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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在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持

续影响和政策性减税的双重背景下，

辽宁财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面对困局，财政人认真贯彻积极的

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积极拉

动消费，大力支持调结构、促转变，

把财政工作的重心放在有效拉动经

济增长上。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591 亿元，增长 17.3%，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一是扩大公共投资规模。通过

加大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争取中

央扩大内需国债资金、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等，省财政预算内安排投资 

312.9 亿元，重点支持铁路、公路、

城际轻轨、农业水利、工业园区和产

业聚集区基础设施以及教育、文化、

体育等公益性项目建设，起到了明显

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是大幅减免税费。省财政通

过深化增值税转型改革、停征储蓄

面看，在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以

及实现农业、教育、科技三项法定支

出依法增长的前提下，贯彻落实积极

财政政策，支持三大区域发展战略，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等，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支出的需求。

同时，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保民生

政策，也使财政支出面临巨大压力。

在 辽宁省 2010 年预算 草案中，

全省一般预算收入拟安排 1829.4 亿

元，预计增长15%。在当前形势下，

要达到这个目标，难度可想而知。对

此，省财政今年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

面工作 ：

一是多方筹措资金，继续扩大

投资。省财政将增加基本建设支出、

继续发行地方债券、充分利用国债

资金、争取中央财政预算内投资，重

点支持公路、铁路、港口、机场、重

大水利设施、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和

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同时，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加大

政府融资力度，依法筹措资金，带

动更多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

济增长。

二是扶持企业发展，继续稳固

税源。拉动企业特别是民间投资非

常重要。省财政将积极支持企业特

别是民间资本扩大产业投资，壮大经

济增量 ；积极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

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

事业等领域，拓展民间投资领域。

三是增加居民收入，继续拉动内

需。促进居民消费仍然是拉动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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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息所得税、减征

商品房交易环节契税和

营业税、实施中小企业

税收优惠、增加出口退

税、取消和停征行政事

业性收费等措施，共减

免税费 411.9 亿元，切

实 减 轻 企 业 和居民的

负担，有效鼓励企业投

资，拉动居民消费，促

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

收入。省财政通过各种

渠 道 筹 措 资 金 35.3 亿

元，用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

标准、城乡低保对象补助标准、农村

五保户补助标准、优抚对象和老党员

待遇 ；筹措 106.7 亿元，落实义务教

育学校绩效工资政策，提高事业单位

职工收入水平 ；筹措 57.4 亿元，发

放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作物

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以及石

油价格改革补贴和家电、汽车摩托车

下乡补贴等。上述政策的落实，不仅

切实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而且明显

地促进了消费增长。

虽然 2009 年辽宁财政工作成绩

斐然，但今年的财政形势仍不容乐

观，收支矛盾与上年相比可能更加尖

锐。从收入方面看，随着宏观经济形

势和企业经营状况逐步好转以及新

项目竣工投产等积极因素显现，财政

收入将实现恢复性增长，但由于经济

回升基础不稳固，财政收入很难再保

持前几年的高速增长态势。从支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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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让群众消费，就要想办

法增加他们的收入。省财政将积极

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增加

职工收入。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金发放标准、农村低保对象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和重点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水平。认真落

实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政策，扩

大农作物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

贴范围。继续实施家电、汽车摩托车

下乡等补贴政策，大幅提高下乡家电

产品最高限价，扩大下乡产品范围和

规模。切实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

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

四是促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省财政将加大对经济结构

的调整力度，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

料、软件和服务外包、环保、现代装

备制造、新医药、海洋、航空航天等

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形成产业集群。

五是加大科技投入，支持产业

优化升级。加大财政投入，用现代

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武装装备制造

业，支持支柱产业优化升级，是使

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的有力手段。

省财政将支持冶金、石化等本省传

统产业提高科技含量，拉伸产业链

条。加大科技投入，重点支持关键

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引

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

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增强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支持节能减排和生

态环境建设。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

建筑节能和二氧化硫减排，支持实

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加快淘汰落

后产能，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支持

造林绿化、辽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

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完善生态

补偿机制。此外，由于辽宁是一个

农业大省，财政还会加大对农产品

加工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产品

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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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吉林省各级财政部门

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积极打造“民生财

政”，连续三年将新增财力的 70% 用

于民生。去年，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

影响，全省各级财政都很困难，收

支矛盾十分突出，但财政用于民生方

面的支出仍然比上年增长了27.5%，

高于财政支出增幅 2.2 个百分点，力

度之大前所未有。今年，全省各级财

政将进一步强化增收节支、优化支出

结构，继续将新增财力的 70% 以上

用于改善民生，重点支持强农惠农、

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小学校舍安全

改造工程、暖房子工程和“六路安居”

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确保民生实事

所需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

强 农 惠 农 方 面。今

年，全省各级财政将继续

积极筹措安排资金，支持

以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

建设为核心的农田水 利

基 础设 施 建设、农 业综

合 开发、农 业产业化等，

促 进现代 农 业发 展。落

实好粮食直补、农资综合

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

购置补贴、家电和汽车摩

托车下乡补贴等各项涉农

补贴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农

村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妥善安排

资金，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

任务，进一步提高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保障标准，完善经费保障运行机

制。一是加大对“汽车下乡”产品的

倾斜财力保民生

全国人大代表    吉林省省长助理、财政厅厅长    王化文

补贴力度。在落实好国家补贴政策的

基础上，将农牧渔民、农业生产经营

合作组织购买一汽集团“汽车下乡”

产品的补贴比例比上年提高1 个百分

点。二是加大深松深翻保护性耕作

投入力度，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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