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本期专题
中国财政｜ 2016.07半月刊｜总第708期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张勤和

维，树立创新意识和

担当精神，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有

力的财力支撑。

支持创新发展  

增强发展动力

从经济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看，我国

已进入速度变化、结

构优化、动力转换为

特征的经济发展新

常态。要适应新常

态、引领新常态，着

力解决过去主要依

靠大规模要素投入

驱动出现的动力不

足、质量不高、效益

不好、不可持续等问

题，必须深入实施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用好政策，增加投入，充分发挥基金撬

动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金和金融资

本，促进甘肃省产业转型升级。一是大

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6年，

省级拟整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

15.6亿元；技术创新驱动基金累计达到

23亿元，并要求市县按一定比例出资，

增加总量，实现基金使用全覆盖；设立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3亿元，继续补充小

微企业风险补偿及融资担保基金，帮助

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二是大力

推进国企改革。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国企

改制重组过程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国

有企业公共服务纳入社会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推进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通过资产划

转、资本金注入、税费减免、财政贴息、

预算弥补等多种形式，加快建立稳定可

靠、补偿合理、公开透明的企业公共服

务支出补偿机制。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重点支持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

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努力解决钢

铁、煤炭“僵尸企业”处置过程中的人员

安置问题；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盘活国

有资产。

支持协调发展  努力补齐短板

协调发展理念强调的是发展的平

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旨在正确处

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

整体性，力求通过补齐短板化解突出

矛盾。财政要顺应“十三五”时期发展

变化要求，进一步健全财政宏观调控

机制，在合理把握政策实施力度和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

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财政部门要切实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

重要支柱作用，强化大局观念和宏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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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同时，更加注重推进经济结构调

整，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注

重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就甘肃而言，

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成为短板中的短板，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相互交

织，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软肋”。

因此，要积极发挥财政职能，增强资金

和政策的精准性、指向性，全力支持打

赢脱贫攻坚战。建立大扶贫格局，强化

财政综合扶贫投入体系，深入推进财

政扶贫机制创新，切实加强财政扶贫

资金监管。围绕“1+17”精准扶贫方案，

整合资金资源，撬动金融资本，增加投

入总量。2016年，省财政整合筹集脱

贫攻坚资金总量达到560亿元以上，集

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

易地扶贫搬迁、金融资金支撑、公共服

务保障和能力素质提升，切实改善贫

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加快脱贫致富

步伐。

支持绿色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财政部门

要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不断

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

系，进一步转变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

提高经济发展的绿色水平。一是完善

财税支持政策。进一步整合环境保护

治理方面的专项资金，聚焦支持重点

领域；通过税收、财政奖补、绿色信贷、

排放交易等政策工具，加强环境监测等

公共服务，引导市场主体绿色生产和消

费；扩大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

采购清单覆盖范围，鼓励能源清洁化利

用，更好发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

范效应。二是支持改善生态环境。结合

国家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积极争取中

央专项，加大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支

持生态环境建设，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促进绿色富省绿色惠民。继续实施草

原生态保护奖补政策，落实天然林保护

补助政策。支持做好大气、水、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统筹矿产、森林等资源保

护、开发利用与治理。三是提升循环经

济发展水平。落实有色、钢铁、石化等

重点行业产能淘汰、节能降耗，加快煤

炭矿产等资源综合利用。继续支持推

进农村新能源建设、农村环境整治等重

点工程。支持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生

活垃圾，发展再制造产业，推进餐厨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再生资源产业化利

用。抓好国家和省内示范工程、示范市

县和示范企业创建工作，带动全省循环

经济发展。

支持开放发展  强化内外联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与

“双中高”目标需要更强的开放动力和

更广阔的国际空间，需要我们着力发

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利用好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践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争取开展更多

国际财经合作，不断增强甘肃省经济

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抓住国家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机遇，全力争取中央支

持，加大财政投入，支持打造丝绸之路

经济带甘肃黄金段，构建以兰州新区

为重点的向西开放经济战略平台、以

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和华夏文明传承

创新区为重点的文化交流战略平台、

以“兰洽会”为重点的经贸合作战略平

台。同时，加大对以兰白、武威、敦煌

等重要节点城市和保税物流区、国际

空港陆港的政策倾斜支持，推进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经贸交流和产业对接

合作等工程，促进甘肃省丝绸之路经

济带战略通道、产业支点、商贸中心、

交通枢纽和开放前沿建设。加强与国

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的合作，争取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和亚行更多优

惠贷款，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更多资

金支持。

支持共享发展  增进人民福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

善，但甘肃省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

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艰巨。

我们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共享发展理

念，把保障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福祉作为

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是推进

教育均衡发展。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到

2020年，实现全省58个贫困县(市、区)

和17个插花型贫困县(市、区)有实际需

求的贫困村幼儿园全覆盖，落实学前教

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全面改善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等重点项

目。全面落实资助政策，突出对农村地

区、贫困家庭的资助力度，促进教育公

平。二是完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推动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大医保支付

等改革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办医，加强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让群众病有所医。三是

实施更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援助

体系建设，开展就业指导和就业帮扶，做

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完善财政支持创

业就业机制，放大小额担保贷款拉动就

业的倍增效益。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快提

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四是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深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城乡统筹发展，完善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基本

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

补助标准。强化社会救助，落实社会福利

制度。加大城乡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引导

和动员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

推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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