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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吹响

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号角。近年来，

江西省赣州市财政局深入领会中央关于

财税改革的精神实质，进一步解放思想，

坚持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先行先试、注

重实效，谱写了财政改革新篇章。

启幕：多年坚冰被打破

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帷幕。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三

大任务之一。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

“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

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要求，赣

州市财政 2015 年启动了三年中期财政

规划工作，预算安排的视野从 1 年扩展

到 3 年，将财政预算安排与政府经济社

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有机衔接，预算编制

不再见子打子，预算的前瞻性和持续性

开始凸显。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按照

事权与财权高度匹配的原则，赣州市财

政将市本级部门（单位）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事业单位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各

个渠道的收入，统一编入年初部门预

算，统筹考虑收支。预决算公开内容不

断扩大。严格按照《预算法》要求及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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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政府预决算及“三公经费”预决算，新

增公开了经济分类支出明细情况，始终

将公开透明贯穿财政管理全过程，充分

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

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行，全力打造“阳

光财政、廉洁财政”。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全力推行。作为欠发达、后发展地区来

说，赣州市财政深入领会 PPP 模式实

质，充分发挥民间资本作用，在重大基

础产业工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公共

服务项目等领域积极推广运用 PPP 模

式，明确了 PPP 项目的审批流程、支持

政策和保障措施。同时，明确对列为重

点开发培育的 PPP 项目，由同级财政

按总投资 1‰的比例（最高不超过 50 万

元，最低不少于 20 万元）安排给实施机

构作为 PPP 项目前期工作启动费。截至

2017 年 8 月末，全市已进入执行、采购、

准备阶段的 PPP 项目共 76 个，总投资

567.08 亿元。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试点深入推进。

2015 年，赣州市启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试点，市本级确定在基本公共服务、技

术服务、社会管理服务、政府履职所需

辅助性事项等四类公共和公益事项中

选择基础设施建设等 142 个项目进行试

点，开始渐进式探索。从建立协调机制、

开展业务培训、强化预算管理及实施工

作奖励推动工作的开展，对列入市政府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

并要求财政安排相应资金的，按不少于

财政安排资金的 50% 编制政府购买服务

预算。2017 年 1—8 月，全市完成政府购

买服务 669 项，资金规模 396.01 亿元 , 其

中市本级完成政府购买服务 66 项，资金

规模 262.31 亿元。

资金绩效管理改革不断走向纵深。

积极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实

现了绩效目标管理部门和项目“双覆

盖”。积极探索部门整体支出和财政政

策绩效评价试点，2015 年起，要求部门

自选本级或所属单位实施部门整体支出

自评价 ；建立了市本级预算绩效管理专

家库，入库专家 65 人 ；从 2017 年起与

部门预算编制同步编审绩效目标，首次

选择市工信委等 20 个部门的项目支出

进行绩效目标批复试点，创新采用“专

家 + 机构”模式对重大民生项目和政策

进行重点评价，将评价结果制成《结果

反馈书》送达项目主管部门，要求限期

整改，以“倒逼”机制促资金效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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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市本级试点项目共 43 个，涉及资

金 28.23 亿元。

探索：泥土里开出芬芳花朵

率先开展财政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

试点。早在 2014 年，赣州市财政就率先

在全国开展财政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改

革，通过在资金分配环节引入竞争性机

制，采取招投标或专家评审等形式选择

最能实现资金绩效目标、使用效益最高

或实施成本最低的项目。竞争性分配改

革将部分财政专项资金分配从‘一对一’

单向审批安排，转向‘一对多’竞争性选

拔模式，从而实现资金安排的最优化和

使用效益的最大化。2016 年，赣州市财

政按“两权不变、绩效优先”的原则，市

本级确定稀土钨深加工及应用产品奖励

资金、蔬菜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 15 个

项目开展竞争性分配试点涉及资金 4 亿

元，较 2015 年增长 244%。

财政涉农扶贫资金整合做法被全省

推广。2016 年，赣州市全面启动统筹整

合财政涉农扶贫资金试点工作，专门成

立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了“政府主导、财政牵头、部门配合”

的联动机制，以强有力的手段整合涉农

项目资金集中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农业

特色产业发展，支农投入从“大水漫灌”

转变为“精准滴灌”。2016 年，全市共整

合财政涉农扶贫资金 71.62 亿元。2017

年 1—7 月已整合资金 65.18 亿元，整合

率达 100%。通过涉农资金的统筹整合，

形成了“多个渠道引水，一个池子蓄水，

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资

金使用方向更加精准，项目资金管理更

加规范，资金使用效益明显提高。这一

做法被省财政厅予以肯定并全省推广。

深入释放财政金融融合潜力。大力

开创“五个信贷通”融资服务模式。“五

个信贷通”是指“财园信贷通”、“小微信

贷通”、“创业信贷通”、“财政惠农信贷

通”、“产业扶贫信贷通”。“五个信贷通”

是赣州市财政针对不同的市场主体设立

的融资模式，目的就是帮助中小微企业

和贫困群众解决融资难题，开创了“财

政资金增信、银行独立审批、部门强化

监管、企业主动跟进”的市场运作新模

式，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提升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扩大了

财政资金惠及面，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和就业。2016 年，赣州市“五个信贷通”

全年发放贷款突破 200 亿元，达 219.92

亿元，惠及全市 16.32 万户企业、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及贫困户。发挥资金乘数效

应，通过“直接变间接、无偿变有偿、资

金变基金”方式，整合财政性资金进行

基金化改革，设立政府投资产业基金 51

支，总规模超 1400 亿元。

裂变：一份精彩的“改革答卷”

赣州财政收支规模一年一个台阶。

伴随着财政改革的一系列红利已逐步

显现，从财政收入看，近三年总体财政

增幅快、发展质量效益好，背后原因很

多，但归根结底还是改革红利开始释

放。2014 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突破 300

亿元大关，完成 328.5 亿元，同比增长

17.2%，增幅居全省第一，提前一年完成

“十二五”规划任务。2015 年全市财政总

收 入 突 破 350 亿 元，达 到 353.32 亿 元。

2016 年在全面实施营改增减税 17 亿元

的基础上，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 366.32

亿元。从财政支出看，2016 年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总量达到 676.83 亿元，增

长 10%，支出总量已是连续 9 年保持全

省第一。

赣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一年一个变

化。财税改革带来财政资金的日益雄

厚，换来的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逆势上

扬。在经济新常态下，赣州市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高于全

国、全省平均水平，部分指标居全省前

列。2014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843.6

亿元，增长 10%，总量全省第二，增速

全省第三。固定资产投资 1608.8 亿元，

增长 20.9%，增速连续三年居全省首位。

2015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73.87 亿

元，增长 9.6%，总量、增速均居全省第

二 ;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1892.21 亿 元，增 长

17.6%，增速连续四年全省第一。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5%、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16.6%、工业固投增长 38.4%，

增速均居全省第一。

苏区群众福祉一年一个提升。改

革，如秉轴持钧，以一持万。而为群众

谋福祉，就是这个“一”。群众希望摘掉

“穷帽子”：赣州市财政连续两年筹集设

立 10 亿元风险缓释金，撬动 80 亿元银

行信贷资金，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产业提供

免抵押、免担保的信贷支持。截至 2017

年 7 月，赣州市“产业扶贫信贷通”累计

发放贷款 111.36 亿元，惠及贫困户 19.46

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235 家。群众

期盼更优质的教育 ：赣州市财政每年落

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资金超过 10 亿元，

实施“两免一补”政策 ；2014—2016 年，

全市落实各级各类校建资金共 51.42 亿

元，努力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累计落实

营养改善专项资金 21.9 亿元，在全市 11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展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为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餐。群众

期盼更好的医疗服务 ：针对贫困户因病

致贫、返贫的情况，赣州在已有的新农

合、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基础上，开展

城乡贫困人口疾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试

点并于去年实现全面推广，2016—2017

年，市县财政统筹安排 5.98 亿元，为贫

困人口购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

贫困人口疾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构筑

起了“四道医疗保障线”。目前，全市城

乡贫困人口已全部纳入“四道医疗保障

线”，最大程度降低了贫困户因病致贫、

返贫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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