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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R

近日，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第

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6 月 10 日，国务院新闻

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文

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王晓峰、非物

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王晨阳介绍有关

情况，并答记者问。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以下简称“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名录”）是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重要

制度。2019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部

启动了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推荐申报工作。

王晓峰介绍，此次国务院共公

布项目 325 项，涉及 465 个申报地区

或单位。其中，第五批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名录 185 项，对前四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

140 项进行了扩展。一批体现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

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项目列

入了名录予以保护。

王晓峰介绍，此次公布的项目

有几个特点：一是关注少数民族非

遗项目。满族新城戏、蒙古族皮艺、

藏棋、维吾尔族曲棍球等一批少数

民族非遗项目列入名录。其中包括

了塔塔尔族传统糕点制作技艺、赫

哲族嫁令阔等人口较少民族的项

目。二是兼顾区域协调发展。14 个

目前尚无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地

级市（含直辖市区、县）推荐申报的

18 个项目列入名录，如辽宁省葫芦

岛市的辽西太平鼓等。三是关注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

政区申报的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香港天后诞，澳门特别

行政区申报的土生土语话剧等 5 个项目全部列入名录。四

是积极服务国家战略。96 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 103 个项目，

如图什业图刺绣、松桃苗绣等项目列入名录，沙县小吃、柳州

螺蛳粉等一批服务民生、惠及百姓的非遗项目列入名录。五

是重视濒危项目的保护。桓仁盘炕技艺等具有重要价值、亟

待保护的项目列入名录。文化和旅游部将扎实做好非遗代

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切实提升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

截至目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有 1557 项，共涉及

3610 个申报地区或单位。王晓峰介绍，文化和旅游部将从 4
个方面着手推动相关工作，一是加强名录的建设，二是提升

管理水平，三是提高保护传承水平，四是进一步发挥非遗服

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

近年来，许多非遗项目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融入现代生活，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出了积极贡献。王晨阳说，通过

保护传承使这些孕育在基层、扎根于群众的非遗带动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人民群众文

化自信都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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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听取了财政部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

2020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和审计署受国务院委

托作的《关于 2020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并结合审计工作

报告，对 2020 年中央决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

提出了关于中央决算草案的初步审查意见。

财政部对财政经济委员会初步审查意见进行

了研究反馈，初步审查意见和反馈的处理情况

报告已印发会议。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2020 年中央决算草案反映，中央一般公

共决算收入 82771 亿元，为预算的 100%，下降

7.3%，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央政

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8880 亿元，决算收入总量为 91651 亿元；中央

一般公共决算支出 118314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增长 8.1%，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1137 亿元，决算支出总量为 119451 亿元；

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 27800 亿元，与

预算持平。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83218 亿元，

完成预算的 99.2%，增长 11.9%，其中，一般性

转移支付 69460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1%，增长

4.0%（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2181 亿元，完

成 预 算 的 98.7%，增 长 0.7%）；专 项 转 移 支 付

776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1%，增长 2.7%。中

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1228 亿元。2020
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 208905.87 亿元，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127393.40 亿元，专项债务

余额 129217.37 亿元，均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

的余额限额之内。

中央政府性基金决算收入 3562 亿元，为预

算的 98.6%，下降 11.8%；中央政府性基金决算

支 出 10440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96.8% ，增 长

149.8%，主要是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扩大了支出

规模。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收入 1786 亿元，

为预算的 105.6%，增长 9.1%；中央国有资本经

营决算支出 939 亿元，完成预算的 74.6%，下降

15.3%，低于预算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中央企业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低于预期。

中 央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决 算 收 入 708 亿 元 ，

为预算的 51.1%，增长 1.6%，加上地方上缴的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收入和

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调入专项资金，决算收

入总量为 8588 亿元；中央社会保险基金决算

支出 707 亿元，完成预算的 50.2%，增长 6.6%，

加上安排给地方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

央调剂基金支出和安排下达部分地方弥补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专项资金，决

算支出总量为 8577 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10 亿

元，年末滚存结余 377 亿元。中央社会保险

基金决算收支与预算相差大，主要是部分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实施准备期清算工作进

度低于预期。

2020 年中央决算草案与报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的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基本一致：一

般公共预算决算收入减少 0.36 亿元、决算支出

减少 97.37 亿元，减收减支相抵 97.01 亿元，已

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决算

收入增加 0.04 亿元，支出决算数与执行数相

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支出决算数均与执行

数相同；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收入增加 3.24 亿

元，决算支出减少 1.29 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0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及其

财政等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有

关决议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实施规模

性纾困政策，落实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依法

加强税费征管，创新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严格

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

出，加强民生支出保障，有效发挥财政政策对

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为推动“十三五”规划圆

满收官，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做出了重要贡

献。2020 年中央决算情况总体良好。财政经

济委员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提

出的 2020 年中央决算草案。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0 年中央决算

草案和审计工作报告也反映出预算决算编制、

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

要是：一些项目支出决算数与预算数相差较

大，预算的约束力还不够；有些部门决算结转

结余资金较多，财政资源统筹力度有待加强；

财政支出标准体系不够完善，有些预算管理制

度不够健全；一些绩效目标设定不够规范，有

些部门绩效自评结果不真实，绩效管理质量有

待提高；有些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率不

高，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仍然存在，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仍不容忽视。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审计署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中心工作，依法对 2020 年度中央财政

管理、部门预算执行、重点专项资金和重大投

资项目、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国有资产管理等

方面，开展了审计，对查出的问题从体制机制

等方面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审计建议，充分发

挥了审计监督的重要作用。落实全国人大常

委会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决定要求，今

年首次提出了国有资产专项审计报告。建议

有关部门和地方高度重视审计查出的问题和

提出的建议，深入分析原因，认真扎实做好整

改工作。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于今年年

底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

彻实施预算法、新修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和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预算、决算决议要求，进一步做好

财政预算决算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下

意见建议：

一、进一步规范预算决算草案编报和预算

执行

扩大基本支出定员定额管理范围，加快项

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切实强化支出标准在预

算决算草案编报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推进

按经济性质分类编报预算决算草案的工作。

各部门、各单位要增强预算法治意识，严格执

行预算，严控预算调剂，提升预算约束力。执

行中确需作出调剂变化的，须按照程序审批。

加强中央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实现预算数据

集中管理运用。加大预算决算信息公开力度，

接受社会监督。

二、进一步保障党中央方针政策落实落地

要进一步增强财税政策的针对性、合理性

和可实施性。加强相关政策之间的统筹衔接，

形成政策合力。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要

进一步细化实化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制度措

施，提高针对性、有效性。加强科技资源顶层

设计和系统部署，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拓展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渠道，研究鼓励机

构、个人捐赠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

相关财政政策，鼓励低碳技术研发，积极发挥

财政政策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保障，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要将绩效管理整体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加

强动态实时管理，推进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一

体化。进一步科学合理设定绩效指标，加快构

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研究从侧重单个项目的绩效评价，向

部门整体支出和政策绩效评价拓展。加强项

目事前绩效评估。探索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提

高绩效评价质量。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健

全绩效评价结果与安排预算、完善政策、加强

管理的挂钩机制。改进相关项目绩效评价方

法，推动绩效评价周期与项目实施周期衔接匹

配。进一步增加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的数量。

四、进一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围绕地方政府债务的总体规模和结构、资

金使用、偿还能力等，加强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

工作，适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进一步加

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全过程管理，统筹债务资

金使用和偿还，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地方

政府债务项目库建设，落实好“资金跟着项目

走”要求，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

率。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抓实化

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推动建立地方党政

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风险处置机制。全国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经全国人大批准后，要及时下达

分省限额。研究推进政府债务立法工作。

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积极推进落实已经出台的分领域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进一步优化支

出结构，切实解决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财

政资金交叉重复问题。健全规范转移支付制

度，严格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分配资金。完善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对现行专项

转移支付开展全面评估。优化税制结构，提高

直接税比重，健全地方税体系。加强中央财政

直达资金管理和信息化建设。规范政府投资

基金设立和管理。对贯彻实施新修订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

定》作出工作部署。抓紧落实进一步加强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的各项措施。推进省以下财税

体制改革，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

六、进一步加大审计监督和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力度

加强对重要政策落实、重大项目实施、重点

资金使用的审计监督。对揭示反映的问题要区

分体制性、政策性、管理性等不同性质，分类反

映。要进一步深化对问题原因的分析，从体制

机制和法律制度等根源上查找短板漏洞。对审

计查出的问题，要加大整改力度，逐条抓好整

改。要进一步细化明确整改的责任主体。主管

部门与直接责任单位要上下联动，横向部门间

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整改工作合力。要依法

依规依纪整改、限期整改，对明知故犯的要严肃

查处，切实增强警示效果。要通过全面深化改

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

从源头上进行整改。审计机关要加强整改跟踪

督促，提高整改质量水平。要进一步落实审计

结果公告和审计整改情况公开机制。要持续推

进政府财务报告审计试点工作。

以上报告，请审议。

（新华社北京 6月 10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2020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2021年 6月 7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史耀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