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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监管

2019年，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各级财政与民政、体

育等部门密切配合，开拓进取，推动彩票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彩票发行销售

2019年 , 全国共销售彩票 4220.53亿元，比上年减少

894.18亿元，下降 17.5%。分机构看，福利彩票机构销售

1912.38亿元，减少 333.18亿元，下降 14.8% ；体育彩票机构

销售 2308.15亿元，减少 561.00亿元，下降 19.6%。分类型看，

乐透数字型彩票销售 2273.37亿元，减少 485.32亿元，下降

17.6% ；竞猜型彩票销售 1219.43亿元，减少 435.62亿元，下

降 26.3% ；即开型彩票销售 285.22亿元，增加 59.96亿元，增

长 26.6% ；视频型彩票销售 440.85亿元，减少 33.57亿元，下

降 7.1% ；基诺型彩票销售 1.67亿元，增加 0.37亿元，增长

28.6%。乐透数字型、竞猜型、即开型、视频型、基诺型彩票销

量分别占彩票销售总量的 53.8%、28.9%、6.8%、10.4%、0.1%。

二、彩票公益金管理

（一）彩票公益金的收入和分配。全国彩票公益金收入

1164.02亿元，比上年减少 157.42亿元，下降 11.9%。其中，中

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收入 568.95亿元，地方留成彩票公益金收

入 595.07亿元。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的收入，按照 60:30:5:5
的比例，分配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

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 ；地方留成彩票公益金收入，由省级财

政部门商民政、体育行政等部门研究确定分配原则。

（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的收支。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可用收入 719.64亿元，其中，当年收入 568.95亿元，上年结余

结转收入 150.69亿元。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 717.58
亿元，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464.28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175.92亿元，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各 38.69亿元。收支相抵，

结余 2.08亿元。

（三）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出 175.92亿元。主要用于教育事业 27.08亿元，残疾人

事业 21.99元，医疗救助 18亿元，扶贫 26.4亿元，养老公共服

务10亿元，文化事业8亿元，红十字事业4.37亿元，法律援助、

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出生缺陷干预救助、留守儿童快乐家

园、足球公益等小型公益项目 10.08亿元，支持地方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 50亿元。

三、彩票监管工作

（一）推进彩票监管法规制度建设。开展彩票立法实地调

研，深入研究彩票性质和定位、彩票管理体制等。配合起草

《彩票法》(立法建议稿 )，研究彩票立法的重点问题。

（二）优化彩票品种和游戏结构。支持即开型彩票发展，

批准印制发行 93款，停止销售 100款，销毁 73款即开型彩票

游戏。规范调整高频快开彩票游戏和单场竞猜游戏规则，规范

派奖促销管理。会同民政部、体育总局研究制定高频快开游戏

有序退市、单场竞猜游戏降低博弈性的调整方案。研究基诺型

彩票游戏规则调整意见。

（三）规范彩票资金管理。发布2018年全国彩票公益金筹

集、分配和使用情况公告。落实好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的分配和

使用。制定印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

展资金管理办法》。按时完成彩票发行机构预决算审核工作。

（四）强化彩票市场监督。组织民政、体育部门对本系统

彩票终端机开展自查自纠，对存在擅自网络售彩问题的代销

者予以处理。在此基础上，组织有关财政部监管局开展专项

检查。从强化彩票监管机制着手，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网信、

工信、民政、体育等部门牵头成立彩票整治专班，开展专项整

治工作，维护彩票市场秩序。

(财政部综合司供稿，刘  艺执笔）

财政法治

2019年，财政法治工作紧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加快推

进财政立法，牵头做好财政“放管服”改革，加强财政执法监

督，依法妥善办理财政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持续开展财政法

治宣传教育，推进财政法治建设再上新台阶。全年共推动完成

12部财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修订工作 ；审核协调全国

人大、司法部送来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草案 174件次 ；参与制

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办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有关

“放管服”改革工作批示件 14件 ；对部内各司局起草的规范性

文件和上报国务院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 504件次 ；审理行政

复议案件 148件，办理行政诉讼案件 655件 ；组织召开全国财

政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入推进财

政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财政法治建设重要文件。2019年，

财政部条法司立法三处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先进单位，司内 2名干部被分别授予“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法律顾问”荣誉称号，财政法治建

设工作获得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 

一、统筹推进重点立法，完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

（一）推动完成 12部财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修订工

作。一是推动资源税法出台。在 2018年向国务院报送法律草

案送审稿的基础上，配合全国人大有关方面和司法部做好相

关立法审查、审议工作，有力保障和推动立法进程。2019年 8

月，资源税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将于2020年9月1日起施行）。二是推动车船税法修订。会

同税政司向司法部报送对车船税法有关免税情形进行修改的

建议，4月 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将

“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和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专用船舶”纳入车船税免税范围。三是组织修

订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联合国家税务总局上报《国务院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代

拟稿）》。4月 23日以第 714号国务院令公布，对企业所得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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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至五十三条作出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公

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四是组织制定部门规章 2件、部门联

合规章 1件，修订部门规章 6件。

（二）有序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取得重大突破。一是预算

法实施条例修订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配合司法部做好条例复

核、审议有关工作，向国务院上报《关于预算法实施条例（修

订草案）有关问题的报告》，提前准备《国务院常务会议议题

解读初步方案》、新闻通稿、答记者问、财政部领导署名文章

等宣传材料，推动条例尽快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二是完

成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条例起草工作。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条例列入财政部改革举措清单和“以案促改”整改任务清单。

12月，财政部党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条例送审稿，并上报

国务院，提前一年完成该项改革任务。

（三）齐头并进，多项财政法律法规规章立法、修订工作

稳步推进。契税法、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已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 ；印花税法（送审稿）已报送国务

院，正在由司法部进行立法审查 ；土地增值税法（送审稿）已

经财政部党组会审议原则通过 ；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已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关税法、会计法（修订）、彩票管理条例（修

订）等立法工作有序推进。

（四）组织召开全国财政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做好财

政法律制度体系顶层设计。11月 19日，组织召开全国财政法

治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法

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财政法治建设纲领性文件。

二、落实中央精神，持续深化财政“放管服”改革

（一）健全“放管服”工作制度。一是组织召开财政部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会议 3次，上报信息

《财政部传达学习贯彻 6月 25日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有关情况》，被国务院办公厅《专

报》采用。二是实施“放管服”改革工作台账管理。每季度末

对“放管服”改革各个小组出台政策、举办会议等情况进行分

类统计，并将有关情况进行通报。三是编发财政部“放管服”

改革工作简报 7期，多篇被中国政府网等网站转载。

（二）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服务。一是组织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将财政领域 4项涉企经营行政许可事项

纳入。建立清单管理制度，将涉企经营许可全部纳入清单管

理。二是研究推动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事项。研究取消出口

信用保险相关业务事项审批，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将其列入新

一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三是密切跟踪《证券

法》修改情况，提前研究修法后取消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审批，资产评估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资格两项审

批事项的落实事宜。

（三）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一是大力推进“互联网

+监管”。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财政部网站“放管服”改革

专栏，公布财政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全

国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并及时调整更新。

二是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配合有关单位开展对

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及重点单

位的随机抽查。

（四）做好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相关工作。参加国务院第

六次大督查对山西省的实地督查，具体承担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督查组的工作任务，对太原市、晋中市、

大同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进行实地督

查，撰写第 2督查组“放管服”改革部分的督查报告。

三、创新法律服务机制，防范化解财政法律风险

（一）严把规范性文件和上报国务院文件的合法性审查

关。2019年全年组织对财政部内各司局起草的规范性文件进

行合法性审查 395件次，对上报国务院的文件进行合法性审

查 109件次。在日常审核过程中，全面考察、记录、监控各单

位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情况，建立季度统计和通报制度。及时梳

理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通过一对一发函、定期不点名通报

等形式向有关司局反馈。 
（二）加强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有关要求，及时对

现行《财政部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完

善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制度。结合财政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管理制度审核的实践经验，研究起草《财政部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管理办法要素框架》，经部领导审批后印发部内各司局，作

为同类文件制定的参考模板。 
（三）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承担公平竞争审查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副召集人单位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公平

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办法》《关于全面推进落实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 2019年工作重点的通知》等文件，起草上报《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修订稿）》《关于全面深入实施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将公平竞争审查流程嵌入OA
系统，进一步规范财政部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流程。

（四）组织开展财政部法律风险专项考核评价工作。一是

牵头修订《2019年度法律风险专项考核评价工作方案》《财政

部法律风险内部控制办法（2019年版）》等文件。二是组织开

展 2019年度法律风险内部控制专项考评，形成对财政部机关

20个司局的考核评价结论和考核评价得分，及时向内控办反

馈有关情况。三是全面开展内控自查评价，查漏补缺。

（五）做好涉外财经法律工作。一是深度参与涉外财经立

法。研究办理国务院办公厅、司法部、外交部等单位转来的各

类涉外法律，配合做好《缔结条约管理办法》《外国国家豁免

法》的立法工作 ；研究我国法律域外适用、反制美国长臂管辖

等问题 ,提出立法、执法建议 ;积极参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第 52届年会，就公私伙伴关系（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

范法及其立法指南提出建议并被采纳。二是做好涉外法律工

作交流协商机制及“一带一路”建设法治保障相关工作 ；开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自评工作。三是参与涉外财经

谈判和研究工作，起草签署条约、协定及备忘录提供法律服

务，共审核政府间协议 21件、出具法律意见书 24件等。

（六）进一步发挥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作用。研究制定《财

政部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组织财政部第二届法律顾问聘任仪

式，聘任 14位法律专家担任法律顾问。首次进行公职律师考

核和备案，并组织完成司法部对财政部公职律师的年度审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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