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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革与管理前沿信息的反映，有效发挥月刊沟通理论研

究与现实工作的桥梁和纽带功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财政

改革和财政管理现代化实践。

此外，编辑印发了 6期近 4万字的《通联信息》。为促进

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制度予以应用，按照历年做法，将上年

完成的两个重点课题总报告和 15个省市完成的分报告汇编

成册，即《建立中期财政规划和滚动预算制度难点问题研究

报告汇编》《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设若干重

要问题研究报告汇编》两部汇编共 50多万字，有利于长久保

存并更好地发挥研究成果的作用。

（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供稿，王冠宾执笔）

中国国债协会

一、调整主管司局和党组织关系

为进一步加强业务管理和指导，财政部党组将国债协会

主管司局由金融司调整为国库司，并对主要领导进行调整。

5月下旬，国债协会以书面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五

次会议，选举胡敏杰为新一任常务副会长。

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两个全覆盖具体要求和财政部

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

一、推进财政支农理论研究工作

2016年，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以下简称农研会）围绕

财政支农中心工作，认真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

新理念 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精

神，结合农业司推动农业投入供给侧改革、推动农业农村协

调发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持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工

作要点，推进财政支农理论研究工作，以受托方式对承接的

农业司三项课题——《完善农业投入保障机制与深化农村

综合改革》《财政支持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与制度创新》

《支持现代农业建设 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研

究》开展研究，按期完成了科研任务。

完善农业投入保障机制，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支持农业

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推动农业发展方

式转变等问题历来为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所重视，2016年中

央一号文件对此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农研会受托组织实

施的课题报告对于制定财政支农政策，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课题报告和建议已报送财

政部领导和农业司供决策参考。

二、开展对外合作，加强学术交流

9月，与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组委会、中国金融杂志

社、金融会计杂志社、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中国县镇经济

交流促进会开展合作，成功组织了第九届中国村镇银行发

展论坛，以支农支小业务合作与创新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

融组织的融合发展、金融科技发展与应用交流等为研讨内

容，开展交流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李春生到会演讲。利用这一平台，宣

传了财政在服务“三农”工作中的各项相关政策。

三、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打造精品刊物

坚持办刊宗旨，努力打造精品，狠抓期刊品质提升，围

绕财政中心工作，在宣传财政支农政策，交流各地工作经

验，服务大局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2016年，农研会根据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第二批学术期刊认定及整理工

作的通知》要求，开展了学术期刊认定申报工作。

（一）服务农村财经理论研究，宣传财政支农政策。

广大读者对会刊寄予了殷切期望，期待会刊更有理论

高度和深度，农研会多次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刊物内容、栏

目设置等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进一步明确了办刊宗

旨、刊物定位以及改进方向。为满足读者需要，针对热点问

题，增加了理论探讨性文章，尤其是加大了对部委重大科研

课题、院校基金支持课题的宣传。会刊围绕着财政支持农业

可持续发展、精准扶贫、农村金融改革、财政资金支持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业供给侧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财政支

农资金整合等问题，及时组织专题文章进行深入探讨。其

中，就当前研究热点，由农研会领导向国内“三农”问题的

有关学者专家特约专稿文章，开辟专版刊登，使改版后的会

刊在理论研究层面有了较大提升。

（二）及时刊登“三农”工作法规，交流各地财政支农经

验。为使读者及时了解党和国家有关“三农”工作的政策精

神，期刊及时登载财政部和有关部委涉及“三农”的政策、

法规、制度等，并对其涉及的内容进行解读，加大对“三农”

政策的宣传力度。并利用相关栏目，交流各地在工作中学习

和掌握政策精神、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做法，引导和促进财

政支农政策的落实。

（三）加强投稿的规范和审稿工作，努力提升刊物品质。

为便于读者阅读和摘引期刊文章，同时适应学术性期刊要

求，使刊登在期刊上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文章在格式等

方面进一步规范，专门刊发“投稿须知”，就论文摘要、关键

词、参考文献、注释、索引、数字使用等提出相应要求，并

专门对论文英文摘要做出规范，使之更加有利于对外交流。

四、加强机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

2016年，部分地方农研会理事和常务理事按中央有关

文件要求，请辞所担任的理事和常务理事职务。根据章程有

关规定，及时为他们办理了相关手续。为使工作更加规范

化，农研会从基础工作抓起，整理工作档案，梳理各项制度，

完善已经制定的部门职责，加强内部管理，明确岗位责任，

从内部控制层面强化各部门责任意识，将《中国农村财经研

究会工作规则》等 12项规章制度汇编成册，使农研会的制度

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同时也便于工作中使用查阅，为农

研会规范运转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供稿，李瑞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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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司党委批复，国债协会抓好党组织组建和党的工作开

展。9月初，召开党员大会，成立党支部并选举产生第一届

支部委员会。党支部在工作中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制定并执行各项学习计划，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二、围绕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做好服务工作

（一）按季度召开国债发行计划座谈会，组织会员单

位参与国债发行计划制定。参照国际通行做法，9 月和 12

月分别召开了 2016 年第四季度和 2017 年第一季度国债

发行计划座谈会，财政部国库司领导向市场成员介绍国

债发行和管理改革情况等市场关注事项 ；国债承销团成

员、国债投资机构和市场中介机构的代表交流本单位资

金运用配置情况，并围绕国债发行方式、发行频率、期限

结构等重点问题提出下一阶段国债投资需求和发行计划

建议。国债协会汇总有关建议形成“季度国债发行计划建

议报告”，作为财政部科学制定季度和年度国债发行计划

的重要参考。

（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地方财政部门与市场机

构间的学习交流。10月，举办地方财政系统地方债发行管理

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方债发行地区的近 80名财政干部参

加培训和交流。财政部国库司领导讲解地方债发行机制改

革情况和工作重点。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上海证券交易

所等国债、地方债服务机构和中国工商银行等地方债主承

销机构讲解地方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

发行交易流程、债券定价机制、发债时机选择等地方财政部

门普遍关心的问题。

（三）加强对债券市场动态监测，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

报告市场情况。为落实财政部党组对国债协会的工作部署，

下半年以来，国债协会进一步加强了对债券市场的日常动

态监测，密切关注和跟踪分析市场热点事件，并提出相关政

策建议，及时向财政部国库司报告和反映市场情况。

（四）开展政府债券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债协会

作为项目中方执行机构，配合财政部与英国驻华使馆联合

开展“中英地方政府债券体系合作发展项目”研究，提出促

进我国地方债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三、以会员需求为导向，竭诚服务会员单位

（一）定期举办宏观经济与债券市场形势报告会。国债

协会先后举办两次宏观经济与债券市场形势报告会，邀请

财政部国库司领导、国家信息中心权威专家及市场机构知

名专家分析宏观经济形势、解读国债地方债发行管理改革

政策信息、研判债券市场走势，为会员单位金融和债券投资

业务提供决策参考。

（二）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会员单位意见和建议。国债

协会领导带队赴部分会员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听取会员单

位关于国债地方债市场发展、机构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和国

债协会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 ；召开部分常务理事会员座谈

会，向会员报告国债协会本年度主要工作并征求对国债协

会 2017年度工作的意见建议。对于会员单位的相关意见和

建议，国债协会及时向财政部和地方财政部门反映，并得到

了及时反馈。

（三）致力于行业人才队伍建设。5月，国债协会举办金

融企业债券会计培训班，邀请财政部会计司、市场中介机构

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知名专家授课，帮助会员单位及时学习

掌握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最新变化，

以及债券会计核算和会计处理具体实务，促进会员单位投

资业绩提升。

四、加强政府债券宣传，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为更好展示年度国债地方债市场改革发展整体情况，在

财政部国库司指导下，将 2015年年报更名为《中国政府债券

市场年报》，同时对年报内容进行改版，更加全面详实地反

映年度政府债券市场全貌。《政府债务与金融》会刊和协会

网站也围绕国债、地方债发行管理改革重点工作，加大政策

宣传力度，报道和反映会员动态和市场信息。

为配合储蓄国债发行，国债协会日常通过咨询电话方式

为广大国债投资者提供政策咨询服务，解答投资者在购买

储蓄国债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同时记录并向财政部国

库司反映相关投诉及建议，维护国债信誉，促进国债发行。

为提高电话咨询工作的规范性，本年度国债协会编制了《国

债政策咨询投诉业务操作规程》。

（中国国债协会供稿，郝成志执笔）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

一、珠心算教育教学实验区工作稳步推进

（一）中国珠算心算协会早在 2016年 1月便就珠心算教

育教学实验区校的工作开展情况向财政部教科文司和教育

部基教二司做了汇报，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议，并与教育

部基教二司商定联合召开珠心算教育教学实验研究总结研

讨会。2016年 10月 11-13日，全国珠心算教育教学经验交流

现场会暨研讨会在江苏省镇江市和常熟市召开。

（二）开展了实验区研究课题的验收评比工作，对全国

9个实验区提交的研究课题结题报告进行了鉴定评审。经专

家组以通讯形式评审后，其中 8份课题研究报告合格，准予

结题。

二、履行申遗承诺，做好珠算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

（一）“中国珠算”于 2013 年 12 月入选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根据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应于 2016 年 12月向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提交遗产项目履约报告。按照文化部外联局的

要求，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中珠协秘书处于 2016年 5月

底将《中国珠算履约报告》经财政部办公厅报送文化部外

联局。

（二）在寒、暑假举办了两期珠心算教师暨珠算传承人

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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