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保障工作。

四、加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为加速预算外资金周转，防

止挤占、挪用上缴经费，按照资金集中支付改革要求，全军

确定应上缴总部的价拨油料收入和房地产出租收入，通过在

各大单位和总后基建营房部开设的专用账户试行直接收缴，

加速了应当上缴预算外经费的收缴。

二是狠抓战备建设经费管理。积极参与战场设施建设立

项论证，抓紧审核战备工程经费概算，取得了显著的军事经

济效益。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战备工程建设经费管理的

通知》和《军队战备物资储备财务管理规定》，促进了战备

建设经费管理。

三是严格账户资金管理。在 2004 年全面清理军队系统

银行账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账户管理档案，把全军所有

的账户信息全部审核录入系统，进行注册登记，实现了账户

信息化管理；坚持账户定期报告制度，对各单位上报的账户

和存款统计表进行汇总分析，及时掌握账户资金的数量和变

动情况，解决了过去账户底数不实、资料不全、数据不准等

问题；组织各大单位和总后直属单位财务部门对本级账户开

设情况、单位账面资金结存情况、内控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核对了银行存款和库存现金，查找了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和存在问题，促进了资金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

五、完善制度，夯实基础，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一是进一步健全了财务制度。制定下发了《驻香港部

队、驻澳门部队财务管理规定》、《军队人才培训补助经费管

理规定》、《军队文职人员生活福利待遇经费和公务事业费管

理规定》、《军人保险基金管理规定》、《军队人员住房补贴

账户管理规定》、《军队房地产管理局（处）财务管理办

法》、《军队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管理办法》、《军队财务结

算中心工作规则》等规章。

二是加强了会计基础工作。为维护规范的军队会计工作

秩序，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总后勤部财务部依据《中国人民

解放军会计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并下发了《军队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该规范包括总则、会计人员、会计核算、会

计报表与会计分析、银行账户与资金管理、预算外经费与票

据管理、会计监督、会计信息自动化管理、会计交接与会计

档案、会计基础工作考评和附则十一章，共 115 条。以制度

形式对军队会计基础工作做了系统的、全面的规范，从操作

层面细化了会计工作的操作和方法，明确了各类会计业务处

理的具体要求，划分了会计人员的岗位和职责，建立了完善

的内控制度，制定了会计基础工作的考评标准等，使军队各

级会计基础工作有了更加具体的操作依据。

三是推进了财务信息化建设。完成了军队财务系统 14

个业务软件的系统集成，研制开发了一体化财务信息系统综

合平台，经过逐级培训，推广到全军部队使用，使财务信息

化建设迈开新的步伐。

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组织了军队国有资产、保险基

金、住房资金、会计等业务培训。各级财务部门结合先进性

教育活动，狠抓思想作风和能力素质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广

大财务人员 “懂作战、会保障”的能力。

（财政部国防司供稿  黄凤祥  周扬培执笔）

行政政法财务管理工作

2005 年，行政政法财务管理工作合理安排预标，强化支

出管理，积极推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完成了各项工

作。

一、合理安排预算，做好经费保障工作

2005 年，行政政法财务管理工作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

进一步加大了行政政法支出力度。2005 年全国行政政法支出

共计 4 910.13 亿元，比 2004 年增加 789.53 亿元，增长

19.16% ，其中：行政管理费 2 883.49 亿元，增长 19.3% ；

公检法司支出1 852.89 亿元，增长 19.69% ；外交外事支出

99.05 亿元，增长4.43% ；对外援助支出74.7 亿元，增长

23.08% 。行政政法经费投入的增加，较好地保证了党政机

关的正常运转，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环境。

（一）做好重大活动经费保障工作。根据中央“隆重热

烈、务实节俭、讲求实效”的要求，2005 年，财政部配合

中央有关部门做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60 周年纪念活动、西藏自治区成立40 周年庆典活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 周年庆典活动以及台湾光复 60 周年

纪念活动等一系列纪念、庆典活动经费保障工作，确保了纪

念、庆典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做好政法部门的经费保障工作。一是加大对反恐

怖工作的经费投入，增强防范和处置恐怖袭击活动的能力。

二是增加对公安部门技术手段系统建设、大练兵活动、出入

境管理、禁毒等经费投入，提高公安部门打击各种违法犯罪

活动的能力。

（三）做好外交和外事活动的经费保障工作。一是配合

我国外交工作做好对国际重大突发事件救助工作，如及时安

排印度洋地震海啸、巴基斯坦地震和美国飓风灾害等救灾援

助资金，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二是合理安排大

型国际会议经费、中塔勘界、中尼联检、维和部队经费以及

设立中日友好交流基金等，推动了我国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加大对基层行政政法单位经费补助力度。2005

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行政政法单位专项经费 106.6 亿元，

缓解了基层行政政法单位的特殊困难，对促进地方政权建设

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中央政法补助专款在原 33.8 亿元

的基础上又增加 16.8 亿元，继续用于补助贫困地区政法部

门的装备、维修和办案支出，帮助贫困地区政法部门改善办

公办案条件。同时，增设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

款5 000 万元，补助地方大要案办案经费 3 000 万元，用于

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和办理大要案经费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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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支出管理

（一）加强对国税系统代扣、代收和代征税款手续费的

管理。针对目前存在的委托代征范围不明确、代征手续费支

付标准不合理、手续费支付不及时、管理工作不规范以及监

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2005 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

知》，对“三代”的范围、手续费的支付比例以及手续费预

算编制、会计核算、支付程序和监督检查等作了明确规定。

（二）加强税务稽查办案经费支出管理。针对税务稽查

案件类型多、开支范围不规范等问题，2005 年，财政部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税务稽查办案经费财务管理办法》进

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税务稽查办案经费开支范围，并根

据反避税工作特点，将原在税务稽查办案经费中开支的反避

税调查案件经费划出，实行单独管理，避免了相互挤占和支

出不规范的问题。

（三）加强对质量技术监督补助经费的管理。为加强质

量技术监督补助经费的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2005 年，

在充分征求各地财政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意见的基础上，财

政部会同国家质检总局制定了《质量技术监督专项补助经费

管理办法》，对质量技术监督补助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提出了

具体要求。

（四）加强中央政法补助专款管理。一是强化对中央政

法补助专款的考核工作。按照建立绩效评价体系的要求，在

总结、研究各地项目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修订了《中央政法

补助专款项目管理工作考核办法》，重点考核各地项目资金

到位情况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以监督各地及时下达专款和

保证专款专用，明确规定了奖励专款可以用于项目管理工

作，以调动各地做好项目管理工作的积极性。二是建立有效

的激励和约束机制。2005 年，财政部制定了《关于“以奖

代补”中央政法补助专款管理问题的通知》，对中央政法补

助专款分配方式进行了改革，实行“以奖代补”，以充分发

挥中央专款的拉动效应，进一步推动地方各级政府共同做好

政法经费保障工作。三是加强对公安部集中使用的补助地方

公安部门专款的管理。2005 年，财政部与公安部研究制定了

《中央补助地方武器弹药专款管理暂行办法》、《大要案补助

经费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相关管理办法，对专款的分配、使

用和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

（五）加强国际组织支出管理。审核2005 年亚洲区域合

作专项资金、APEC 科技产业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项

目、中国一东盟公共卫生基金项目，以及向全球环境基金第

四期增资捐款、南方发展基金捐款、向南太旅游组织提供资

助等国际组织支出的预算，合理确定支出规模，以提高上述

基金的使用效益。

（六）开展中央级行政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考评工作。按

照《中央级行政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 和《中

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在2004 年中央部门已

完成项目中，选取了22 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考评，并对其中5

个项目作了重点绩效考评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完

善绩效考评管理办法奠定了基础。

三、积极推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为加强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2005 年，财政部在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从管理体制到资产配置、处置等方面对现行行政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办法进行改革。同时，针对部分地方行政事业资产管

理职责划分不清、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2005 年，制定了

《财政部关于市（地）级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职责划分问

题的意见》，推动了地方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开展。

（财政部行政政法司供稿  龚世良执笔）

教科文财务管理工作

2005 年，教科文财务管理工作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构建和谐社会为着力点，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努力

提高对教科文事业的资金保障程度，优化财政教科文资金支

出结构，加强财务和资产管理，有效地支持和促进了教科文

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为教科文事业发展提

供经费保障

2005 年全国财政预算内教科文经费支出（包括教育支

出、科学支出、文体广播事业费）5 050.76 亿元，比 2004

年增 加 761.74 亿 元，增 长 17.76% 。 其 中：教 育 支

出3 974.30 亿元，比 2004 年 增 加 608.36 亿 元，增 长

18.07% ；科学支出 373.14 亿元，比 2004 年增加 37.21 亿

元，增长 11.08% ；文体广播事业费支出 703.32 亿元，比

2004 年增加 116.17 元，增长 19.79% 。2005 年中央财政教

科文经费支出主要安排用于：

（一）增加农村教科文经费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

耀农村。2005 年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补助安排农村教育、科

学、文化方面的支出总计 169.51 亿元，比 2004 年增加

36.82亿元，增长 27.75% 。其中：教育方面 106.69 亿元，

比2004 年增加17.82 亿元，增长20.05% ，重点支持免费提

供教科书、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

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小学布局调整等；科学方面

43.54 亿元，比2004 年增加 14.14 亿元，增长48.1% ，重点

实施“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支持农村科技发展和

农业科研条件建设等；文化方面 19.28 亿元，比 2004 年增

加4.87 亿元，增长33.78% ，重点补助农村基层文化建设，

开展“送书下乡”工程、“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补助农

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扩大试点和西部地区“少

生快富”试点工作经费等。

（二）增加重点科研和教育经费投入，支持科技进步和

高素质人才培养。2005 年，中央财政安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规划（“973”计划）经费 10 亿元，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规

划（“863”计划）经费60 亿元，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