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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为3320人，其中：初级1173人、中级1064人、高级1083人。

（二）完善优秀考生跟踪评价计划。编辑推送《管理会

计师&会计职业生涯》电子杂志等方式，为广大进入“优秀

考生跟踪评价计划”的人员提供学习交流平台和职业资讯。

2018年加入“优秀考生跟踪评价计划”的考生人数快速增长，

截至 2018年 12月，累计入库考生共 33822名，较上年增长

40% ；完善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网上人才超市”栏目，建

立健全会计人才数据库和会计人才供需信息，在人才交流

平台展示的考生 14867人，较上年增长 45.6%，其中，有求职

意愿的3224人，较上年增长29%。注册企业78家，较上年增

长 69.6%。

（三）举办优秀考生线下交流活动。11月 24日至 25日，

会计评价中心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联合举办“2018年度全国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优秀考生座谈交流活动”，征求考生

意见，了解考生需求，分享考生职业经验和做法，助力会计

人员职业成长。来自 2018年中、高级资格考试“金银榜”和

进入“优秀考生跟踪评价计划”的 60名优秀考生代表参加交

流活动。

（四）加强会计考试改革理论研究。开展《会计人员水平

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会计专

业学位教育“双向挂钩”研究》《我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内容（科目）体系与国际性会计职业资格考试比较研究》《会

计资格考试智能阅卷实现路径研究》《我国会计人才供需状

况及趋势预测研究》等题目研究及评审，助力会计资格考试

与评价改革。做好 2018年省部共建联合研究课题《会计职称

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改革研究》工作。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供稿，尹怀旭执笔）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工作

2018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其管理中心积极发挥

国家层面政策性基金作用，支持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产业

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

一、夯实制度基础，规范操作流程

（一）强化制度先行引导作用。针对业务发展需要，编制

《保证委托贷款操作指南（试行）》《市场化委托贷款项目投

资评审打分标准使用规范（试行）》《有偿使用项目碳减排预

算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和《委托贷款碳减排预算复核工作

操作规范》，完善《抵（质）押委托贷款操作指南》《绿色创新

投资业务操作指南（试行）》和《股权投资管理办法》。同时，

细化市场化项目贷款利率标准、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完善

项目担保要求，修订关于项目申报材料、《清洁发展委托贷

款合同》和《市场化委托贷款合同》等文件模板，量化关于

项目准备工作中第三方服务的评价。

（二）强化全周期监管体系运作。加强风险管理，修订

《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风险现场核查管理办法》《委托贷款

项目风险复核管理办法》和《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风险管

理操作指南》，编写《市场化委托贷款项目风险快速诊断指

南》《市场化委托贷款项目风险评估报告编制规范》《基金债

券理财风险管理暂行办法》，梳理形成《2018年金融监管政

策摘编》《地方政府债务政策汇编》《水电行业风险研究报告》

《集中供热行业风险研究报告》。做实风险绩效，优化有偿使

用项目的风险防控整体设计，强化前端风险评估、中端监控

预警、后端绩效评价的全流程管理，并加强对项目担保措施

的验查， 2018年共完成 18个项目风险评估、94个项目贷后

检查及 100个存续项目的风险分级与预警。同时，基于既有

有偿使用项目评价体系，优化项目绩效评价设计，完善《清

洁发展委托贷款绩效评价指南》，并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对

2017年结项的43个贷款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据统计，2017

年结项项目每万元清洁基金贷款所实现的碳减排量为 8.36
吨二氧化碳当量，为打好蓝天保卫战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

了具体示范。

二、坚持政策导向，推进业务发展

（一）配合做好赠款业务。积极协助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主管部门，提供赠款支持相关政策研究、能力建设和社

会宣传工作。全年累计安排赠款资金 11.25亿元，支持开展

项目 523个。2018年，拨付 41笔资金，收回 52笔项目结余资

金，保障 139个项目结题。

（二）发展有偿使用业务模式。切实落实国家《“十三五”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所提出的“完善气候投融资机

制，更好地发挥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作用”的要求，引导

和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低碳产业发展。加大对大型国

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直接支持力度，与江苏省财政厅和江

苏银行合作开展绿色创新投资业务，并参照所形成的业务

模式，与其他省区市探索开展结构化联合融资。2018年共审

核委托贷款项目 14个，支持内容涵盖市政基础设施和区域

能源建设、绿色照明、废弃资源回收利用和高新产品制造，

地域涉及江苏、内蒙古、河南、宁夏、山东、陕西、上海和广

东等8个省区市，贷款金额7.40亿元，撬动社会资金70.39亿
元，每年减碳 64.91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截至 2018年底，共

支持开展 279个委托贷款项目，累计安排贷款资金 170.51亿

元，项目覆盖全国 27个省区市，撬动社会资金 968.04亿元，

每年产生碳减排量及碳减排潜能逾千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三）扩展现金理财方式。通过竞争性方式选聘存款和

理财银行，完成委托贷款本息和清洁基金存量资金的存放，

使资金年化收益率提升近 1个百分点。同时，制定债券理财

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等制度规范，在证券交易所市场的债

券交易开立账户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备案开户，购买 2亿元

“长江三峡”绿色债券，支持白鹤滩、乌东德水电站等项目建

设，助力基金保值增值和扩大碳减排效益。

三、获得国际资质，促进务实合作

（一）打造国际资金管理平台。管理中心于 2017年 10月

通过绿色气候基金（GCF）董事会审议、2018年 12月与GCF
秘书处签署认证主协议，正式成为GCF中国国家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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