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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统筹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北京市财政局

经历 了举办奥运会、筹办新中国

60 周年庆 典等重大事件后，首都 北

京的发 展 站 在 了新的 历 史起点 上。

随 着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市

场化、国 际 化的 深 入，城 乡二元 结

构 日益 成为制 约首都 经 济进一步发

展的瓶颈。2009 年以 来，北 京市财

政部门 紧紧围绕率先实现城 乡统筹、

推 进新城建设的发 展 目标，针对不

同功 能 区、不同区县的特点，建立健

全科学化、规范化、制 度化、长效

化、差异化的 财政体制及资金保障

制度，重点做好“三个倾斜”。

在市与区 县之间，完善“从 上

到下”的纵向保障机制，将财力向

区县倾斜

为进一步促进城 乡经 济社会统

筹协调发 展，20 09 年北京市积 极 完

善市与区县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向

区县下放213 亿元 财力，将市与区县

财 力 结 构 由 57 ：43 调 整 为 43：57，

以 增 强 区县特别是 郊区县在统筹 经

济社会发 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等方面的能力。

一是推动 生态涵 养区可持 续发

展。推动 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建立

普惠制的 生态补 偿政策，市区 财政

每年拨款4亿元用于生态效 益补贴，

将山 区生态林管护 补 偿标 准提高到

每人每月 440 元，并建立了每三年提

高 10% 的长效 增长机制；完善了水

资源补 偿 政策，将 郊区县 水资源费

由市与区县 共 享收 入调 整为区县 固

定收 入，在功 能 区转 移支付 中充 分

考虑 地 表水 取 水量、地下水 取 水量

和 水 源保护 区面 积 三个 因素，进一

步加大向水 源地区县的倾斜力度。

二 是 加 快 推动 城市南部地 区建

设。加 强城市南部 地 区重大公共服

务、交 通、市政基础 设 施建设，对

区县新发 展的符合环 保政策的现代

制 造 业企 业、金 融 机构、高新技术

企 业、新设立 或新迁 入地 区总部的

企业给予奖励、补贴，对大 兴 区、房

山 区实行土 地 出让 金 全额 返 还，统

筹 运 用中小企 业 发 展专项 资金、文

化创 意和体育产业 发 展专项 资金、

政企 银联动 协调机制、再担保业务

代 偿 补偿 机制等资金和政策，吸 引

高端产业 在 南部地区聚集发 展，努

力把南部地区打造成北 京市未 来发

展的战略空间。

三是 支持新城 建设。根据新形

势下 首都发 展的 需求，通 过安排基

础 设 施建设 及贷款贴 息资金、产业

发 展 引导资金等方式，大 力支持顺

义、通 州、亦庄等重点新城建设和产

业集聚，促进 形成 与首都发 展 需求

相 适应的现代化国 际 新城，培育首

都经 济新的增长点。

四 是推进城乡结合部发展。2009

年，统 筹安排 3 亿 元 支持海淀区北坞

村、朝阳区大望京村进行城 乡结合部

改造试点，探索统 筹城 乡发 展的新

模式，促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拨付棚

户区改 造试点资金 10 亿 元，解决 了

8000 余户居民住房问题。

在市区与 郊区之间，完善“从

城到乡”的横向均衡机制，将财力

向郊区倾斜

北 京市 不 同区县 有 不 同的 功 能

定位，发 展 经 济贡献 财力、建设 新

城承载人口 、涵 养水 源保护环境，

为首都发 展作 出了不 同贡献。但由

于功 能 定位、资 源禀赋 差异较大，

各 区县 经 济发 展 水 平也 有所不 同。

财政部门按 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目标，通 过 发挥财政体制的

平衡和保障作用，将发 展较快的城

区贡献的财力转 移到发 展较慢的远

郊区县。200 9 年，城市发展 新 区 财

政收 入与支出比 达到 1 ：2.44，生态

涵 养发 展 区财政收 入与支出比 达到

1：4.11。同时，促进发 展较快 区县

与生 态涵 养区合作发 展，安 排资金

支持产业 共 建基 地 基础 设施建设，

优先 对合作项 目和 共建基地给予市

级专项 资金支持，引导城区产业向远

郊区县 迁移，推进 区 域产业结 构 优

化升 级，促进 区县 合作 加 快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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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区资源向郊区流动。

在各项发展事业之间，完善“点

面结合”的全方位支持机制，将财

力向 城乡一体化 重点 环节、薄 弱

环节倾斜

公共财政不 断加大向农村 的倾

斜力度，坚持把支持 解决“三 农”问

题作 为财政工作的 重中之重，建立

财政支农资金稳 定增长机制，不断

扩 大公共 财政覆 盖农村的 范围，建

立健 全 城 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 系，

让 农民群众共享公共财政的阳光。

一是 强农业——推动农业增长

方式转 变，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大 力支持发 展 都市型现代 农业，为

农业 发 展“强 筋壮骨”。2009 年投入

资金 5 亿 元，新增设施农业 4.3万 亩，

促进都市型现代 农业发展 ；拨付农

业综合 开发资金7.7 亿元，改 造高标

准农田 19.4 万 亩，以 提高农业综 合

生产能力。此外，投入资金支持农业

龙 头企 业 发 展，加强 农产品 安 全体

系建设，大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增

强 农业发 展 质量和 效 益。同时，推

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为农业 发 展

“强身造血”。市财政投入资金 10 亿

元积 极打造新 型农业投融 资平台，

建立覆 盖全市的农业投资和担保体

系。开展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准入试

点工作，批准成 立 21 家小额贷款公

司、4 家村镇银行，为农村 经 济发 展

注 入活 力。拨付政策性农业保险再

保险 补贴 1.8亿元，参保农民 达 24.2

万户次，增强农业减灾抗灾能力。

二 是富农民——积 极促进农民

增收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将城市管

理 机制向 农村延伸，落 实各 项 涉农

补贴 政策，建立 生态林管护员、乡邮

员、管水员、保洁员、乡村公路养护

员等 经费保障机制。支持发 展设施

农业，鼓励发 展观光 采摘园、农业

主 题公园、民俗旅游 等创 意农业，

努力增加 农民 收 入。积 极推动 农民

就 业，通过政府购买培训服务方式，

对符合 条件的农村转 移就 业劳动力

每年进行 一次 免费职 业 培训，职 业

技能 培训和创业培训人均补贴 标 准

分别提高到 1100元和 240 0 元。用人

单位招 用农村 就业困难人员，享受

与招 用城镇 就 业 困难人员同等数额

的岗位补贴 和 社会保险 补贴。积 极

创 造新的 就业 岗位，2009 年，15万

本地农民参与了北京市新农村“五项

基础 设施”（道路硬化和绿化、老化

供水 网改 造、污水 处 理、垃圾分类、

公厕 建设）和“三起来”（让 农村“亮

起来”、农民“暖起来”、农业资源“循

环起来”）工程建设，农民 累计投劳

600 余万人次，实现农民 劳务 性 收

入 5亿元。同时，将公共服务体系向

农村覆盖。在教育方面，健全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新增教育经费重点投向

农村及薄弱 学校；投入资金 4.5亿

元，支持 200 所农村 小 学办 学条件

达 标，修缮 300 所农村中小 学教师

集体宿舍 ；累计在 10 个远 郊区县创

办 24 所名校分校，促进基础 教育均

衡发 展。在 社会保障方 面，实现 多

项 政策城乡统 筹。建立 城 乡居 民 养

老保险 制度，参保人数 达 156 万人，

在全国率先 实现养老保障城 乡统筹

和 制 度 全覆 盖；将城镇无业人员和

农民 丧葬补助 费标 准确 定 为 500 0

元，率先 在全国实现丧葬费补助 待

遇城 乡同标 准、全覆 盖；朝阳区、海

淀 区和 丰台区率先 实现最低生活 保

障制 度城 乡并轨，2009 年 全市最低

农村低保标准由每年 1780 元 /人提

高到 2040 元 /人；农村优抚对象定

期抚恤和补助标准全部按照城镇标

准执行；统筹 和规范 医疗、临 时救

助制度，实现医疗保障、社会救助制

度全覆 盖。在医疗卫 生方面，加 大向

农村倾斜力度，对农村地 区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设备标 准化配 置工作给

予全额 补助；对社 区卫 生服务机构

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常用药品 实行

“零差率”销售；乡村 医 生按月拿工

资并享受养老保险 ；加 大对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的支持力度，人均筹资水

平达到 420 元。在科技、文化、体育

建设等方面，注重丰富农村的文化生

活，投入资金 4500 万元新建 1020 个

“农家书屋”；投入资金1.09 亿元推

动 实现行 政村数 字电 影 100% 全覆

盖；安排专项 资金支持实施“科普惠

农兴村计划”，充分调动全社会开展

农村科普工作的 积 极性 ；安 排体育

彩票公益金，用于建设农村标 准体

育场地，为农民体育健身提供场所。

三是稳农村——改善农民生产生

活条件，提高农村基层 管理水平。统

筹资金 80 多亿元支持新农村建设，使
“ 5 + 3”工程（五项 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三起来”工程）覆盖到 1700 多个

行政村，惠及120 万 农村居民。投入

资金 7000 万元，引导远郊区县实施行

政村煤、水、电、气、路等基础 设 施

改 造；促进农村绿化美化建设，创建

50 个首都绿 色村庄；支持新型邮站建

设，基本实现“村村建站、户户通邮”，

大 大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 环 境，推

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市级财

政每年投入资金5.66亿元，按照 经 济

发达程度，对经济薄弱村每年补助资

金15万元，一般行政村每年补助资金

8万元，并引导区县加 大投入力度，加

快 10 个远 郊区县基层公益事业发展。

投入1.8亿元做好高校毕业 生到京郊

农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助理的工资发放、社会保险 费缴纳等

经费保障工作，引导城市人才到农村

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

作，充实农村基层 干部队伍，提高农

村基层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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