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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推进统筹城乡改革
刘 伟

重庆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年多来，在推进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和使用制度、公 共财政制

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金融制度、行政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全面推进各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形成

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促进城乡和谐发展上已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路子。

当前，重庆已开启了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新航程。新形势要求财政部门找准职能定位，更有效地服务于改革发

展大局。要更加重视发挥资源配置职能，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生态环保、公 共安全、基础设施等公 共物品与服务。充分

利用财税政策促进要素集聚，推动产业升级，打造增长极和经济中心，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一难题，引导劳动力、

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围绕民生主题，加

大对三农、教育、文化、就业等社会事业的投入。更加重视稳定经济职能，加强财政宏观调控，促进财税政策与全市

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打造更加完善的区域经济调节体系。

立足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今后一段时期的财政工作重点应围绕确保收入稳定增长、调整优化支出结

构、支持提振经济以 及改善民生和深化改革，全力助推城乡统筹，促进重庆科学发展。
一是支持“一圈两翼”协调发展。着力打造以重庆主城区为核心、一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的经济圈（“一圈”），加快

建设以万州为中心、三峡库区为主体的渝东北地区和以黔江为中心、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贫困山区（“两翼”），形成优

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财政在给政策、投资金、强引导的基础上，要统筹兼顾分类扶持，增强困难区县的自

我发展能力。始终保持市与区县25∶75的分配格局；坚持“两翼”与“一圈”并举，促进“一圈”与“两翼”资源互补和共

建共享，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二是支持打造内陆开放平台。以重庆北部新区及保税港区为龙头和平台，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

枢纽和国际贸易大通道，成为内陆出口 商品加工基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先行区。从财税政策上营造内陆开放的良好环

境，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以打造开放平台来推进城乡统筹。支持平台搭建，注入资本金推动保税港区基础设施建设

提速，在建立加工贸易产业专项扶持资金、争取加工贸易企业税收优惠等方面积极跟进，支持保税港区充分发挥物流

积聚、投资吸引等方面的带动作用。构建绿色通道，政策扶持上落实好西部大开发等各类税收政策；招商引资上支持

园区搞好基本建设，落实入园企业税收优惠；鼓励出口上落实出口退税政策和各项适应性调控措施。优化开放环境，

加大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性收费的清理规范力度，打造服务型政府。

三是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推进老工 业基地改造和振兴，建设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优先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形成城乡分工合理、区域特色鲜明、资源要素优势充分发挥

的产业体系。落实提振经济专项资金。整合存量，集中增量，设立 5亿元提振经济特别专项资金拉动重点领域发展。增

强企业融资能力，针对企业融资困难，注入担保公 司资本金，增资扩股提升融资功能，激励担保公 司加大对企业的担

保力度。实施科教兴渝支撑战略，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创新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充分

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的科技创新中心 和科

研成果产业化基地。
四 是支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结合重庆实际，解决好涉及民生的突出问题。积极争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财政保障

机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纳入中央奖补等试点工作。增加转移支付，关注范围更多向农

村和困难群体倾斜，加大对区县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补助力度。扩大民生保障覆盖面，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形成城乡教

育一体化发展机制，支持重庆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五是支持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树立生态立市和环境优先的理念，创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发展模式，发展循环

经济和低碳经济，建设森林城市。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嘉陵江、乌江流域的水体和生态环境，建设长江上游生态

文明示范区。加强政策对接，争取尽快开征水资源费、天然林保护补助、延长污水“以 补促提”政策和重点工 程节能

技术改造奖励资金等。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林业领域发展，力争2009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5% ，农民林业收入增长

10% 以 上。推动节能环保，进一步完善建筑节能示范工 程等财政奖补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矿产资源有偿制

度改革，探索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市场调节机制。通过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计算因素等方式，健全对区县节能减排的

激励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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