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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做好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等工作。安排优抚对象抚恤

和生活补助资金 475亿元，支持从 2019年 8月 1日起按 10%幅

度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保障好优抚对

象等人员的基本生活，惠及全国 844万优抚对象。

三、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根本，进一步加强资金
管理

（一）修订完善制度办法，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修订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等十余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制定《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

范资金分配、下达、使用等各个环节。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印发《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监管暂行办法》，确保资金规范运

行。配合民政部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监管工作的意见》，明确强化社会救助

资金保障责任、严格分配下达、加强发放监管、规范支付使用

等要求，完善社会救助资金全流程的监管工作机制。 
（二）深入开展绩效评价和督查激励工作，强化绩效管理。

指导和督促对口部门开展全面绩效评价，制定分行业分领域

绩效指标和标准。将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补助 2项转移支付资金、2个中央本级支出项目、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整体支出纳入财政部重点绩效评价项目，将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硬化绩效管理约束。对落

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督查激

励，对促进就业创业、农村危房改造、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养

老服务业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地方在资金方面给予奖励。

（三）完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制度，提升基金管理水平。

督促各地按照预算法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和大数据手段，

不断规范编制流程，完善编制方法，细化和调整编报内容，提

高基金预算编制水平。督促各地按时报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执行季报，将季报数据与上年同期数和预算数进行比对分析，

提高季报质量，加强预算编制与执行的有机衔接。研究建立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激励约束机制，对各地社会保险预决算编制

工作进行考核。加快建设税务、人社、医保、财政等部门的信

息共享平台，推进信息化建设，促进部门间信息共享。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供稿）

财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工作

2019年，财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工作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预算管理，开

展重大问题研究，切实担负起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

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聚焦突出重点任务

（一）推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根据《国务院关于

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结合工作实际，推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按照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

原则，合理确定财政事权内容，对生态环境法制规划标准、监

测执法、污染防治，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产权管理、生态保护

修复、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和支出责任，逐项划分

和明确。向国务院报送《自然资源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二）推动加快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工作部署要求，积极推进设立国家绿

色发展基金，抽调专人成立工作专班，落实各项筹建工作。报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设立方案》，明确组织架构、

运作模式和基金投向，分别召开沿江 11省市座谈会以及重点

金融机构、中央企业和其他重点行业企业募资会议，围绕地方

政府及社会资本出资问题共同协商筹资工作。召开国家绿色

发展基金筹备领导小组会议，加快推进基金设立筹备工作。

（三）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财政生态

环保支持政策。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会

议精神，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奖励

政策研究，召开沿黄九省财政部门工作座谈会。研究提出林

业草原领域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关财政政

策。支持黄河上中游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生态修

复治理，完善森林资源管护机制，结合实际开展造林绿化和防

沙治沙，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禁则禁，量水而行、科学治

理。支持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修复，提高生物多样性。统筹考虑

沿黄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财政收支形势，资金安排向污

染治理任务重的地区倾斜，支持引导地方提前开展工作。

（四）落实支持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运营补贴政策。为

巩固农村地区清洁取暖成效，在提前下达次年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中安排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运营补贴 20亿元，同时要求地

方财政综合考虑本地区实际运行、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财

政承受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等情况，统筹安排中央和地方大气

污染防治资金用于农村清洁取暖运营补贴，精准施策，重点向

农村特困人群倾斜，确保农村居民用得起、用得好。

（五）支持推进国有林区林场改革。落实《国有林场改革方

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以全面停伐为契机，加大投

入保障，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停伐补助分配向改革进展快的

地区倾斜，调动地方政府和重点国有林区改革积极性，支持国

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职能转变。结合天保工程区外

停伐补助，有效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各级财政投

入，对国有林场给予大力支持，推动国有林场加快转型发展。

二、加强资金分配和使用管理

（一）贯彻精准方略，优化资金分配结构，引导资金向标

志性重大战役聚集，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一是支持打赢蓝天保

卫战，扩大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范围，推动京津冀及周

边、汾渭平原城市实现全覆盖，强化对重点区域工业、移动源

大气污染治理及监管的资金保障。二是支持打好碧水保卫战，

加大对洱海、岱海、呼伦湖、唐河污水库、东辽河、黄河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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