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关注——成品油税费改革一周年

多措并举  助推改革

湖南省财政厅

2009 年 以 来，湖 南 省 多 措 并举，

全面推动成品 油税费改革，在确保转

移支付资金及时足 额 到位的情况下，

创 新思路，迅速搭建 融资平 台，积极

推动 交通体制 改 革，在交通专项资金

管理方 面 进行大胆探索。

一、财政协调，确保改革

资金高效使用

2009 年 8 月，湖 南 省 已 将 成 品

油税费改 革 中央 转 移 支付资金 49.17

亿元全部分配 完毕，其中，安排市州

26.02 亿 元，占 53% ；省级 留 成 23.14

亿 元，占 47% 。在分 配 时，坚持 两个

基本原 则：一是基数加因 素分配 法，

既保证既得利益，又兼顾 当 前养护需

要和今后建设任务的平衡；二是“省

里 拿 小 头、市 州 得 大 头”，在省 级 债

务（占 全省 52% ）和建设 投 入（占 概

算 70 % ）均高于市州平均数的情况下，

仍将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

大 头安排到市州，增强市州交通发展

后劲。

省级留用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

付 资金 23.14 亿 元，主 要 用 于省 级 交

通部 门“六 费”替 代 性支 出、省级 负

担的交通债务还本付息和建立省级交

通建设 融资平 台，筹集省对市州 交通

建设 补 助 资金，预 计 2009 年将拨 付

市 州 建 设 资金 45 亿 元。省 对 市 州 转

移支付资金 26.03 亿 元，分 三 部分 下

达给市州：一是替代性转移支付资金

14.03 亿 元。根 据 2007 年省级安排的

交 通“六 项收 费”用 于 市州 交通（公

路）部门、运管部门、海事部门、征稽

部门基本运转支出情况核定。二是农

村公 路养护专项资金 4 亿元。按照基

数加因 素办法进行分配，主要用于农

村公 路的 日 常养护及大中修工 程、危

桥改造和安保工 程等支出。三是国省

干 线大 中修专项资金 8 亿元。每年考

虑各市州国省干 线里程、交通流量 等

因 素，测算大 中修需求，再根据养护

资金 规模确定各市 州 任务计 划及相

应的养护资金额。资金使用 时，必须

严格按照省里下达的任务要求实施，

全部 用 于国 省 公 路 大 中修和 重要县

道的大修等工程支出。

为 保 障 转 移 支 付 资金使 用 的 安

全、规范、高效，湖南财政创新机制、

规 范管理、加 强考核，稳步推进各项

改革。

（一）规范管理，完善交通资金预

算和拨付 制度。改革前，交通资金 在

管理上存在“两 张皮”现象：财政性

资金由财政部门管理，融资资金则由

交通部门 自行安排。这种模 式不利于

交通财务 管理和风险 防范。改 革后，

所有 交 通资金 通过财 政 一个 口 子进

出，年初由财政部门核定交通补助资

金 总盘子，有关部门据此编制交通投

资计划，再由交通、财政两家报省政

府审定后下达。资金严格按照国库集

中支付制度要求，由财政部门将资金

拨付 到项目或单位，防止资金在财政

部门以外进行体外循环。

（二）加强考核，建立省对市州交

通建设 奖励机制。为 鼓 励市州抓好交

通建设、养护、管理工 作，湖 南省建

立 了 3—4 亿元的目标考核奖励资金。

每年省对市州公 路建设、养护、管理

情况都要进行全面考核。公 路建设方

面，重 点考核年度新建、改造干 线公

路和农村公 路通车里程；公路养护方

面，重 点考核国省 干 线公 路路况、农

村公 路通畅状况等；交通管理方面，

重点考核交通设 计、施工、监理等单

位市场化改 革，推进管养分 高，治理

道路运输超 载超限及安全 生 产 情况

等。奖励资金根据考核情况分 配，用

于补充市州交通建设配套投入。

（三）减员增效，逐步推进交通部

门企 事业单位 改 革。按照政企分开、

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的原则，区分 政

府与市场，把适合市场承担的职能从

政府部门分离出去。各级交通勘察设

计、施 工、监理、养 护等 事业单位 整

体转制为企业法人，与行政部门脱钩，

实现设计监理企业化、工 程建设市场

化、施工 养 护社会 化，通过推行“管

养分离”，逐步建立统一开放、规范有

序、公 平竞争的公路养护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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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定决心，全面取消

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

湖南省是主动申请第一批全面取

消政府还 贷 二 级 公 路 收 费 站 点的省

份之 一。自 2009 年 5 月 1 日 起，一次

性全部撤销 了全省 141 个政府还贷二

级公 路 收 费 站，减轻社 会 负担 10 亿

多元。并对全省政府还贷二级公 路债

务进行全面审计，与各相关金融机构

分别签订还贷协议，确保交通债务在

改革之后不 落空。并且，为 了 保障成

品 油税 费 改 革 期 间 交通建设 资金 需

求，湖南省财政采取 预拨、国 库垫付

等多种措施及 时下拨资金。截至 2009

年 11 月 底，省 财 政 累计下达各项 交

通资金 87.58 亿 元，有效保障 了 交通

建设的顺利开展。

三、保障民生，广开渠道

安置征稽人员

成品油税费改革中湖南省交通系

统共有 3 万 多 人 面 临 转岗分流。为 妥

善解决涉改人 员的安置问题，湖南省

研 究制定 了《 关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

改 革人 员安 置 工 作的指导意见 》，明

确 了“政府 负责、分级落实，分 类 安

置，平稳过渡”的 工 作原 则。为 了 鼓

励市州做好人员分流安置工 作，省财

政还专门出 台了 奖励政策，对在 2009

年底之 前 完成 涉 改 人 员分 流 安 置工

作 的 市 州，省 奖 励 3000 万 元；在

2010 年 底 之 前 完 成的，省 奖 励 1000

万 元，奖励资金用 于交通建设。除个

别市州外，绝大部分市州都已在 2009

年底完成分流安置任务。

（一）按照国 家政策，及时做好交

通征稽 部门 划 转 税务 部门 人 员 安 置

工 作。截 至 2009 年 12 月 10 日 ，湖 南

省 组织征 稽 部门 人 员 报考税 务部门

的考试（笔试和面 试）、体检、政审、

公 示 等工 作 已经全部完成，预计共解

决 编 制 644 人，其 中：国 税 129 人，

地税 515 名。

湖南省将成品 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大头安排到市州，增强市州交通发展后劲。

（二）各 市州 积极 创 造条件安 置

征稽人 员。主要的安置模 式，一是成

立交通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将征稽机

构更名 为 交通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原

征稽处征稽人 员实行整体转 岗 ，并按

照 自愿原则，分流部分征稽人 员到交

通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工 作。二是新建

交通建设质量安监部门。将征 稽机构

更名 ，并与 原 交通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

机构合并，成立新的交通建设 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机构，征稽人 员基本实现

整体转岗。三是分流到交通系统其他

部门。将一部分征稽人 员分流安置到

市、县 交通 工 程质 量 安全监督 机 构，

另 一部分 征 稽 人 员分 流 安 置 到 运管

机构。四 是成 立公 交管理机构。成立

城市公 交管理机构，各县 市成立相 应

机构，将征 稽人 员整体 转 岗 到 新机构

工 作。五 是整体转 岗 到公 路部门。将

征稽人 员整体转 岗 到市、县公 路管理

部门，主要从事路政执法管理工 作。

四、创新思路，迅速搭建

融资平台

湖南省政府全部承接省级交通债

务，由财政、交通、国 土资 源 部门 组

建省级公 路建设投资公 司。根据省政

府授权，该公 司 主要负责筹集省级交

通建设资金，同 时依法依规对公 路沿

线土地进行开发，获得政府投资公 路

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再用于交通

建设。在建立省级交通筹资平 台的同

时，鼓励各市州按 照省 里做 法，建立

地方交通融资平 台。目 前 已有株 洲 等

10 个市州拟组建投资公 司。省 与 市州

交通融资平台的构建，极 大地增强 了

湖南省交通融资能 力。目 前，湖南省

干 线公 路 在建项 目 总 里 程 达 到 4000

多 公 里，是“十 一 五 ”前 三 年 完 工 里

程 的 5 倍；农 村公 路 建设 进展 顺 利，

“十 一 五”规 划 内 县 乡 公 路 改 造任 务

在 2009 年 基 本 完 成，通 达 工 程 进 入

扫尾 阶段；通畅 工 程 完 成“十 一 五”

规划目标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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