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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传真

今年财政部提交十一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2009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0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与往年

相比，特点明显、重点突出。

一、预算报告更加可读易懂

在保持 2009 年预算报告总体框

架不变，坚持按科目分类 报 账、突

出“财”与“政”结合的基础上，2010

年的预算报告在内容和形式上又作

了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主要呈现

出以下特点 ：

一是注重全面完整。2010 年的

预算报告在详细解读公共财政预算

2009 年执 行和 2010 年编制情况的

同时，首次报告了全国政 府性基金

预算，实现了对中央和地方政 府性

基金 预算的完整披露，并细化了一

些主要基金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尤

其是土地出让收支的有关情况。今

年预算报告还首次报告了 2010 年中

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二是注重解 疑 释惑。增加了对

2009 年主要支出项目预算执行与预

算安排差异的解释 说明性文字。在

报告 2010 年主要支出项目时，增加

了对预算安排增幅较高或较低项目

的解释 说明。此外，由于政 府支出

科目的变化，2009 年部分支出项目

执行数按 2010 年科目口径进行了调

整，在报告附表中增加了注释进行说

明。对附表中执行数与预算数差异

较大的个别支出项目也作了解释。

三是注重回应关切。2010 年预

算报告首次专门用一定篇幅的文字

报告落实上年全国人大预算决议的

有关情况，反映了人大代表要求落

实的财政工作进展情况。同时，针对

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关心的积极的

财政 政 策、“ 三农”、民生、政 府公

共投资等热点问题，2010 年预算报

告中都作了重点说明，详细介绍了

2009 年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以及中

央政 府公共投资支出情况，阐释了

2010 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五

个重点方面 ， 继续报告了“三农”支

出、民生支出和中央政 府公共投资

安排情况。

四是注重通俗易懂。今年的预

算报告力求文风更加朴实直白，报

告与草案、文字数字与图表相互衔

接，相辅相成，相互对照，形象生动，

容易理解。增加了 2009 年中央政府

公共投资支出情况表、中央政 府性

基金收入和支出情况表。对一些专

业色彩较重的名词，也尽量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加以解释 说明，方便大

家理解。

二、财政收支安排积极稳妥

2010 年 财 政 预算 编 制 和 财 政

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认真贯彻党的

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继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调整国民

收入分配格局，推进财税制度改革，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三农”、

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

保障性住房、节能减排以及欠发达

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结

构调整、地区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依法理

财和统筹兼顾、增收节支的方针，加

强财政科学管理，从严控制一般性

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促

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中央财政收 入预算为 38060 亿

元，比 2009 年 执 行数（ 下同）增加

2163.86 亿元，增长 6%。加上 从中

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入的 100

亿元，收 入合 计为 38160 亿元。中

央财政支出预算为 46660 亿元，增

加 2758.86 亿元，增长 6.3%。中央

财 政 收 支 相 抵，赤 字 8500 亿 元 ，

增加 1000 亿 元。相应增加国债发

行 规 模，中央 财政 国债余 额限 额

71208.35 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安排 66481

亿 元， 增 加 5278.96 亿 元， 增 长

8.6%。其中 ：地方本级收入 35870

亿元，增长 10.1% ；中央对地方税

收 返 还 和 转 移支 付 收 入 30611 亿

元。地方财政 支出 68481 亿元，增

加 7887.2 亿元，增长 13%。地方财

2010 年预算安排特点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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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支相抵，赤字 2000 亿元。国务

院同意由财政部代理地方发行债券

予以弥补，并列入省级预算管理。

汇 总中央 预算 和 地 方 预算 安

排，全国财政收 入 73930 亿元，增

长 8%，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调入的 100 亿元，可安排的收入

合计为 74030 亿元。全国财政支出

84530 亿元，增长 11.4%。全国财政

收支差额 10500 亿元。

全国财政收支安排积极 稳妥、

合理可行。2010 年全国财政收支差

额预计占 GDP 的 2.8%，与上年基

本持平。考虑到我国经济虽呈现回

升向好势头，但基 础还不稳固，需

要 保 持财政 政 策的连 续 性、稳定

性 ；财政收入增长较低，支出压力

又很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2010

年财政赤字仍需保持适度规模。同

时，为了促进 财政可持续发 展，积

极防范财政风险，必须将赤字率控

制在 3% 以内，以便给以后年度逐步

缩减赤字留有余地。

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根据 2010 年财政预算编制和财

政工作的指导思想，今年财政工作

将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切实提

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更加注

重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切实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更加注重

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推动经济社

会 协调发 展 ；更 加注重深化财税

改革，切实增强经济财政发 展的内

在动力和活力 ；更加注重加强财政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切实提高财政

资金绩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

1.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

消费需求。促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

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 模，提高居

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完

善引导消费的财税政策，增强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

加农民补贴，提高主要粮食品种最

低收购价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提

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

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

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

助标准。努力扩大就业，支持落实

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低收入者劳动

报酬。在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

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

工资。健全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和

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居民

消费。

2. 安排 使 用好政 府公 共 投资，

着力优化投资结构。重点支持保障

性住房、农 村基 础设施、教育和医

疗卫生等社会事业、节能环保和生

态建设，以及自主创新、结构调整

等领域和欠发达地区。资金安排主

要用于项目续建和收尾，避免“半拉

子工程”，严格控制新上项目，防止

重复建设。支持地震灾区恢复重建。

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以奖代补”范围，

带动社会投资。

3. 落实结构性减 税政策，引导

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巩固增值税转

型以及成品油税费改革成果。对部

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

策。对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暂减

按 7.5% 征收车辆购置税。继续落实

各项税费减免政策 ， 研究清理到期的

税收减免政策。严格行政事业性收

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审批管理。

4.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

改善民生。坚持统筹兼顾、有保有

压、突出重点的原则，向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 展的

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基层和

群众倾斜。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投

入，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

能环保等方面的支出，促进民生改

善和社会事业发 展。控制出国（境）

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 接

待费，大力压缩公用经费等一般性

支出，降低行政成本。

5. 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 展和经

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加大

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的支持，研究制定进一步支

持西部大开发的财税政策，推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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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

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

部地区率先发 展。加大对科技创新

的支持，促进重点行业企业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增加中小企业特别是小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动技术创新、

结构调整、扩大就业。大力推进节

能减 排、淘汰落后产能，支持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改革资源税制度，

全面推进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

革，健全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

度，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促进资

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四、实现中央政府新增公共

投资1.18万亿元的计划

2010 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

9927 亿 元，新 增 5722 亿 元。加 上

2008 年第四季度新增的 1040 亿元

和 2009 年 新 增的 5038 亿 元，2010

年可以实现中央政府新增公共投资

1.18 万亿元的计划。其中 ：用于农

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的

资金为 2536 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

（包括农村危房改造）632 亿元，节

能减 排和生态建设 980 亿元，教育

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 981 亿元，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 974 亿元，自主创

新、技 术 改 造 及 服务业 742 亿元，

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等基 础设

施建设 2597 亿元。

五、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2010 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

面的支出安排合计 8183.4 亿元，增加

930.3 亿元，增长 12.8%。大部分中央

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

付也将用于“三农”和民生支出。

1.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继续增

加涉农补贴规模，完善农资综合补

贴动态调整机制等补贴政策。对农

民四项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

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的

支出安排为 1334.9 亿元。其中 ：粮

食直补151 亿元 ；农资综合补贴 835

亿元 ；农作物良 种补贴 204 亿元，

启动青稞良种补贴，推进花生良种

补贴试点并逐步完善实施办法 ；安

排 144.9 亿元扩大农机具购置补贴

规 模及种类。支持提高稻谷、小麦

最低收购价，安排补贴资金 100 亿

元。实施农作物保险、能繁母猪保

险、奶牛保险等保费补贴，安排资

金 103.2 亿元。安排家电下乡补贴资

金 152 亿元，将补贴对象 扩大到国

有农（林）场职工。

2. 稳定发展农业生产。计划用于

农业生产方面的支出合计 3163.8 亿

元。其中 ：安排资金 80 亿元推动现

代农业建设和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 ；

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190 亿元支

持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

力建设规划。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

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促

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粮食和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 ；安排资金 1150.1

亿元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

完成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推

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以

及农村电网改造等。进一步扩大小型

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和国家水土保

持重点建设工程实施范围。推进农

村公路、国省干线等公共交通基 础

设施建设，计划新建、改造 30 万公

里农村公路。支持推动新农村现代

流通服务网络工程建设。

3. 推动农 村社会事业发 展。安

排资金 3108.5 亿元支持农 村教育、

卫生等社会事业发 展。继续实施农

村沼气、危房改造试点等工程。支

持解决 6000 万农 村人口的安全 饮

水问题。安排资金 222.3 亿元 加强

农村扶贫开发。

4.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完善村

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全面清

理化解农 村义务教育债务，健全村

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制度。

六、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2010 年，中央财政 用于教育方

面的支出安排合计 2159.9 亿元，增

长 9%。进一步完善农 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免除城市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解决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问题，安 排资 金 731.5 亿元。对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实行绩效工资，安

排补助 197.8 亿元。实施中等职业

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

专业学生免学费政策，安排补助 60

亿元。推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初中校

舍 改 造 和全国中小学校舍 安 全工

程，安排补助 100 亿元。落实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奖助学金及国家助学

贷款贴息等政策，安排经费 226 亿

元。加强学前教育和特殊 教育学校

建设。继续推动中央高校减轻债务

负担试点工作，并启动新一轮“985

工 程 ”建 设，安 排资 金 116 亿 元。

支持推进“211 工程”等建设，安排

资金 426 亿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安排 100

亿元。

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0 年，中央财政 用于医疗卫

生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 1389.18 亿

元，增长 8.8%。安 排 1268 .2 亿 元

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提

高新 型农 村合 作医疗和城镇 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并将财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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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标准由上年的每人每年 80 元 提

高到 120 元。加大城乡医疗救 助力

度。健全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支持 60% 的基层医疗

卫生 机 构实施 基 本药物 制度。推

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健全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 体系。促进中医药事业

发展。

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2010 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 保

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 3185.08 亿

元，增长 9.6%。安排补助资金 70 亿

元开展新型农 村 社会养老保险 试

点，稳步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

革。对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共安排补

助资金 1561 亿元，提高企业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实施全国统一

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办法，巩固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制度。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安排补助资金 633 亿元。调整 优抚

对象等人员抚 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安排补助资金 213 亿元。继续做好

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安

排补助资金 80 亿元。

九、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

2010 年，中央财政继续实施更

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安排就业资金

397.17 亿元（ 加上列入 其 他 科目的

就 业资金为 432.67 亿元）。一是将

2009 年底到期的就 业扶持政 策 延

长一年，并根据就业形势变化调整

完善。二是鼓励普通高校毕业生到

中小企业、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就业，

促进劳动者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三是支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大力

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加大对就业

困难家庭人员和零就业家庭的就业

援助力度。

十、支持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2010 年，中央财政用于住房保

障方面的支出安 排 合 计 992.58 亿

元，增长 1.4%。保障性住房支出安

排 632 亿元，增加 81.44 亿元，增长

14.8%。进一步推进 廉租住房等保

障性住 房建设，支持解决 375 万户

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

题，全面启动城市、林区、垦区、煤

矿等棚户区改造，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试点和少数民族地区游牧民定居

工程。另外，安排资金 360.58 亿元

用于住房改革。

十一、支持科技创新

2010 年，中央财政用于科学技

术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 1632.85 亿

元，增长 8%。安排 301.9 亿元实施

科技重大专项。安排 1101.16 亿元支

持基础、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

以及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开发。

扩大重大科研装备自主研制试点范

围。创新科技投入方式，推动产学

研用有机结合，提高科技发展能力。

健全有利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分配

制度。鼓励关键设备和元部件进口，

引进先进技术。

十二、支持节能减排和环境

保护

2010 年，中央财政 用于环境保

护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 1412.88 亿

元，增长 22.7%。一是安排节能减排

资金 833 亿元，大力支持节能技术

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建筑节能、新

能源汽车等，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

施范围扩大到高效节能空调、高效电

机等产品，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重

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支持环境监管

能力建设，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

理设施配套管网及重大减排工程。

安排 109 亿元支持实施金太阳工程

等，推动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安排

资金 365.26 亿元加强林业重点工程

和草原生态建设，巩固退耕还林成

果。鼓励重要能源、资源、原材料进

口，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

支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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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支持推进文化体制改

革和文化事业发展

2010 年，中央 财 政 用 于 文 化

与体育传 媒 方面的支出安 排 合 计

314.49 亿元。继续支持 博物馆、纪

念馆免费开放，推进实施全国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等重点文化工程。加

强文化遗产保护，加大文化产业发

展的扶持力度。积极支持文化体制

改革，重点推进中央各部门（单位）

148 家经营性出版社转企改制。

十四、健全家电、汽车摩托车

下乡和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政策

为引导居民消费，增强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安排家电下乡补

贴资金 152 亿元将补贴对象扩大到

国有农（林）场职工。继续实施汽车

摩托车下乡政策，安排补贴资金 135

亿元。落实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政

策，安排补贴资金 103 亿元。

十五、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

力度

2010 年，中央对地方税收 返还

和转 移支付合 计 30611 亿元，增长

7%。其 中 ：税 收 返 还 5004.36 亿

元，增长 1.3% ；转移支付 25606.64

亿 元，增长 8.1%。在 转 移支 付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 12295.73 亿元，增

长 8.6%，占转移支付总量的 48% ；

专项转 移支付 13310.91 亿元，增长

7.7%，占转移支付总量的 52%。专项

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较大，主要是因为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扩大

内需的大部分支出通过专项转移支

付补助给地方。在一般性转移支付

中，均衡 性转移支付 4168 亿元，增

加 250 亿元，主要用于增强中西部地

区以及三江源等生态功能区的财政

保障能力。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330 亿

元，增加 54.12 亿元，大力支持西藏、

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帮助资源枯竭城市化解历史遗留的

社会负担，安排转移支付 75 亿元，

增加 25 亿元。支持地方建立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基层政 府基

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安排资金 660

亿元，增加 112.21 亿元。成品油税费

改革转移支付安排 108 亿元，加强交

通基础设施养护和建设。

十六、深化财税制度改革

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

税体制机制。一是建立健全财力与事

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完善转移支付

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一般

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规范专项转

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办法。健

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完善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

方式改革。二是改革完善税收制度。

改革资源税制度。完善消费税和房产

税制度。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制度。继续做好增值

税转型工作，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

落实成品油税费改革各项措施。三是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密切跟踪政府预

算体系的运行情况，完善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做好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试编工作。全面

推进县级部门预算改革。继续健全国

库单一账户体系。深化国库集中收付

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完善政府收支

科目体系。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

十七、大力推进财政科学化

精细化管理

着力提 高财政资金 使 用效率。

一是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加快修订

预算法和注册会计师法。积极推动

增值税法、车船税法等财税法律法

规的立法进程。二是严格预算管理。

规范预算编制程序，提前编制预算，

细化预算内容，减少代编预算规模，

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加快预算执

行进度，完善预算支出执行责任制

度，强化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管理，

健全当年预算编制与上年预算执行

的有效衔接机制，进一步提高预算

执行的均衡性和有效性。积极开展

预算支出绩效评 价，探索建立有效

的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机制和问责机

制。三是强化财政 监督。加强各类

政 府预算收支管理，建立健全覆盖

政 府性资金 运 行全过 程的监督 机

制。重点加强对重大财税政策实施

情况的监督检查，改进和加强中央

政 府公共 投资 预算 执 行和资金 管

理，提高政 府投资的质量和效 益。

积极推进预算公开，建立健全规范

的预算公开机制，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加大“小金库”专项治理力度，研

究建立防范“小金库”的长效机制。

十八、努力增收节支

确保应收尽收，把钱花在刀刃上。

一是依法加强收入征管。坚决制止和

纠正越权减免税收行为，严厉打击偷

骗税违法活动，努力完成财政收入预

算。按照强化税收、清理收费的原则，

严格非税收入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将

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二是保障

重点支出。保障“三农”、民生等重点

支出需要，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

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严禁超标准

装修。继续加强公务支出管理，深化

公务卡管理改革。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的思想，严肃财经纪律，坚决反对大

手大脚花钱和铺张浪费行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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