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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个/亿美元

贷款
来源

贷款项目
个数

累计
承诺额

累计
注销额

累计
提款额

未提取
贷款额

累计
还本额

债务
余额

世界

银行
442 640.90 45.35 532.02 63.53 369.32 162.70

亚洲开发

银行
259 377.31 21.94 287.53 67.85 110.78 176.75

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
31 9.99 0.02 8.36 1.61 2.74 5.62

欧洲投资

银行
9 28.12 0.00 16.05 12.07 4.90 11.15

新开发

银行
12 35.16 0.00 2.92 32.24 0.01 2.91

欧佩克

国际发展

基金

12 2.92 0.07 1.09 1.76 0.20 0.89

北欧投资

银行
324 15.09 0.41 14.65 0.03 13.26 1.39

外国政府

贷款
2671 607.24 52.38 520.47 34.38 346.90 173.57

合计 3760 1716.73 120.17 1383.09 213.47 848.11 534.98

2.进一步完善多双边贷赠款制度建设，融入财政业务一

盘棋。继续完善多双边贷赠款政策整合工作，修订颁布《国际

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统一

了多双边贷赠款绩效管理政策，进一步规范了多双边贷赠款

管理工作机制 ；加强多双边赠款预算管理，从 2019年起，首

次将多双边赠款全部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推动多双边贷

赠款业务嵌入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系统。

3.加强债务管理工作。一是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坚决防范债务风险。按照《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

款项目前期管理规程（试行）》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相关

规定，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坚决防范债务风险。

二是继续加强对地方政府外债资金的监管审核。继续严格落

实地方政府债务外贷纳入本级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有关规定，

要求省级财政部门按时完成本地区政府外贷计划的编制报送

工作并要求各地监管局予以监督核实。三是扎实做好债务回

收偿还及基础数据管理。2019年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新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

组织以及联合融资银行还款149笔，合计金额约31.27亿美元，

均及时、足额支付，切实维护我国的国际信誉。由于财政部按

时偿还贷款债务，全年累计获得世、亚行贷款利费减免共计

约 834万美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利费减免约 694万美元，亚

洲开发银行贷款利费减免约 140万美元。此外，加强信息系统

建设，做好数据的收集、管理和使用，及时准确向部内外有关

单位提供各类数据。四是加强债务清收和政策减免落实。大

力开展债务清收工作，积极解决历史债务。综合采用债务拖欠

情况与新项目审批、利费减免奖励挂钩等奖惩措施，使债务风

险防范关口前移，增强了地方财政和单位对债务管理的主动

性和风险防范意识，杜绝新增欠款，继续保持地方财政主权外

债“零拖欠”。在债务减免方面，积极协调有关单位，切实落实

债务减免政策，帮助基层单位解决实际困难。

4.完善激励机制，促进地方工作积极性。为激励地方财政

部门积极做好贷款管理工作、督促各省财政部门抓好贷款债

务数据报送和债务管理信息系统使用，开展“全国财政系统业

务工作评比表彰”活动，完成 2016—2018年度国际金融组织

贷款管理基础工作综合评分工作，评选出十个省级财政部门

为先进单位并予以表彰，对各省级财政部门做好相关工作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财政部预算司、国库司、
金融司、国际财金合作司供稿）

财政预算监管

2019年是财政部派出机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

年。按照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财政

部驻各地专员办更名设立为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这是财政部

派出机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是加快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制度创新。2019年，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加快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认真履职，各项工作

扎实推进，成效显著。

一、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一）做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督导调研。按照财政部党组

的统一部署，各地监管局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深入组织开展督导调研和监督检查，及时掌握

政策落实情况，督促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

题，对 2020户样本企业和 262家上市公司减税降费实施效果

进行分析评估，汇总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国务院。

（二）聚焦重大财税体制改革事项。充分发挥属地优势，

以完善财税政策为目标，开展改革调研工作，推动财税体制改

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一是对部分地区增值税留抵退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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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开展摸底调研，做好留抵退税抽审、分担机制调库的前期

准备工作，为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

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提供参考依据。

二是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为主题，深入开展省以下财政体

制改革调研，提出规范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加快构建地方税体

系等政策建议。三是围绕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开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情况调研，为研究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提供重要参考。

（三）深入调研重大区域政策落实情况。组织开展“三大

战略”“四大板块”等宏观战略和重大区域政策实施情况调研，

探索建立中央重大政策落实监控机制，促进重大区域政策落

地见效。

二、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积极有为

（一）聚焦精准扶贫，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

1.全面开展扶贫资金动态监控。通过财政扶贫资金监控

平台，对财政扶贫资金进行动态监控，督促地方财政提高扶贫

资金的下达和支出进度，完善绩效目标填报质量。在深入开展

日常监管和调研分析的同时，及时向财政部反馈问题，并督促

地方政府整改落实。

2.做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抽审工作。选取 138个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的 1867个项目 , 就
地开展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抽审。对抽审发现的问题，压

实相关预算单位的绩效主体责任，提高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

理水平。

3.深入开展涉农扶贫领域其他监管工作。22家监管局开

展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核查；6家监管局开展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长效机制调研，探索推广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机制的有效

途径；27家监管局开展专项巡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核

查，督促地方及时制定举措并序时整改，巩固脱贫攻坚巡视工

作成效；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工作，

确保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得到惩治、惠农惠民财政补贴资金

及时足额发放到群众手中；8家监管局开展脱贫攻坚领域群众

信访事项核查，督促地方抓好整改问效，改进工作方式，加强

资金管理。

（二）加大监督力度，防控金融和债务风险

1.严控法定限额债务风险。一是对 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引起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主动对

相关责任人员进行约谈和处理。二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空

间形成情况进行核实确认。三是派员现场观察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有效规范债券发行现场管理。

2.强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监督。一是开展《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问责办法》落实情况调研，提出完善配套政策、提升

实施成效等具体意见措施，增强问责办法的实效性。二是开

展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调研，为完

善债务监管办法提供重要参考。三是对移交的地方政府违法

违规举债融资行为线索开展核查，对核定问题按程序转请纪

检监察机关和其他监管部门严格依法依规处理。四是按照统

一部署，开展建制县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有序推进相关

工作。

3.做深抓实地方政府债务日常监管。一是聚焦机制建设。

厘清相关责任主体权责分工，探索形成监管合力，逐步实现

偿债能力评估分析与风险提示动态预警。二是聚焦项目控制。

对资金规模较大项目进行事前甄别和源头把控，及时发现和

化解资金筹措、组织实施中潜在的风险点。三是聚焦供给端

口。关注区域内金融机构业务动态，把握放贷数量与投向趋

势，及时发现和提示风险。四是聚焦线索挖掘。通过对监管数

据和特殊事项的分析判断，及时发现线索、揭示问题。

4.探索开展防范金融风险监管。紧密对接现行金融监管

政策，深入研究《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等，从

监管局职责角度着力制度先行、强化风险预警，延伸开拓监管

视野。

（三）推动绿色发展，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探索建立长效

机制，多措并举持续推进中央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监管。

2.深入调研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引导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使用情况为切入点，对部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资金

分配和落实情况开展调研，提出政策建议，为完善重点生态功

能区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3.做好环保资金监管工作。围绕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要求，开展生态环保资金申报审核、执行监控和绩效评价工

作，督促地方财政和有关部门完善制度，有效提升生态环保资

金使用效益。

三、就近监管和服务的成效持续显现

（一）做好地方财政运行调研。开展属地财政经济形势调

查研究，为财政部掌握地方财政经济运行情况提供第一手资

料。紧盯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加强地方财政收入质量、支出

结构分析，重点关注过高承诺、过度保障等问题，督促地方财

政落实过紧日子要求。针对暂付款规模过大问题开展核查调

研，系统了解暂付款的主要用途和形成原因，督促地方财政

盘活存量。以有效落实“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为重点，及时反映基层财政运行情况和出现的缺口问题，督促

地方财政部门集中财力保基本、兜底线，确保基层财政运行基

本稳定。

（二）预算监管成效显著。审核属地中央预算单位基础数

据，审核结果采纳率接近 100%。加强中央单位预算执行情况

监控，发现违规问题及时处理。强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监

管，审核结果为科学合理分配相关资金提供重要依据。对转

移支付开展绩效评价，强化结果应用，促进提升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

（三）创新方式方法，积极服务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全国

两会期间，财政部组织的共 176人的工作队伍开展财政解释

说明服务工作，认真记录意见建议，回答代表委员提问，并协

助做好代表委员所提建议的答复反馈工作。发挥就近就地服

务的优势，建立与属地人大和政协的联络机制、月度通报机

制、联席会议机制，推进与代表委员的沟通联络。协助财政部

内司局组织召开代表委员集中座谈会 80场，与 2098名代表、

721名委员沟通联络，收集整理意见建议 23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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