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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编报质量，打造一支业务精湛的专家团队 ；深入

开展专题分析利用工作，整理制作“决算一本通”，为领导决

策提供有效支撑。印发《关于落实专利和商标审评经费规范

管理工作的通知》，就加强专利、商标委托审查经费制度建

设，构建支出标准体系等八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规范专利

商标审查经费管理，提高委托审查资金使用效益。

三、严格支出管理，保障重点工作资金需求

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按照《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过

紧日子要求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央部门预算管理的通知》，

夯实预算编制基础，严格预算执行，加强预算绩效。坚决执

行财政部预算“一压两扣”政策，切实落实“一般性支出压

减 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 3%左右”等要求，坚持“有

保有压”“无预算不支出”原则，对整体预算和“三公”经费

进行压减。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监控绩效目标执行情况，完

善政府采购管理，盘活存量资金资产，避免资金闲置和沉淀

浪费，加强新增资产配置，严格按照标准配置。

保障重点工作预算安排。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提质增效”

工作，将知识产权审查、保护相关项目作为预算保障重点，

严格控制其他非重点项目支出。2019年，部门预算总计75.69
亿元（不含基建），其中项目预算63.58亿元。项目预算中，专

利审批业务专项和商标业务费项目分别为52.16亿元、5.57
亿元，占比达到90.8%。按照财政部有关要求，加强专利和商

标审查经费管理，完善委托审查经费相关制度，优化经费核

算方式，合理测算资金需求，明确经费开支范围，切实保障

审查业务需要，优化资金管理流程，确保支出合规高效。

重点强化预算执行管理。硬化预算刚性约束，加快预算

执行进度，细化完善预算安排，合理制定支出计划，严格控

制预算和支出调整。强化预算执行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根

据当年确定月份的预算执行情况，对执行不达标的单位相

应扣减下年预算，对相关资金进行统筹安排，用于保障有较

大资金需求的重点工作。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与各单位

签订预算执行进度承诺书，开展预算执行进度跟踪分析，每

月定期制作预算执行情况简报，发现问题及时提醒，有效督

促预算执行。2019年，全年共支出 69.02亿元（不含基建），

完成可用预算的 91.2%。

四、加强监督检查，提升财务会计管理水平

深入开展财务监督检查。配合审计署开展 2018年度预

算执行审计、领导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重大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跟踪审计等工作，严格落实审计整改责任，制定审计

整改方案，建立审计整改工作台账和“两周一报”检查督导

机制，保证各项审计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加强所属单位财

务监督检查力度，重点对所属企业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研究制定局属企业专项检查方案。

积极推进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组

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编制部门内部控制报告，及时发现

问题并督导整改。

不断加强政府采购资产管理。修订《国家知识产权局政

府采购办法》，规范采购行为，简化审批程序。制定《部门自

行采购项目实施规程》，明确部门职责权限，在自行采购程

序中充分发挥用户部门的主体作用。组织开展政府采购计

划、计划执行情况和信息统计编报工作，对各单位上报材料

进行审核汇总，对相关问题开展分析研究。持续加强国有资

产管理，规范资产配置、使用、处置，严格对外投资、出租

出借等事项监管 ,不断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组织编制国

有资产决算报告、国有资产报告、资产管理绩效自评、企业

财务会计决算、企业经济效益报告等。

持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税

降费决策部署，制定新一轮专利、商标降费政策，全年累计

减免专利和商标费用 79.3亿元，切实减轻广大创新主体尤

其是中小企业的负担。措施包括 ：大幅放宽专利费减缴条

件，企业标准由上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30万元调整为 100

万元，个人标准由上年度月均收入低于 3 500元调整为 5 000
元。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由 1 000元降为 500元，变更费由

250元降为 150元 ；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的商标

业务，免收变更费，其他收费按现行标准的 90%收费。深入

开展涉企收费清理整治，对所属社会团体相关收费开展专

项督导。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供稿 

闫博  俞骁航执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基金财务会计工作

2019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

心，认真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准确把握市场变化规律，科学

配置、精心组织、稳慎开展投资运营，高度重视风险防范，

圆满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基金投资取得良好收益。

社保基金会受托管理的资金包括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全国社保基金）、做实个人账户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以下简称个人账户基金）、部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地方委托资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基金）和受国务院委托集中持有管理划转的中央企业

国有股权（以下简称划转国有资本）。全国社保基金、个人账

户基金和地方委托资金统称为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养老基

金和划转国有资本分别独立运营、单独核算。

2019年末，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 45 058.12
亿元，基金权益总额 42 165.88亿元。2019年社保基金和养

老基金投资收益总额 3 581.04亿元。其中 ：社保基金资产总

额 26 285.66亿元，基金权益总额 24 225.60亿元（其中 ：全

国社保基金权益 21 376.51亿元，个人账户基金权益 1 571.37
亿元，地方委托资金权益 1 277.72亿元）。2019年社保基金

权益投资收益额 2 917.18亿元，投资收益率 14.06％。社保

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投资收益额 12 464.06亿元，年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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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 8.14％，超过同期 2.31%的年均通货膨胀率 5.83个

百分点。养老基金资产总额 10 767.80亿元，基金权益总额

9 935.62亿元。2019年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 663.86亿元，投

资收益率 9.03%。养老基金自 2016年 12月受托运营以来，

累计投资收益额 850.69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 5.57％。划转

国有资本 8 004.66亿元。2019年划转国有资本收到分红资

金 5.88亿元。自执行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政策以来，累计收到分红资金及其利息收入合计 6.34亿元。

2019年，社保基金会基金财务会计工作紧密围绕理事

会中心工作，扎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持续推进资金筹集、

银行存款风险防范和三大基础工程（内部控制体系、数据标

准化和估值体系、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建设等重点工作，不

断提高基金财务对投资运营的服务效能，将各项工作落实

落细。

一、积极推动资金筹集，做大做强受托资产

推动财政资金拨入，巩固社保基金筹资渠道。2019年，

财政性资金拨入社保基金合计 464.93亿元，其中 ：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 100亿元，彩票公益金 364.49亿元，国有股减持

追溯上缴资金 0.44亿元。截至 2019年底，财政性拨入全国

社保基金资金和股份累计 9 616.50亿元，其中 ：中央财政预

算拨款 3 398.36亿元，国有股减转持资金和股份 2 843.51亿

元，彩票公益金 3 374.63亿元。扣除实业投资项目上市时社

保基金会作为国有股东履行减持义务累计减少国有股 13.88
亿元，以及用于四川地震灾区工伤保险金补助财政调回 6.80
亿元，财政性净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累计 9 595.82亿元。

做好资金归集，扩大养老基金规模。社保基金会坚持扩

大受托规模与加强投资运营两手抓，扎实做好养老基金受

托管理，探索完善与地方的沟通协作机制，与地方协同做好

养老基金委托投资工作。2019年，社保基金会与 10个省份

签署《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合同总金额 2 350.36亿元（其中新签约 5个省份），实际到账

委托资金 3 031.77亿元。截至 2019年底，社保基金会已与 22

省（区、市）签署了合同，合同总金额 10 930.36亿元，资金

分批到账，委托期限均为 5年，均采用承诺保底模式，实际

到账委托资金 9 081.77亿元。

加强沟通协调，国有资本划转工作实现新突破。按照国

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积极推进

央企股权划转工作。2019年，社保基金会接收 49家企业的

划转国有资本股权，入账价值 7 349.87亿元，收到分红资金

5.88亿元。截至 2019年底，社保基金会累计接收 58家企业

的划转国有资本股权，入账价值 8 004.66亿元，累计收到分

红资金 6.29亿元。

二、加强银行风险防控，做好存款和资金管理

排查银行存款潜在风险，强化防控措施。2019年，社保

基金会针对银行存款的潜在风险进行梳理排查，开展银行

信用风险防控专项调研，并走访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存款银行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

撰写专项调研报告，研究提出银行分级限额管理、银行白名

单制度、优化投资决策执行流程、完善债券质押保护措施和

银行存款风险指引等风险防范措施并加以落实。同时，社保

基金会积极与银保监会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强化对

银行存款风险的防控。

加强存款和资金管理，努力提高投资收益。根据资产配

置计划、投资需求及现金流状况，合理安排调度资金，在及

时高效办理银行存款、开展短期资金的分级流动性管理的

基础上，加大与部分大银行的合作力度、提高境内托管资产

现金头寸利率、积极开展境外证券借贷业务、及时根据境外

投资需求办理结购汇业务，在保证投资资金需求的同时，努

力提高资金收益。

三、持续推动三大基础工程建设，不断提高规范
化信息化水平

健全内部规章制度，继续完善内控体系。社保基金会牢

牢把握制度“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方向，不断完善内部规

章制度，加大基金管理制度建设与执行力度，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基金投资运营，强化对投资管理人、托管人的管理，优

化机构运行程序。同时，不断强化“内控创造价值、内控保障

效率”认识，加快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初步形成基础性内控

制度和内控一级流程组成的内控制度体系，有序推进二级流

程制定工作，细化内控制度网络，研究出台内控考核评价和

风险事件报告相关制度，有力推动内控体系制度落地生效。

研究制定数据标准，推动基金估值建设。为充分发挥数

据治理在投资运营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投资运营效

率和管理水平，社保基金会研究制定基金投资运营业务数据

标准，形成了包含基础数据、指标数据、报表和子报表的数

据词典，为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此外，社保

基金会还拟定了基金资产估值管理办法和股权投资基金估

值管理指引，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资产估值工作

的管理，规范基金各类资产估值方法和相应的估值管理机

制，引导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规范有序开展基金估值。

强化信息系统支撑作用，加快推进内控信息化。2019

年，社保基金会完成社保基金财务系统和养老基金财务系

统的升级改造，推进基金资产盯市估值信息化建设，协调推

动资金划转托管指令直连直通和托管业务信息报告系统建

设，提升为基金投资运营和机构运转提供信息和数据支持

的能力和效率。

四、不断优化业务工作，稳步提升工作质效

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优化存款投资决策执行

流程，实行银行白名单制度，同时依托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开发银行存款报价系统，缩短存款业务办理时

间，提高工作效率。简化报批流程，对于部分常规性资金调

拨业务，依据用款部门签报、资金调拨申请单等直接办理资

金划付等手续，避免一事多报。进一步优化财务信息报告工

作，根据整合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重点财务数据的要求，及

时完成综合报告表样设计调整和上报 ；经研究分析后改进

对社保基金境外托管资产月度数据报送时间要求，提高财

务数据的时效性。针对对账业务量较大的情况，开通养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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