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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体系。

（三）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难。一是加快国家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运行。二是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

策。三是实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印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创

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监测分析工作的通知》，推动创业担保

贷款规范发展。四是支持普惠金融发展。设立国家融资担保

基金，重点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四、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推动商事制度改革

（一）推动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修改部门规章《彩

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取消“彩票销售机构开展派奖审

批”“彩票销售机构销售实施方案审批”等行政审批事项，取

消“彩票品种开设、变更所需的技术检测”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事项。进一步调整完善《财政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删

除原“海域使用金减免审批”“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免缴审批”

两项审批事项，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审批”从其他权

力事项中删除，调整“出口信用保险相关业务事项审批”的

共同审批部门，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全面清理现有行

政审批事项，并对已取消下放行政许可等事项的落实情况

进行全面评估。本着“应减必减、该放就放”的原则精简了

80%财政部本级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了财政部门全部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事项和前置审批事项。

（二）落实“证照分离”改革。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

革，修改部门规章《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

法》，精简申请材料，简化会计师事务所跨省迁移程序，实

现了“最多跑一次”。印发《关于落实“证照分离”改革事项 
优化会计行业准入服务的通知》，在会计师事务所及分支机

构设立审批、代理记账业务审批事项办理中压缩审批时限、

精简材料。

（三）开展证明事项清理。组织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建议

取消法律设定的证明事项 1项，保留 2项 ；建议取消规范性

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 16项，保留 31项。完成司法部转来的

地方建议取消证明事项的清理工作。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好会计从业资格取消后的

会计人员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出台政策文件加强会计人员

诚信建设、继续教育、行业协会管理与自律管理。全面推动

“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取14家证券资格评估机构开展检

查，发布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向社会公开检查信息。推动“互

联网+监管”建设，按照“一网通办”的改革要求，修改部门

规章《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实现资产评估机

构及其分支机构备案管理全部网上办理 ；夯实会计监督大

数据管理基础，统一会计师事务所报备数据格式 ,分步将上

市公司、新三板公司、国有大中型企业等的年审报告录入系

统 ；落实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要求，成立财政部

政务服务平台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工作组。

五、改善社会服务，推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和效率

（一）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改善社会民生。实施

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采取措

施支持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的企业开展内部转岗和技能培

训。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支持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

度体系，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建

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

机制。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

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等文

件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改善公

共服务供给。印发《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

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升财政资金效益和政府公共服务管理

水平。启动政府购买服务规章立法程序，研究起草政府购买

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意见。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示范项目规范管理

的通知》，推进PPP项目，同时通过信息公开、政策支持等

多项举措，引导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公共服务领域。配合有关

方面共同制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推动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的法治化。

（财政部条法司供稿）

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管理制度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是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近年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不断优化转移支付

结构，加强转移支付管理，加大绩效评价力度，推进预算公

开，提高了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但是，仍然存在一般性

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功能交叉、转移支付项目分类与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够衔接、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

高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立权责清晰、财

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要求，财政部提

出了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方案，并已报国务院

批准。

一、总体思路

在基本不改变中央和地方及地区间分配格局的前提下，

将现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中属于中央与地方

共同财政事权的项目归并，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同

时理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关系，进一步加

强转移支付管理，增强转移支付政策效果。

二、优化转移支付分类

调整以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主要分为一般性转移支

付、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三大类，各类转

移支付边界清晰、分工明确。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将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剔除属

于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具有指定用途性质的项目，形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