选择了社会影响广泛、资金数额较大的艾滋病防

治专项支出作为项目资金绩效考核试点，初步完成了考核指

标体系的制定工作，为公共卫生项目支出的绩效管理奠定了

基础。

（六）不断总结经验，认真做好政府采购工作。修订了

《卫生部中央本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政府采购工作流程及职

责分工》和《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卫生项目中央集中

招标工作流程及职责分工》，以明晰相互职责、各自任务，

并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督促的工作机制，并将政

府采购工作明确划分为几个重点阶段，明确主要工作任务、

工作环节及具体要求。2006 年，共组织了 13 次招标，各项

目进展良好，通过政府采购节约的资金达5 000多万元。

四、理论研究与培训结合，提高专业素质

（一）加强理论研究。针对一批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理论

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提出了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蓝图的初

步设想。围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确立的若干研究专题，

承担了“卫生投入机制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专题研究工作，

开展卫生资源配置、政府卫生投入现状与问题的调研工作。

通过参与卫生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一方面为制定卫生经济改

革政策起到了理论支持，同时，提高了卫生规划财务队伍的

理论素质和业务骨干能力。

（二）加强业务学习。2006 年，举办了 12 期全国卫生

管理干部培训班，内容涉及卫生经济基础理论、 经济管理、

基本建设、财会管理知识等专题。各省市卫生厅局长、地市

卫生局长、卫生财务干部、部属单位领导及卫生经济研究人

员分不同专题接受了系统培训。

（卫生部规划财务司供稿  李鑫执笔）

国家人口计生委
财务会计工作

2006 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财务工作按照财政管理体制改

革的要求，积极争取资金投入，优化支出结构，强化经费管

理，提高资金效益，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质

保障，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推动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体的人口和

计划生育投入机制

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人

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公共投入，是保

稳定、促发展的基础性投入”，“要建立稳定增长的投入保障

机制。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

收入增长幅度，到 2010 年，各级财政投入人口和计划生育

事业费达到人均30 元”。人口计生委按照中央要求，积极协

调财政等部门，加大中央本级和对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的转

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改革力度，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

投入体制的建立。2006 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地方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计划生育各项专项

经费107 649万元，比 2005 年的97 863万元增加9 786万元，

增长 10% 。其中，补助西部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46 503万元，占专项经费总额的43.2% 。同时，积极落实政

府收支分类改革，配合财政部制定了新的收支科目，并认真

做好2006 年部门预算和决算的编制工作。通过加强业务培

训，较好地完成了 2006 年中央本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经

费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等工作。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确保

中央本级经费的稳步增长。2006 年，中央财政投入本级人口

和计划生育经费12 619万元，比 2005 年增加1 414万元，增

长12.6% ，保证了本级各项工作的基本需要。

针对预算执行审计提出的问题，2006 年，人口计生委不

断加强财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制定了《预算管理办法》、

《国际援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务公开暂行办法》等，

制定了《财务管理工作流程》、《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

《财务报销及会计核算流程》以及《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管理办法》、《委直属单位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委直属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和《财务司内部审计

工作规程》等制度，并完成了对5 个直属单位的经济责任离

任审计和专项审计。

二、大力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

2006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人口计生委印发《 “十一

五”期间农村基层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进一步明

确了“十一五”期间县乡服务站建设的定位、原则、方向和

功能，建设投资达49 亿元，对于全面加强农村基层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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