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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唐山：三项措施促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
苏铁成

2009 年，河北 省唐 山 市财政局 深

入贯彻 落实积 极 财政政策，全力支持经

济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了经 济平稳 较快

发展。

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

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一）全 面 落实财税政策。一是 落

实好结 构 性 减税政策。认真落实增值

税转 型改 革、小规模 纳税人增值税适

用税率由 4% —6% 统一降 低 到 3% 、取

消利息所得税、提高营业税起征点等财

税政 策，引导企业加 大科技投入，促进

实体 经 济健 康 发 展。二是 落实好扩 大

开放政策。落实对钢铁、陶瓷等产品 提

高出口 退税率政策，支持企业扩大出口。

认真执行扩大开放的奖励规定，及 时兑

现奖励政策，努力扩 大招 商引资规模，

推 进唐 山 外向 型经 济发 展。三 是 落实

各项惠农政策。认真落实粮食直补、综

合直补、家电下乡补贴、汽车摩托 车下乡

补贴、大型农机具 购置补贴 等惠农补贴

政策，增强农民 购买力，扩 大生产和 消

费需求。

（二）努力拓宽融资渠道。一是 支持

投融 资平台建设。通过注 入资产、补充

资本金、土地出让 收 益返还等形式，进

一步壮 大政府投融资平台，提升政府融

资能 力。二是 支持金融业发展。安排 金

融 奖励专项资金，鼓 励商业银行增加 贷

款投放；对国内外著名的金融企业在唐

山市新设 立的分支机构或办 事处一次性

补助 200—500 万 元，并在 以 后 年度 继

续给予重点扶持。三是放 大资金 乘数效

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通

过以 奖代 补、贷款 贴息、“一事一议”等

方式，引导各 方面加 大投入力度，实现

财政资金四 两拨千斤的带动 效应。

（三）不断 加 大 财政投入。一是 加

大改善民 生投入。多渠道筹措资金，加

大教育、卫 生、社会 保 障、食品 安 全、

城市建设等领域投入，重点 支持城 乡低

保、科学发展示范村创建、市民 居住条

件 改 善等 20 项 实 事工 程，深 入推 进持

续改善民 生攻坚行动。二是加大城 乡等

值化投入。落 实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政策，全 面推进文明 生态

村建设 ；支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解决

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开展 农村养

老保险 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

继 续加 大农村 沼 气池建设、中小学陈旧

校舍 改 造、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等投入，

加 快城 乡一体化进程。三是加 大城市建

设投入。通过财政资金补充、城建资产

注 入等形式，建立持续的城建资产与资

源注入机制，支持唐山市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 公 司和“四 城一河”投资公 司发展

壮 大，积 极 采 用 B T、B O T等 方式，创

新城建融 资机制，扩 大城建资金 来源，

全力助推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

二、推进结构调整，让经济

运行充满活力

（一）支持生产力布局调整。一是实

施有利于布局调整的财政体制。实施激

励财政体制，对唐山 湾“四 点一带”区域

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 所得税和个人

所得税“四 税”分成部分实行“定额分享、

超收 全返”。二 是 实施有利 于布局调 整

的财政政 策。研究制定优惠扶持政 策，

吸 引秦皇岛、承 德两市参与曹妃甸开发

建设，加快推进冀东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

程。三是 建立有利于布局调整的筹资机

制。推进曹妃甸新区投融 资机制创新，

支持曹妃甸新区建设投融资平台的优化

重组 和产业投资基金的设 立、运作，积

极向中央争取曹妃甸工 业区基础 设施建

设 配套资金，加 快推进曹妃甸开发 建设

步伐。

（二）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一是 支持

一产做优。继 续加 大 支农投入，大力发

展现代优质高效农业，重点培育壮 大奶

业、果品 、蔬 菜、养殖等农业龙头企业，

支持农产品 精深加工，做大做 强食品 加

工业，积 极推进唐台农业开发实验区等

特 色园区建设。二 是 支持二产做强。支

持动车组研发，所得税地 方留成部分五

年内重点 用于研发工作投入，对参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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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工作的高级工程 师每月提供2000—

5000 元 生活补贴。强化体制引导，做好

资金扶持，加 快推进两大钢铁集团深度

整合重组。大 力支持化学工业 加 快 发

展，重点支持 1000 万吨 炼油和 100 万吨

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发展，尽快形成钢

铁、装备 制造业和化工产业“三 足 鼎立”

格局。三是 支持三产加 快发展。用好旅

游业发展专项 资金、文化产业引导资金

和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南湖

文化创意产业、乐亭三 岛开发、曹妃甸

国际 生态城高端服务业和北方物流等项

目，加 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第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三）支持 开展节能 减排 和自主创

新。一是 支持节能体 系建设。筹集各 类

节能资金，积极争取国债资金，重点用于

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和既 有

建筑节能改 造，努力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

充分发挥政 府采购导向作用，优先采购

国产新能 源、节能 环保产品，引导企业

加 大节能技术投入。二是 支持生态环 境

治理。支持国道、省道、高速通道两侧

绿化，着力打造生态绿 色屏障。安排环

保专项 治理资金，专项 用于大气、水 污

染防治和环 境监测能 力建设，努力改善

全市环 境质量。三是 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用好科技 三项 费，支持高端产业、新兴

产业发展，重点用于新产品 试制、中间

试 验 和重大科技项目补助。借助中科院

技术转化中心，加 快推进科研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用好中小企业发展资金，

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

产业升级，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三、强化收支管理，为经济

发展提供保障

（一）力保财政收 入增长。一是 强

化目标责任。将全年收 入任务横向分解

到国税、地税、财政三 个部门，纵向分

解到各 县（市）区，全力以 赴抓好任务

落实，确保全年收 入任务足额 完成。二

是强化收 入调度。坚持财税部门联席会

议制度，做到每旬一调度，每月一分析，

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加 强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重点税种动态监控 分析，建

立新上项目税源调查制度。三是强化考

核 奖励。将全部财政收 入和一般预 算

收 入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纳入县（市）区

考核，及 时兑现 奖励政策，充分调动县

区组 织收 入积极性。

（二）确保财政收支平衡。按照保重

压轻、办急放缓的原则，优化支出结构，

严格支出顺 序。一是保重点。突出保 障

党政机 关正 常运 转 和 社 会稳 定，保障

落实市委、市政府重大决 策部署，保障

国家、省各 项扩大内需政策配套资金需

要。二是压一般。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

想，认真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 办公 厅、国

务院 办公厅《 关于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若

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完善公务接待管

理 办法，严格控制会议、车辆、培训等

一般性 支出，切 实降低行政 成本。三 是

强预 算。严格执行 预 算，该 支付的及时

到位，确保和谐稳 定。除涉及抢险、救

灾、民 生、社 会稳 定等应急支出外，不

再安排新的项目建设资金，除上级明确

要求的 配 套项目外，年内不再出台新的

增支政策，将资金 用在刀刃上，确保全

年预算收 支平衡。

（三）全力加 强财政监管。一是强化

收 入监管。坚持依法 治税管费，深入开

展“小金库”专项 治理，严肃处理违法违

纪行为，有效规范财经秩序。研究制定

国有资产收 入收 缴配套管理办法，确保

资产收 入及时足额入库。二是强化支出

监管。健全完善财政专项 资金即时分析

监控系统，研究制定专项 资金 动态监督

管理办法，实现资金 运行全过程网上监

督。深化国库管理、政府采购、投资评

审、绩效评价等各项改革，不断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 益。三 是防 范债务风险。

认真落实《 唐山市政府债务管理暂行 办

法》，严格政 府举债程序，规范政府举

债行为，落实偿债资金 来源，努力实现

政府债务“借”、“用”、“还”良性循环。

各 项“保增长、促发展”政策措施

的实施取得了积极成效。2009年唐山市

收 入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得到较

快 发展，实现 财政收 入 113亿元，占全

部财政收 入比 重 27.5% ，同比提高 3.3

个百 分点。地 方财政实力更是 进一步增

强，2009 年 全 市 财 政收 入实 现 413 亿

元，增长 1.9% ，剔除政策性 减收因素影

响，可比增长 14.1% 。

（作者单位 ：河北省唐山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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