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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是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社保方

面，支持落实各项就业再就业政策；

力争继续按政策上限调整全省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积极推进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提高城

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 ；

研究制定深 入推 进医改的配 套政

策。教育方面，推进中小学校舍安全

抗震加固工作，力争按国家规定完

成新建和维修改造工程量的 90%。

同时，加大资金投入，推进“三棚一

草”（非煤城市棚户区改造、煤矿棚

户区改造、林区棚户区改造、农村泥

草房改造）、廉租住房、“三供两治”

（供水、供热、供气、污水治理、垃

圾治理）等民生工程建设。二是提高

城乡一体化统筹能力。扎实推进 35

个省级文明示范村和新农村重点示

范村建设，全面启动财政支持场县

共建、村企共建和城乡一体化试点

工作。三是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深入

推进财源建设工程，提高财源项目

对税收的贡献 ；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创新，即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

创新适应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加

快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步伐。一

是创新预算管理方式。2010 年在全

省启动参与式预算改革试点 ；完善

公务卡制度，控制预算单位现金使

用量 ；完善财政同步监督机制，实

现“共同参与、统一协调、全程监督、

规范管理”的财政监督格局，提高财

政整体监管水平。二是创新财政支

持经济发展方式。改善财政资金的

投入方式，在直接支持方面，更多地

运用财政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 ；

在间接支持方面，鼓励建立风险投

资引导机制、参股设立创业投资基

金、健全担保风险代偿机制、支持

做大做强政策性担保行业等，有效

吸引金融和社会投资，促进产业发

展。三是创新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

完善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深入调

查研究市辖区财政体制问题，结合

实际制定完善市辖区财政管理体制

的意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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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

来的挑战和压力，江苏财政在认真

贯彻执行 积极 财政 政 策、

推动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较

快发 展的过程中，把保增

长、调结构和惠民生有机

结合起来，坚持以人为本，

落实民生优先，努力让人

民群众从财政收入增长中

得到实利，从公 共财政政

策中得到实惠。

服务 经济发 展，不 断

做 大 经济和财政“ 蛋糕”，

通过发 展富民。经济发 展

是改善民生的前提。江苏

财政大力支持经济发展，支持经济

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增

强财政实力，为民生的改善提供雄

厚的物质基础。2009 年，省财政安

排保增长、调结构资金达到 277 亿

元。首次设 立 20 亿 元省重点产业

振 兴和 优化升 级专项资 金 ；设 立

10 亿元出口信用保险专项资金 ；出

资 10 亿元联合其他出资人设立 20

亿元文化产业发展基金 ；省级再担

保公司注册 资本 达 到 30 亿 元，再

担保规模达到 50 亿元 ；省外经外

贸发展资金大幅度增加到 20 亿元。

省级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资金增加

到 21 亿 元。同时，安 排 16 亿 元 支

持新能源、新材料等六大新兴产业

发展。省财政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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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增加到 72 亿 元。认真落 实国家

和省各项减税减费政策，减轻企业

和社会税费负担超过 500 亿元。在

财 政 的大 力 支 持 下，2009 年江 苏

实 现 GDP34061.19 亿 元，比 上年

增长 12 .4%。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实

现 3228 .78 亿 元，增 长 18.2%。其

中 税 收 收 入 2654.75 亿 元，增 长

16.5%。

优化支出结构，“蛋糕”分配向

民生倾斜，通过保障安民。积极优

化支出结构，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

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支出。2009 年全

省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增长 10.3%，

低 于支出平 均水平 5.5 个百分点，

民 生 和 社 会 事业 支 出 1325 亿 元，

增长 17.2%，占一般预算总支出的

34.1%，江苏财政的民生烙印更加

鲜明。一是 大幅度增加“ 三 农”投

入。2009 年 全 省农 林 水事 务支出

393.45 亿 元，增长 42.5%，有力支

持了粮食增产、农 业增效、农民增

收。其中，安排粮食直补、农资综合

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

惠及农民 1400 万户，解决 450 万农

村居民饮 水安全问题，帮助 100 万

贫困人口实现基本脱贫，支持建造

农桥 6289 座，扶持完成 95.43 万户

农村改厕任务，为 186 万户次农民

提供了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二

是稳定就业再就业形势。全省各级

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 18.61 亿元，

全 年 减 征社会 保险费 24.41 亿 元。

支持农 村劳动力转移培 训 43 万人

次、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200 万人次、

农民创业培训 10 万人次，重点帮扶

9.85 万困难群众实现再就业，保持

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三是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2009 年全省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平均每人每月

提高了132 元，平均水平达到每人每

月1321 元，苏中苏北地区农村低保

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70 元和 130

元以上。四是 支持卫生事业发 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达到每

人每年 100 元以上，全省城乡基 本

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补助资金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15 元。启动实

施了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农村

妇女两癌检查、农村妇女补服叶酸

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五是加大教

育保障力度。落实义务教育学校绩

效工资政策，省财政对财力薄弱的

31 个县（ 市、区）安排了10.58 亿元

经费补助。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公

用经费财政拨款基准定额标准分别

提高到 350 元和 550 元，为全省 692

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

科书。安排资金 35.67 亿元支持 省

属高校化解基本建设债务。建立了

从小学到大学的扶困助学体系，发

放 16.3 亿元扶困助学金，受益学生

151.58 万人次。

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好“蛋

糕 ”的惠民 作用，通 过 管 理 惠民。

要 使 财政“ 蛋糕”真正能够惠及民

生，使群众切实受益，就必须加强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加快推进相关

社会事业发 展 领域的体制机制创

新，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上

下功夫。一是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

配的财税体制，提高了对基本工公

共服务的财政保障水平。进一步加

大对下转移支付力度，实施县乡基

本 公 共服务最低保障 标 准转移支

付 制度，2009 年 省财政 对下转 移

支付 773 亿 元，增长 30.4%，大幅

度提高了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二是按照编制、执行、监督、

绩效评价“四位一体”的理念，着力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在加强

专项资金管理的基础上，着重对年

度预算安排的一定金额以上、与民

生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社会影响的

财政专项支出实行绩效评 价制度。

2009 年，省财政对 22 个项目 144.5

亿 元 财政 投 入资 金 开展了绩效 评

价，其中三分之一的项目与民生有直

接的关系。通过绩效评价工作的开

展，有力推 进了义务教育、职业教

育、养老保险、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等一大批财政民

生支出工作。三是把促改革与惠民

生紧密结合起来，重点推进相关社

会事业发展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

在深化 改革惠民生 上 加大支持力

度。2009 年，按照中央部署，推 进

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实

施燃油税费改革，减轻社会“六费”

负担 109 亿元，在全国第一批撤销

了全部 70 个政 府 还贷二级公路收

费站，减轻社会通行费负担约 10 亿

元 ；支持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改革，

帮助兑现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

资 ；省财政安排 30 亿元资金推进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重点支持新农

合、城乡居民医 保、大学生医 保、

城乡医疗救助、基层公共卫生服务

和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扩大新型农

村 社会 养 老 保 险 试点，2009 年底

进行了新部署，省财政新增安排 20

亿元资金，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养老

保险，确保实现涉农县（市）区适龄

居民的全覆盖。

2010 年，江苏将努力克服财政

收 支 紧张 的困 难，进 一 步 大幅度

加大民生投入，其中 ：在社会保障

与 就 业 方 面 安 排 67.5 亿 元，增 长

33.1% ；在医疗卫生方面安排 65.9

亿元，增长 30.1% ；教育方面安排

141.6 亿元，增长18.0%。在推进结

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

坚定不移地把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

政为民聚财理财的最终目的，使发

展成效体现到民生改善上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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