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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在创新中扎实推进
福建省财政厅

根据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和路线图，福建省紧紧围绕建立现代

财政制度目标，把握财税改革重点和难

点，全面落实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制度、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制度三大改

革任务，充分发挥财政改革的基础性、

支撑性作用，有效助力“机制活、产业

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建设。

税制改革有序推进

营改增改革红利凸显。作为全国第

二批营改增试点改革的省份之一，福建

省从 2012 年 11 月启动改革以来，先后

对交通运输、现代服务、邮政电信、建

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实施改革，涉及

全省八大行业 54.9 万家企业。2017 年进

一步实施增值税税率四档简并三档政

策。通过改革，消除了重复征税问题，

优化了税制结构，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

减不增，有力推动了产业升级和新旧动

能转换。据统计，自 2016 年 5 月 1 日全

面推开营改增以来，全省企业减税约达

265 亿元。

资源税改革全面实施。2014 年以

来，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原则，

对除粘土、砂石、地热（温泉）以外的矿

产品逐步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并

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率降为零。通过资源

税从价计征改革，进一步理顺资源税费

关系，强化税收在资源集约利用和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作用，促进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六区”财税政策作用显现。抓住中

央赋予的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国（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福州新区、福厦泉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机

遇，试行包括平潭“入区退税”、选择性

征收关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

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等政策，有

效发挥政策引导和创新驱动作用。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持续深化

预决算公开稳步推进。一是实现三

级全覆盖。2014 年政府预决算、部门预

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工作实

现省市县三级全覆盖，比原定计划提早

一年。二是公开内容逐步细化。在四本

预算全公开、转移支付分项目分地区情

况及政府债务信息公开的基础上，2017

年增加预算绩效和政府债务期限结构、

使用偿还等情况，除涉密信息外，政府

预决算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

目。三是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扩大。省

直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公

开范围从 2011 年 5 个试点部门扩大至

2017 年 281 个省直一级预算部门，实现

应公开范围全覆盖。四是公开工作实现

规范化。2017 年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

《福建省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进一步

完善预决算公开工作。县级以上财政全

面建立了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政府和

部门预决算信息在平台上集中公开，促

进公开由分散转向集中。

政府预算体系不断健全。一是全口

径预算编制实施到位。从 2014 年起，福

建省正式启动全口径预算编制改革工

作，省市县三级财政将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一并纳入年度预算草

案，统一报同级人大审议通过。2015 年

将地方金融企业纳入省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编制范围。2016 年将地方政府债务

分类纳入预算管理。通过实施全口径预

算编制改革，政府收支全部置于预算监

管之下，预算完整性得到提高。二是政

府预算统筹力度加大。2015 年起，相继

将地方教育附加、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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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林基金、水土保持补偿费、政府住房

基金、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等 19 项基金项

目转列一般公共预算。逐步提高省国资

委监管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由 2015 年的

5% 提高到 2017 年的 13.5%，并统筹其

中的 50% 用于企业创新发展支出。

预算控制方式更加合理。一是建

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从 2015 年起，

将超收收入用于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短收通过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或其他预算资金、消减支

出实现平衡。二是推进中期财政规划。

2016 年起，在编制部门预算的同时，同

步开展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工作。经省政

府批准后，将中期财政规划的项目支出

控制数批复到各部门，强化财政规划对

年度预算的约束，提高财政支出的前瞻

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督促部

门在项目支出控制数内，提前开展下一

年度的项目预算编制，为预算细化留足

时间。

预算执行改革积极实施

预算执行进度持续加快。一是全面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2014 年省级率先开

展财政结余结转资金清理，盘活省级财

政结余结转资金 62.22 亿元。2015 年起，

通过建立年末自动清理机制、结余结转

资金与预算编制执行联系机制、支出进

度通报考评制度，加大结余结转清理力

度，2015、2016 年全省共盘活财政存量

资金 563.55 亿元。二是加快财政资金拨

付。督促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本级相关部

门，切实加快各类财政资金特别是新增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按相

关规定及时下达并拨付使用。三是完善

资金调度与库款规模挂钩机制。对库款

考核排名靠后或库款保障水平高于 1.5

倍的地区，下个月实拨调度系数将在序

时系数的基础上减少 3—5 个百分点 ；

库款保障水平高于 2 倍的地区，下个月

暂停实拨调度。四是建立约谈机制。从

每年的 6 月份起，每月约谈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进度和盘活存量资金居后 10 位

的市、县（区）财政主要领导，研究分析

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强化支出进度

责任传导。

创新支出方式成效明显。一是推

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2015 年以来，将

省直部门政府购买服务纳入部门预算

统一编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范围

覆盖各个事业类型。2016 年将《福建省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购买范围细

化至 6 大类 67 款 408 项，提高购买服务

项目与公共服务需求匹配度。二是推进

PPP 工作规范发展。出台推广 PPP 试点

的指导意见和扶持政策，构建较完备的

政策支持体系。设立首期规模 200 亿元

的 PPP 引导基金，为项目提供低成本融

资支持和奖补资金。将 PPP 应用领域从

市政、交通等传统领域向文化、医疗卫

生、旅游、养老等新兴领域延伸，落实

两个“强制”，积极探索“捆绑组合”“上

下游联动”的 PPP 工程包运作新模式。

全省 PPP 项目数量、质量和落地率均呈

现逐年上升趋势，截至 2017 年 7 月底，

录入财政部 PPP 综合信息平台的项目

达 335 个，总投资额 4284 亿元，累计落

地项目 112 个，总投资 1438.63 亿元，引

入社会资本 1164.66 亿元。三是促进政

府投资基金健康发展。出台《关于进一

步促进政府投资基金健康发展的若干措

施》，从配强基金管理机构、促进资金到

位、加快项目落地等方面，强化基金管

理，推进基金运营。截至 2017 年 6 月，

全省（不含厦门）已设立政府投资基金

共 45 支，总规模 1092.29 亿元，实缴出

资 288.88 亿元 ；启动项目投资的有 30

支，投资项目 220 个，带动社会资本投

资 1064 亿元。

专项资金管理改革有新进展。2014

年以来，福建省以清理整合为切入点，

以建立清单为主线，以推进公开为突破

口，以提高绩效为导向，强化专项资金

顶层设计，全面推进专项资金管理改

革。通过取消、减少、整合、调整等方

式，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数量从 2013 年

3601 项 减 少 到 2017 年 278 项，减 少 九

成。在清理整合的基础上，2017 年全面

建立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明确

资金主管部门、市县政府和财政部门职

权。坚持“先定办法，后分资金”，让每

一个专项资金都对应一个资金管理办

法。建立资金申报身份识别制度，防止

多头申报、虚假申报、违规申报。完善

专项资金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做到有

增有减，能进能退，动态调整。按照“分

配到哪里、公开到哪里”的原则，对省

级专项资金实行全过程公开，主动接受

人大和社会监督。

预算绩效管理稳步推进。一是实现

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全覆盖。2015 年以

来，不断扩大绩效目标编制范围，并实

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编制“三同步”，

即同步布置、同步审核、同步批复。2017

年，所有专项资金和部门业务费全部编

制绩效目标，实现绩效目标全覆盖。二

是稳步扩大绩效评价范围。2015 年，省

直一级部门全面开展绩效自评，自评项

目资金占比达到 40% ；2016、2017 年，

自评项目资金占比每年提高 10 个百分

点。三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财

政专项资金的分配与省委、省政府部署

落实、产业发展、税源培植等绩效挂钩，

实行正向激励。同时，建立健全使用绩

效为导向的财政资金配置机制，每半年

组织一次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估，作为

下一年度各部门财政预算配置的依据，

促进财政资金精准滴灌、发挥最大效

用，并及时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向省人

大财经委报告。

债务管理做到可控规范。坚持“开

前门堵后门”原则，健全债务管理制

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强化债务

风险防控，形成覆盖限额管理、预算管

理、风险管理、监督管理等各个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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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管理体系。一是规范限额和预算

管理。2015 年以来，福建省实行政府债

务限额管理，并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分类

纳入预算管理，截至 2016 年底，政府债

务余额 4977.11 亿元，控制在中央核定

的限额 5470.3 亿元内。二是强化风险防

控。贯彻落实中央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的要求，组织对政府举债融资担保和债

务风险情况进行摸底排查，督促各地抓

实清理整改，防止变相、违规举债或担

保。完善债务风险预警通报制度，对高

风险市县实行风险预警提示通报，并督

促制定降风险方案。健全政府债务统计

监测和定期报告制度，将新增债务限额

分配与债务风险程度及管理情况挂钩，

对债务风险较高、债务管理不规范的地

区，适当扣减新增债务分配额度。制定

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将政府债务管

理及风险防控情况纳入省对设区市的绩

效考核指标体系，压实债务管理主体责

任。三是推进债务信息公开。定期向省

人大报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2017

年将省本级经批准举借债务的规模、结

构、使用、偿还等情况编入 2016 年决算

草案，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向社会

公开。

财政体制改革稳步开展

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得到落

实。针对营改增试点后同步调整中央与

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为确保

平稳推进，及时提出省对市县过渡方案

建议，明确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

入划分过渡方案执行期间，对全省财力

的影响由各级财政按现行财政体制分

担。在每年省级财力减收约占全省营改

增年减收总量 2/3 情况下，不从市县新

增集中财力，确保改革平稳推进和地方

财政平稳运行。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稳步实

施。2016 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

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

指导意见》，开展省以下相关领域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政策研究，

提前做好测算和衔接工作。2017 年制

定了《福建省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代拟稿）》，明

确改革总体要求、主要内容、职责分工

和实施步骤等，提请省政府审定通过。

2017 年 1 月起，将省以下法院、检察院

上收省级实行统一管理，由省财政对省

以下两院必需的支出予以保障。

省 以下 转移 支 付制 度不 断完 善。

一是规范转移支付预算。出台《关于改

革和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

意见》，要求省级各部门分地区、分项

目编制转移支付预算，并加大提前下

达力度。2017 年，省级转移支付提前下

达率超过 75%。二是完善一般性转移支

付增长机制。逐步提高省级一般性转

移支付规模占比，2016 年省级一般性

转移支付规模占比 55%，比 2012 年提

高 12.5 个百分点。三是完善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2014 年以来，省财政相

继出台有关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省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机制、支

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政策措施，逐

步提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水平，增强县

乡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

能力。四是完善生态保护财力转移支

付制度，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

发区域特别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力

支持力度，2016 年已下达省对市县生

态保护财力转移支付资金 14.26 亿元，

比 2012 年年均增长 33.72%。五是建立

正向激励机制，起草《关于对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和落实有关重点工作成效明

显地区给予激励支持的意见》，并报省

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意见》通过

提质增效、民生事业、创新驱动、生态

保护、效能建设等 5 个方面 24 条激励

措施，激发各地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有效推进。根

据《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

案》，坚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试验区

建设核心，推进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

买、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汀江—韩

江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推行排污权

交易制度、综合性生态保护补偿和武夷

山国家公园等试点改革工作。

财政“放管服”水平不断提升

落实一批减税降费政策。在推进营

改增的同时，实施有关小微企业税收减

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房地产交易环

节税收减免和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等税

收优惠政策 ；取消、停征行政事业性收

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省定涉企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实现了在管理类、检验鉴

定类、考试教育类等类别零收费。

精简一批审批事项。全面清理整合

权力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责任清

单，强化清单管理 ；放宽医疗“创双高”、

高校科研院所项目经费及采购管理等15

项管理权限。

创新一批财政监管方式。开展涉农

资金“最后一公里”专项整治，推进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1+X”专项督查常态化

运作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确保监

管公平公正、不留死角 ；按照“宽进严

管”“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对工商

登记改革后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

机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优化一批财政服务措施。围绕效率

更高、质量更优、价格更低和预防腐败

目标，在全国率先实施政府采购网上全

流程运行和在线监督，出台 18 项配套制

度，对采购计划、采购文件、采购合同

全面实行网上备案，实现申请人“一趟

不用跑”。进一步压缩会计行政审批和

公共服务办理时限，提升会计行业行政

审批和公共服务效能。开展跨省异地缴

纳交通违法罚款试点，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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