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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传导机制，为资产价值合理性评价提供有力支持。

四、持续推进重大改革落地，做好财会配套支持
保障

一是加大脱贫攻坚支持保障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巡视

整改任务落实，加强对“三区三州”（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

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及新疆南疆四地区，四川凉山州、

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深度贫困区域和其他国家扶贫

重点县域支行的绩效考核，全额满足金融扶贫投资需求。二

是持续深入推进“三农”和普惠改革。切实加强资源统筹管

理，加大“三农”县域资源倾斜和保障，推动“三农”业务稳

健发展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单独制定、完善“三农”考

核方案和普惠专项评价，突出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三

农”特色业务和普惠业务发展。继续单独安排、充分保障“三

农”县域费用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加大“三农”和普惠战

略投入，对重点机构和重点产品配置专项战略费用，强化对

西藏、新疆、四省十藏区等边远地区经营机构的固定资产投

资支持，全力支持“三农”县域战略转型和业务发展。三是

持续推进直营机构改革。扎实做好直营部门业绩计量，持续

开展直营业绩监测分析。按“以收定支”模式配置直营机构

财务资源，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机构自主统筹、业务内生

发展的预算机制。四是全力支持金融科技和业务转型改革。

完成科技资源财务预算管理模式优化和成本归集分摊机制

的落地实施，逐步提升科技资源管理效率和使用效益。对接

网络金融业务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专项营销费用配置机制，

做好网络金融业务营销拓展财务资源保障。

五、夯实财会管理基础，取得风险防控新进展

一是持续加强财务开支管控。强化费用管控机制建设，

强化费用重点管控，规范财务开支行为。全力推广应用线上

电商采购模式，加强电商平台采购监控，逐步改进采购流

程。二是夯实外包管理基础。进一步完善业务外包管理制

度，强化业务外包风险管控，优化外包开支结构。三是推进

闲置固定资产常态化治理。继续执行闲置资产利用处置与

新项目准入、零购预算、经济资本等联动机制，严控闲置固

定资产新增。明确年度闲置压降目标和具体工作任务，按月

监测、按季督导，积极协调推进闲置固定资产处置。四是加

强基建项目精细化管理。适应性调整基建项目审批流程，提

高项目审批管理效率。规范基建项目规划、立项、竣工入住、

竣工决算等环节的申报和审查管理，进一步加强基建项目

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五是推进税务管理提升工程。积极贯

彻落实国家财税政策，完成深化增值税改革和小微企业贷

款利息免征增值税落地实施工作，推进税务管理数字化转

型，夯实税务基础管理，加强税务风险管理。六是夯实财会

信息系统基础。持续推进财会领域数字化转型落地实施，完

善综合财会管理平台建设，提升集团财会一体化管理水平。

六、深化财会合规建设，满足强监管新要求

扎实开展风险合规“5+1”专项治理。开展财会风险合

规、费用开支、服务收费、闲置资产清理及固定资产数据等

五项治理，以及本级机构、子公司和境外机构风险合规评估

检查。组织完成财会条线尽职监督检查。完善检查组织实施

方式 ,突出检查重点和关键点，提高检查质效 ,进一步夯实

财务合规管理基础。持续做好内外部检查整改工作。加强问

题整改管理，强化问题整改评估，全面提升整改质效。开展

绩效考评综合治理。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推进全行绩效考评

综合治理工作，切实为基层行减负。组织指导全行财审会运

作。对接落实财会授权方案，优化总行财审会审议标准 ,进
一步规范组织财审会运作。开展财审会运行制度及执行操

作专题培训，提升财审会运行管理人员能力，提升全行财审

会运作管理水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供稿）

交通银行财务会计工作

2019年，交通银行财务会计工作围绕新发展理念和高

质量发展主线，突出价值创造和分行主战导向，不断提升

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紧密围绕集团年度经营目

标，以考核激励工具组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成本管理落

实降本增效，以财务管理加强合规管控，以管理会计提升

精细管理，以数据信息支撑经营决策，以党建工作强化组

织保障，为集团业务“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作

出积极努力。

一、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突出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

预算财务部作为全行资源的“总调度”，在“定总量、定政

策、定考核”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在落

实中央工作部署、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集团高质量发展等方

面做好统筹安排。通过绩效考核充分引导经营主体提升市场

竞争力，通过联动利益分配机制强化协同激发合力，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提升分行自主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数据治理推动集

团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在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履行大行责任

担当的同时，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集团经营业绩稳中有进。 

二、持续加强预算管理，考核聚焦价值创造

（一）持续加强预算管理，有效传导经营目标。在统筹考

虑内外部经营形势、市场预期、同业竞争等因素的基础上，

做好境内外分行、直营机构、子公司、板块部门的预算编制

与执行情况监控，有效发挥预算管理对集团业务经营的前

瞻指导作用。

（二）凸显价值创造导向，考核突出正向激励。创新绩效

考核模式，突出“价值创造”，不唯计划唯市场，引导分行争

先进位。“赛马制”首年激励成效显著，“争先进位”氛围浓

厚，集团业绩稳中向好。2019年末，集团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同比增长 4.96% ；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超 10%，为近六年以

来最优水平。着手构建综合竞争力评价和经营绩效考核并

重的“双支柱”考评体系，创新绩效考评工具，统筹兼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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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激励，引导经营单位树立长期业绩观。

三、完善资源配置机制，激发全行发展活力

（一）强化营运成本管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成本管理

延续“短期目标管控、中期机制约束、长期转型投入”框架，

重点优化费用配置挂钩方法，资源向业务发展倾斜，保人

事、压营运、促业务，鼓励分行加大 IT投入，成本收入比下

降明显，成本增长实现“双降”。2019年末，集团成本收入比

30.11%，较上年同期下降 1.39个百分点。完成《商业银行内

部服务计价应用实践研究》课题，通过将市场化机制引入企

业资源配置体系，完善投入产出评价体系，提高成本精细化

管控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

（二）遵循政策工具定位，动态优化政策工具组合。从优

化资产负债配置、撬动战略型重点业务发展、深化集团内联

动协同出发，加大资源统筹激励力度。在主体考核外设立多

渠道政策工具，对经营单位开展激励推动。专项行动资源主

要投向激励符合战略导向、获客转收入以及有明确监管要

求的项目，进一步增强资源投入的精准性。

（三）完善辖行转型发展，推动实账落地辖行及网点。制

定印发《2019年省辖分行改革发展行动计划》，明确各层级

职责，协同推进基层行转型发展。省分行承担主体责任，差

异化制定辖行政策 ；省辖行坚持零售战略转型方向，横向

强调零售与普惠业务战略协同、纵向强调省分行和辖属行

战略传导落地 ；基层机构推进新时期渠道转型工程，以网

点综合化为抓手，做到“线上+线下”双线协同。

四、发行债券充实资本，加强资本精细化管理

（一）多措并举完成永续债、二级债、金融债发行。充分

把握 2019年低利率时间窗口，紧密推进债券发行工作，共

计发债 1 700亿元，为历年最大发行量。其中 ：永续债 400

亿元，二级债 400亿元，金融债 900亿元。同时，协助财政部

做好 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发行工作，自 2009年以来连续 18

次牵头协助财政部开展离岸人民币国债发行工作。把握经

营单位中长期外债发行需求，做好集团外债管理。

（二）加强经济资本管理，合理配置提升回报。深化资本

管理高级法考核应用，强化经济资本配置管理，突出资本效

率和资本回报要求，引导经营单位自主平衡风险收益。推进

海外行、子公司增资事宜，加强附属机构资本管理。

五、严防金融合规风险，推进财会管理基础建设

（一）夯实财务制度基础，加强财务合规管理。从制度层

面完善设计，着手建立财务合规长效机制，完善财务合规 8

项制度 ；加强全行财产统保工作，做好全行投保和未决赔

案清理工作。积极配合审计署、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现场检查，对照中央巡视整改

情况“回头看”工作要求，对反馈问题主动整改，并以此为

契机提升自身财务管理水平，执行规范化要求。

（二）扩大采购公开渠道，推进闲置房产处置。启动智能

采购平台开发建设，创新采购管理手段，加速数字化转型。

严格规范单一来源采购及采购方式变更的审批管理工作 ；

坚持公开招标和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占比“一升一降”的任务

目标。结合网点综合化发展，加快推进网点转型，全面超额

完成存量网点面积压降计划。

（三）推进新准则实施工作，提高对外披露报告质效。完

善 IFRS16（《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号——租赁》）实施后

相关对外披露信息编报流程，顺利实现新准则的落地。加

强对外披露报表的质量控制，有序开展 2019年外部审计师

管理和 2020年外部审计聘用工作。修订《交通银行会计政

策、会计科目及内部账户管理办法（2019版）》，下发《交通

银行会计并表管理办法》，完善全行并表管理基础制度体

系 ；做好海外分（子）行披露类信息质量监控工作，指导做

好 IFRS16实施过程中的数据移植、报表填报工作，提升准

确性。

（四）扎实开展税务工作，提升应税事务管理能力。结

合最新的税收政策要求，对年度所得税清算工作提前部署、

加强指导、统筹安排 ；首次申请固定资产递延纳税、境外子

公司分红境内抵免事项 ；积极推进增值税税率调整，完成

小微企业贷款利息增值税免税系统改造，实现税收优惠政

策的合理安排、最大限度使用。修订《交通银行税务管理手

册》，做好税收新政宣传培训，积极配合税务局的核查工作，

有序开展增值税各项工作。

六、优化数据治理体系，推动集团数字化、智慧化
转型

（一）优化数据治理体系，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搭建集

团数据管理运用平台，形成“数据资产+商业智能分析工具

（BI）+实验室”的三大支柱架构，为交通银行用到数、用好

数提供一站式服务。建设全行重要指标库，形成资产负债、

客户管理、监管披露等十大指标主题，为全行重要指标“统

一口径、统识共享”提供基础支撑。先后成立案防实验室专

区、人脸识别实验室专区、长三角实验室专区，为数据分析

挖掘需求提供服务。

（二）推进价值平台建设，加强客户综合贡献分析。加快

推进价值平台建设，实现考核数据共享，支持经营单位自定

义个性化考核方案。构建以RAROC为核心的客户综合贡献

评价体系，将全行业务发展聚焦到客户的拓展、提升和留存

上来，为不同条线的客户管理系统提供数据支持，助推前台

条线部门提升客户管理能力。

七、严格落实基层减负，基层减负取得新进展

（一）严格落实基层减负，大幅精简考评体系。强化条线

管理职能，牵头各部门梳理考评体系，各类条线考评办法由

25个精简到 10个，精简率 60% ；考评指标由 560个精简到

196个，精简率逾 65%。

（二）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减轻基层报数负荷。盘点交

行 28万+数据资产，整合形成近 30张数据宽表，减少 50%
取数工单，提高了用数便利性 ；减少 83张手工报表填报量，

经试点分行评估，可释放基层客户经理一个小时左右案头

工作时间。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算财务部供稿 蒋喆斐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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