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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风险的风险”，对确有必要、关系重大民生的在

建项目，保障合理融资需求，推动项目顺利建设，

防止资金断供，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加大对

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的查处问责力度，牢牢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聚焦改善民生 大力支持社会事业发展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

支出，把省下的钱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

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协调，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突出保基本、兜底线，增强财政资金和政

策的指向性，将财力更多地向困难地区、困难群

体和社会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围绕解决群众

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在就业、教育、卫生、

社保、住房等领域扎扎实实多做一些“雪中送炭”

的民生实事，全力保障好今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兴

办10件实事所需资金，确保按期完成、发挥效应，

让财政资金在增加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发挥更大作用。

聚焦改革创新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抓紧研究制定公共安全、

自然资源、农业生产等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加快构建切合省情实际的

省与市县财力分配格局。进一步健全完善预算绩

效管理制度，以扶贫资金作为“试验田”，完善预

算绩效管理制度办法，加快构架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指导部门和市县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强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双监控”，推动重大政策和项目绩

效目标、绩效自评以及重点绩效评价结果随同预

决算报送同级人大，并依法予以公开。进一步扩

大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范围，加强资产管理与

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健全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体制机制，推进集中统一、全流程和穿透管理。

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规范财务管理，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严格执行各项税制改革政

策，认真落实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推

动健全地方税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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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知识问答

问：为什么说PPP项目中的政府付费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

制度范畴？

答：从行为性质上看，PPP 项目中的政府付费是指政府根据

PPP 项目合同履行相应支付义务的行为。从分类上看，PPP

项目中的政府付费，是三种项目回报机制中的一种，是指政

府以公共资金、资产、资源作为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的对

价。而政府购买服务是“专有名词”，与PPP是并列的概念。

鉴于两者在项目性质、预算管理、合作主体、合作期限、操

作程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宜分别加以规范。

问：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有哪些？

答：各级行政机关是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

以下机关和单位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购

买服务： 

（一）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

（四）各级监察机关；

（五）各级审判机关；

（六）各级检察机关；

（七）各民主党派的各级机关；

（八）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政策规定，划为承担行政职能

的事业单位；

（九）纳入行政编制管理的群团组织机关。

问：为什么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能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

主体？

答：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资格取决于是否承担行政职能。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其功能定位是负责

直接提供特定领域公共公益服务的主体，与行政机关性质不

同，不宜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需要说明的是，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不能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是指其

不能购买其承担的主要事项，即不能将自身的主要职能委托

出去。为完成自身职责，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可以采购所需辅

助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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