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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保险报销范围，在各区县推行基本

药物零差率销售，完善基层卫生服

务机构经费补偿机制，推进卫生资

源布局调整。加大公益性文化设施

投入，重点支持包括博物馆、美术

馆、图书馆和大剧院在内的文化中心

建设和重点体育场馆设施改造，积

极兴建文化特色村、农家书屋和农

村文化室。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和市容环境综合整治，不断提升城

市载体功能和市容环境水平。

将培养财源增加收入作为增强

综合实力的重要保障，不断提高持

续发展水平。健全财政持续增收工

作机制，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发展变

化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时采取

切实可行政策措施，巩固现有财源，

培育潜在财源，确保财政收入与经

济同步增长。健全现代化税收征管

模式，不断强化税基管理、源头管

理、户籍管理，不断健全税源控缴

机制，加强税收经济关联分析，有针

对性开展税收稽查，切实堵塞税收

漏洞，实现应收尽收。完善收 入目

标责任和考核监督办法，认真落实

工作责任，不断扩大收 入规模，为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实财

力保障。

将推进财税改革创新作为破解

发展难题的强大动力，提高财政科

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深化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健全政府预算体系，加

强项目前期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切

实增强预算安排科学性和预算执行

约束力。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健全绩

效评价跟踪问效机制，强化财政监

督，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切

实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严格债务举

借和担保程序，健全债务风险预警

机制，切实落实偿债责任和偿债资

金，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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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煤炭大省和全国重要的能

源基地，山西经济具有典型的高碳

特征，化石能源煤炭以及与此密切

关联的焦碳、冶金、电力等支柱产

业，多数是高耗能高排放产业。近年

来，山西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战略高度着力推动转型发展，从

“走出四条路子、实现三个跨越”到

“安全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

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调结构、促转

型的政策措施，着力解决产业结构

单一化、重型化、初级化问题和高

耗能、高污染、不可持

续等问题，为加快低碳

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为更好地促进低碳

经济发展，山西财政将

在 今 年 的工作中认真

落实好国家出台的各项

相关政策，同时结合省

情，进一步加大资金支

持和政策引导力度，多

借并举，支持推进山西

经济走出一条“低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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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人大代表话财政

低排放、高效益”的低碳发展之路。

调整完善财政扶持政策，加大

对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一是通过

统筹预算内外资金、创新财政扶持手

段等多种措施，不断调整政府性资

金的支出结构，整合各类有关能源方

面的资金，采取贷款贴息、信用保费

补贴、以奖代补、应用推广补贴、投

资补助、创业风险投资等新多种形

式，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加

以引导，从科技研发、示范推广、产

业化全过程加以推进，从资金投入、

财政政策、机制创新等多个方面加以

支持，建立“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和“自

主创新专项资金”，推动煤层气、天

然气、焦炉煤气、煤制气“四气”产业

一体化、集约化发展，对淘汰落后产

能企业转产发展给予财政扶持，加

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能源、工业、

建筑、交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从资

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二是支

持建立完善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技术

支撑体系。对新组建的全省性、分领

域的新能源产业技术联盟给予适当

补助支持 ；对企业、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组建的新能源技术中心、研

发中心、工程中心和检验中心，凡达

到国家级标准的，省财政再给予国家

补助一倍资金的支持，达到省级的，

按规定给予补助 ；凡是为新能源产

业技术创新提供场所服务和技术服

务的孵化器、公共技术支撑服务平

台、软硬件设备购置和专用软件开发

等，将给予适当补助。三是进一步加

大对新能源示范工程的扶持力度。对

“太阳能屋顶工程”中建材型、构件

型光电建筑一体化项目，按照中央财

政补贴标准同比例予以奖励 ；对“金

太阳示范工程”中获得中央认定扶持

的并网光伏发电项目，除中央财政补

助外，省财政再增加 10% 的投资补

助 ；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

程”中中央认定的省级示范城市和县

级示范城市，按中央补助资金的50%

给予补助 ；其他省级示范城市和县

级示范城市省财政分别给予不超过

3000万元和 1000万元的补助；对“太

阳能 LED 路灯照明工程”中供电系

统采用太阳能光电而照明系统采用

LED 光源的城乡道路照明工程，给

予单体造价 50% 的补贴。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新能

源产业发展。对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的新能源企业，自项目认定之日起

五年内上缴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

增值税的地方收入部分，由当地人

民政府安排专项资金给予扶持 ；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除享受上述

优惠外，第六年至第八年上缴的企业

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地方收入

部分的 50%，由当地人民政府安排

专项资金给予扶持。对利用风力生

产的电力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50%

的政策 ；对以垃圾为燃料生产的电

力热力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新能源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

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

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发费用的

50% 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

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 摊销。企业

研发、制造国家所确定的 16 个重大

技术装备关键领域装备而进口的关

键零部件和国内不能生产的原材料

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实行先征后退，所退税款作为国

家投入转作国家资本金。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支持清洁

能源推广使用。对金融机构给予新

能源项目的贷款，由省财政给予贴息

支持，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对新能源

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由省财政厅牵

头，集中省市财力，吸纳社会资本，

成立贷款担保基金，优先向新能源企

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积极支

持新能源企业利用法人资本、民间资

金、国外资金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广

泛引导风险投资机构、创业投资资本

等进入新能源企业。优先支持技术

先进、发展潜力大的新能源企业在境

内外上市。此外，还要加大与外国政

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力度，做

好贷款项目申报工作，积极争取国际

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在农村沼气等

清洁能源利用方面的贷赠款。

充分发挥价格补贴、政府采购

等杠杆作用，支持节能减排事业发

展。落实已经出台的价格支持政策，

支持开展国家和省重点节能工作，加

快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建设，发挥政

府采购导向功能，鼓励和推动节能

环保产品的生产经营，对高效节能照

明产品推广给予财政补贴，切实引导

大众消费观念向低碳消费转变。对风

电项目、光伏发电项目、生物质能发

电项目确定上网电价时，予以扶持。

对企业新开发并实现产业化的首 50

台兆瓦级风电机组整机每千瓦补助

600 元，关键零部件补助 300 元。

加大资金投入，积极推进生态

兴省战略。继续推进实施蓝天碧水

工程、造林绿化工程、生态环境治

理修复“2+10”工程（其中，“2”是指

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修复与保护

工程、太原西山地区综合整治工程 ；

“10”是指大同口泉矿区、阳泉桃河

流域、长治浊漳河、晋城丹河流域、

朔州桑干河上游、忻州南云中河、吕

梁三川河流域、晋中潇河、临汾塔儿

山及二峰山、运城盐湖等重点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十一五”环

保规划 ；积极完善生态转移支付制

度，切实强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对

生态环境建设的导向性作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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