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导航

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 10年 8月26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 16次会议上

谢旭人财政部部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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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规定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受国务院委托，我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提出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请予审查。

一、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和各种重大挑

战，各地区、各部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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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决议，

坚持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针对性地加

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

整，经济运行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社

会发展态势总体良好。在此基础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较好，财政改革与发展取得新进展。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7月，全国财政收入51132.97亿元，比2009年同

期（以下简称同比）增加 10460.92亿元，增长25.7% ，完成

预算的 69.2%。其中，中央本级收入 26970.41 亿元，同比

增长25.7% ，完成预算的70.9% ；地方本级收入 24162.56

亿元，同比增长25.7%，完成预算的 67.4%。1-7月财政收

入增长较快，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物价水平上涨以及去

年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的综合反映。一是经济平稳较快增

长。1-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 ，城镇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2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8.2%、

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44.3%、汽车销量增长42.7%、商

品房销售额增长 16.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

81.6%。（1-5月数），带动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进

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较快增长。二是价

格水平上涨。1-7月，居民消费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

同比上涨2.7%、5.8% ，相应增加财政收入。三是去年同期

基数较低。2009年 1-7月全国财政收入下降 0.5%（其中，

中央财政收入下降 6.3%），导致今年同期财政收入增幅相

对较高。此外，成品油税费改革及烟产品消费税政策性调

整翘尾也增加了部分收入。1-7月全国财政收入与2008

年同期相比，增长25.1%（其中中央本级收入增长 17.8%），

折算到两年中年均增长 1 1.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年均增长

8.5%），属于恢复性增长。

全国财政 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国内 增值税

11919.42亿元，增长 12.5% ，主要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较快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国内消费税 3624.89

亿元，增长37.9% ，主要是成品油消费税、卷烟消费税以

及调整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翘尾增收。进口货物增值

税、消费税和关税7399.8亿元，增长51.6% ，主要是一般

贸易进口额大幅增长。营业税6785.97亿元，增长30% ，主

要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商品房销售额增长较快。企

业所得税 10032.07亿元，增长 17% ，主要是企业利润增

长较快。个人所得税 2997.35亿元，增长22%。非税收入

5598.75亿元，增长7
.
5%。

中央本级 主要收 入项目执行情况。国内 增值税

8984.82亿元，增长 12.7%。国内消费税3624.89亿元，增

长37.9%。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 7399.8亿元，

增长51.6%。出口退税4068.15亿元（账务上作冲减收入处

理），增长2.7%。企业所得税6368.92亿元，增长 8%。个

人所得税 1799.25亿元，增长22.3%。车辆购置税967.64

亿元，增长57
.
7% ，主要是汽车销售量大幅增长42.7 % ，以

及对 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由减按5% 调至减按7.5% 征

收车辆购置税。非税收入 1429.12亿元，下降5.4%。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7月，全国财政支出39622.23亿元，同比增加

5734亿元，增长 16.9% ，完成预算的 46.9%。其中，中央

本级支出8259.97亿元，同比增长 18.3% ，完成预算的

51.5% ；地方本级支出31362.26亿元，同比增长 16.6% ，

完成预算的 45.8%。与去年同期比较，中央本级和地方本

级支出进度分别提高4.9个和 1.9个百分点。1-7月支出总

体进度有所加快，主要是按照全国人大有关要求，狠抓预

算支出执行管理，强化部门的预算支出执行主体责任，加

强分析和动态监控，建立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定期分析、通

报等制度，加快转移支付资金拨付进度，完善项目支出资金

预拨制度等，取得了初步成效。

全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农林水事务支出

3142.11 亿元，增长 6.1% ；教育支出5616.37亿元，增长

17.5% ；科学技术支出1596.92亿元，增长47.5% ；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4646.84亿元，增长22.6% ；医疗卫生支出

1805.94亿元，增长 16% ；住房保障支出894.62亿元，增

长 13.9 %
；公共安全支出2474.22亿元，增长8.3% ；城乡

社区事务支出2652.62亿元，增长 19.4% ；交通运输支出

2314.38亿元，增长34.8 %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329.92

亿元，增长 13.4%。

中央本级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农林水事务支出

235.65亿元，增长28% ；教育支出343.03亿元，增长

23.5% ；科学技术支出928.36亿元，增长54.1% ；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186.52亿元，增长39.8% ；住房保障支出

268.75亿元，增长40.4 %
；国防支出2919.42亿元，增长

13.9% ；交通运输支出820.99亿元，增长32.3% ；粮油物

资储备管理等事务支出293.36亿元，增长38% ；国债付

息支出 695.25亿元，增长 1 1.2%。

需要说明的是，一 些支出项目增幅较低，主要原因是

根据宏观调控需要，适当把握基本建设等项目支出节奏，

部分据实结算项目大部分在下半年支出，以及去年同期基

数较高等。

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执行情况。中央对地

方税收返还2952.43亿元，增长7.9%，完成预算的 59%。

下达一 般性转移支付 10712.92亿元，占预算的 87.1%。下

达专项转移支付 10092.78亿元，占预算的75.8%。其中，

教育 287.65亿元；医疗卫生 1062.46亿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 1699.56亿元 ；农林水 2569.08亿元 ；环境保护

1056.78亿元 ；住房保障605.72亿元；交通运输 667.72

亿元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706.39亿元。
（二）其他政府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1-7月，全国政府性基

金收 入 18061.98亿元，同比增加 10736.75亿元，增长

146.6% ，主要是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土地市场成交活跃，

1-7月土地供应量增加较快，土地出让合同管理更加严格，

地价总水平上升以及各地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入征管。

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 13160.6亿元，同比增加 7544.19亿

元，增长 134.3% ，主要是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的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的支出增长较快。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1-7月，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8.6亿元，收入较少主要是根据《中央企

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应交国

有资本收益入库截止时间为预算年度的 10月31日，目前中

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工作正在进行中。待中央企业国

有资本收益入库后，将按照实际收入规模及预算项目实施

情况安排使用。地方也在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积极开展试点工作。

二、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预算决议

情况

今年以来，按照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有关决议，

以及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积极推

进各项财政工作，较好地服务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一）扎实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和改善财政宏

观调控

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等政策工具，并加强与货

币、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加大对农民

的补贴力度，提高城乡低保对象等的补助水平，城乡居民

收入稳步增长。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形势进一

步好转。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加大了对保障性住房、

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继续落实家电、汽

车、摩托车下乡补贴政策，在全国范围实施家电、汽车以旧

换新政策，直接促进了居民即期消费。

安排使用好政府公共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截至

7月底，累计下达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预算 7478亿元，重点

用于保障性住房、农田水利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和

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自主创新等

方面。组织开展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管理工作。截至8月
15日，已代理发行了新疆等21 个省（区、市）地方政府债券

1140亿元，并督促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优先用于中央投资的

公益性项目续建和收尾，严格控制新上项目，防止重复建

设。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以奖代补”范围，带动社会投资。

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引导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继

续执行增值税转型等政策。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

税优惠政策。取消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化工等产品

的出口退税。继续执行各项未到期的税费减免政策，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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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的税收减免政策，坚决制止越权减免税。严格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审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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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

展的财税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科技重大专项

顺利实施，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大力

支持前沿技术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等。拨付资金

137.44亿元，推进企业节能技术改造，支持淘汰落后产能，

加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力度，扩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示范推广范围，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拨付资金

194亿元，加快实施重点减排项目，促进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配套管网建设，支持重金属污染治理，加大重点流域环

境保护力度等。拨付资金379.6亿元，支持林业重点工程

和草原生态建设，提高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
拨付资金 90.7亿元，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

开拓国际市场。

（二）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根据年初预算安排，切实加强预算支出执行管理，努

力保障“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

住房、抗震救灾等重点支出需要，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取得

新进展。

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中央财政拨付粮食直补和农

资综合补贴资金 867亿元，调动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拨

付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345.76亿元，补贴

品种和范围进一 步扩大。拨付资金410亿元，对产粮（油）

大县实施奖励，支持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存储粮油

等政策。安排资金50亿元，支持开展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

流治理，解决当前部分地区洪涝灾害暴露出的中小河流防

洪标准低问题。安排资金 100亿元，启动重点小型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二期规划，支持受灾严重地区小型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拨付资金336.69亿元，支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实施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等。拨付资金268亿元，支持农业

综合开发和各地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拨付财政扶贫资金

212.58亿元，支持各地加快实施扶贫项目。拨付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资金39.15亿元，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实施支持

农村金融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

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中央财政拨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改革资金595亿元，全国 1.3亿名农村中小学生

免除学杂费并得到免费教科书，中西部地区约 1228万名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得到生活费补助。继续实施免除城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拨付补助资金31.7亿元，

全国 2900多万名学生受益。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政策

基本落实。拨付 2010年度国家奖（助）学金70.3亿元，确

保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

学。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拨付中等职业学校国

家助学金59.8亿元，约 1 136万名中职学生得到生活费补

助。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稳步推进，拨付专项资金50

亿元。支持启动新一轮“985工程”，促进高等教育发展。

加大社会保障和就业投入力度。中央财政拨付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专项补助资金53亿元，截至7月

底，试点地区总参保率达到 70%以上。拨付城乡低保、优

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资金837.82亿元，切实保

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拨付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1324亿元，确保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拨付补助资金236亿元，继续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人均提高 120元左右。拨付专项资金352.4亿元，支持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按照“保基本、强基层、

建机制”的总体要求，坚持投入与改革并重，合理调整支出

结构，加大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支持力度。促进基本医

疗保障制度建设，中央财政分别拨付补助资金399亿元和

46亿元，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平稳运行，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由人均 80元提高到

120元。支持解决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

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截至目前，城乡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人数达到 12.47亿人。拨付城乡医疗

救助补助资金86.7亿元，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

提高救助水平。拨付补助资金257亿元，支持各地开展 9

类21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艾滋病

防治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继续支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人才队伍建

设。采取以奖代补办法，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支持启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支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

下达进度，中央财政廉租住房补助资金447亿元、城市棚

户区改造补助资金 15亿元、公共租赁住房补助资金20亿

元、农村危房改造资金75亿元已全部下达。认真落实保障

性住房建设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以及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给予免征

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优惠政策。对廉租住房和经济

适用住房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一律免征各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将经济适用住房、列入保障性住房

规划的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用房、政府投资的公共租

赁住房建设，纳入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范

围。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游牧民定居工程。

切实保障抗灾救灾资金需要。继续大力支持汶川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2010年中央财政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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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金预算安排 1002.99亿元，已下达 918.92亿元，完成

预算的 91 .62%。目前，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整体进展

顺利，城乡住房重建基本完成，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中央财政拨付资金35亿元，大力支持玉树地区抗震救灾。

切实保障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需要，三年内中央财

政拟安排资金210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安排205亿

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5亿元 ；2010年安排

90亿元，2011 年拟安排 100亿元，2012年拟安排 20亿

元。目前，先行启动的禅古、甘达两个示范村700余户农

牧民住房建设即将完工，第一批重建项目已开工建设。同

时，针对今年水旱灾情严重的情况，及时安排资金72.72

亿元，大力支持各地防汛抗旱，切实保障南方洪涝、西南旱

灾等受灾地区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做好水利防灾减灾等

工作。支持甘肃省舟曲县开展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救灾工

作，中央财政及时拨付综合财力补助资金5亿元，用于抢

险救灾、基础设施修复以及倒损房屋重建等方面。

（三）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高度重视财政管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加强基础

工作和基层建设，深入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完善预算编制管理。细化了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体系，

进一步优化部分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控制和减少代编预算

规模，预算年初到位率有所提高。完善支出标准体系，加

快项目库建设，建立了重大项目支出事前评审机制。探索

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相结合的机制，结合当年预算执行进

度编制下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加强对部门结转和结余资

金的统筹使用，并与预算编制紧密结合。推动资产管理和

预算编制有机衔接。将可以固定数额的转移支付提前通知

地方，要求地方比照执行，并将其纳入本级预算，增强地方

预算编制的完整性。

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支持税务、海关等部门依法征税，

严格非税收入管理，努力做到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

狠抓预算支出执行管理，支出进度进一步提高，各项重点

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切实推进预算支出绩效评价，中央本

级试点部门由 2009年的 94个增加到 1 15个，试点项目由

2009年的 167个增加到200个。加强对政府投资预算执

行情况和重大财税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小金库”专

项治理不断深入。

强化政府债务管理。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要

求，抓紧完善工作方案，细化具体政策措施，突出工作重

点，健全管理制度。同时，强化国债余额管理，合理安排国

债发行规模、时间和节奏，调节国库存款波动，降低国债

筹资成本，不断完善国债期限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积极推进预算公开。建立健全中央财政月度收支情况

定期公开机制。扩大预算公开范围，细化预算公开内容。

向社会公开的中央财政预算表从 2009年的 4张增加到

2010年的 12张，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以及中央对地方税

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细化到款级科目。其中，2010年

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进一步细化为 23类 123款，比 2009

年增加了2类 82款。积极推动部门预算公开，截至目前，

共有 73个中央部门向社会公开了部门预算中的收支预算

总表和财政拨款预算表。

（四）深化财税改革，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

体制

资源税改革在新疆开始试点，对原油、天然气按5%

的税率实行从价计征。实施差别化的住房税收政策，抑制

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巩固增值税转型改革和成品油税费

改革成果。进一步规范和清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加大对

生态功能区、民族地区等的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推进省直

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完善政府预算体系，试编全国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目前，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正在汇总

和审核。在县级全面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

度改革加快，实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中央基层预算单位

扩大到 12247个，地方 30多个省份实现了财税库银税收

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范围扩大，清理化解农村义

务教育债务工作全面推进。

三、下一步财政工作安排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态势总体良好，但面临的国内外

环境仍然错综复杂。从财政看，今年后几个月随着经济增

速放缓，以及2009年同期财政收入基数的逐步抬高，全

年财政收入增幅将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财政支出压

力依然很大，全年财政收支紧张的矛盾仍较突出。根据当

前的经济财政形势，下一步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把稳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坚持把处理好保

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

系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

续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等的协调配

合。同时，提高政策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预见性和可操

作性，加强对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分析，根据国内外经济

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把握好政策实

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深入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促使各项政策措施切实发挥作用，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宏观

调控已取得的成果，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财

政部将继续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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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有关决议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 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多渠道增

加农民收入，努力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继续

实施和完善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各类

中央建设基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都要优先安排续建、投

产和收尾项目。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

技术改造。继续实施并完善推动节能减排、鼓励资源综合

利用和新能源发展等的各项财税政策措施。大力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西部大

开发和推动西藏、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部署，完善

相关财税政策措施。继续落实好促进东北振兴、中部崛起

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措施。

二是促进农村改革与发展。完善对种粮农民的各项

补贴政策，落实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健全产粮（油）大

县奖励政策。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加强资金保障，力

争今冬明春受灾严重地区规划确定的中小河流治理全部

完工，加快重点地区中小河流防洪体系建设。大力支持实

施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二期规划，确保如期完成

2010-2012年规划确定的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

务。加快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步伐。加大对中低产田

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支持力度，推进重点中型灌区节

水配套改造。支持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

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实

施以奖代补。增加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险种，扩大区域覆盖

范围，提高部分险种的补贴比例。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三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加大财

政教育投入，促进教育优先发展。做好分省份核定地方教

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等

工作，推动实现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 D P4%

的目标。按照成熟一 个、启动一 个的原则，组织实施好重

大项目，逐步解决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中的问

题，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和

资金使用效益。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益。完善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研究适时调整

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做好扩大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大力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加快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文件。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补偿机制，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体制机制

综合改革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逐步扩大城乡医疗救助范

围。切实保障汶川、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需要，加

强资金监管，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顺利开展。密切关注舟曲县特大山洪泥石流、部分地区洪

涝等其他灾害情况，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产生活。大

力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公共租赁住房供给。支持开

展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四是继续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做好新疆资源税改革

试点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西部地区以及全国资源税改

革。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制度。研究

完善合理引导个人住房消费的税收政策。完善消费税制度。

研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严

格控制新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继续清理整合现有项目。

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健全中央和地方政府性

基金预算，完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和使用管

理制度。继续深化部门预算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积极支

持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基础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改革。

五是切实抓好财政预算管理。在扎实落实结构性减

税政策的基础上，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格非税收入管理，

确保完成全年预算收入任务。健全预算支出责任制度和执

行通报机制。加快中央代编预算和转移支付下达进度。确

保基本支出预算按序时进度、项目支出预算按项目进度拨

付。全面清理结转和结余资金。严格控制追加预算，努力

提高预算的严肃性。切实加强中央重大政策落实情况的跟

踪监督，保障政策落实到位。进一步推进“小金库”治理工

作。积极推进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率。强化管理基础工作和基层建设。深入推进预算公开

工作。力争201 1 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中的部分重点支出公

开到“项”级科目。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基本建设支出、行

政经费支出预算和执行情况对外公开。大力推进重大民生

支出公开。督促部门做好本部门预算信息公开。切实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抓紧清理核实并妥善处理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

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分类清理规

范地方政府已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

规担保承诺行为。加快管理制度建设，实现对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公司债务的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控。强化其他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

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并审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是对财

政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对于推动依法理财、加强预算执

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认真落实十一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决议，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指导和监督，努力完成全年预算和各项财政工作

任务，大力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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