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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推动多点多极支撑战略实施

省财政安排资金41亿元，支持续建和开

工建设40个大中型水利工程，解决农村

430万人饮水安全问题，继续建设80余

个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三是支持新型

城镇化。城镇化既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

力，也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引

擎。为贯彻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省财政

安排资金20亿元，用于天府新区和全省

城市新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支

持城市科学规划、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

化和网络化等方面，促进城市间基础设

施共享、产业分工协作、城市功能互补。

注重提升绩效，强化财政投资评

审。财政投资评审是规范政府投资管

理、提升政府投资效益的重要手段，对

基本建设领域存在的项目预算编制不

准确、预算执行不严肃和随意追加调整

预算等问题，能够起到有效的监督制约

作用，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要

钱都说穷、花钱不问效”的现象。要继

续巩固加强项目评审工作，强化财政投

资项目概（预）算、结（决）算评价审核

以及跟踪问效，有效地遏制建设项目截

留、挪用资金，高估冒算和“三超”等浪

费现象，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要增

强“评审出效益”、“节支也是增收”的

理念，将财政投资评审与财政绩效评价

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评价指标体

系，发现资金管理漏洞，提出改进建议

意见，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强化政策扶持引导，促进产业优

化升级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结构性减税

强调税制结构的内部优化，可以有效促

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支持产业优

化升级的有效财税政策手段。当前，财

税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统一安排部

署，认真组织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工作，做好过渡时间财政扶持资金的预

算安排，密切跟踪试点影响，及时搜集反

馈信息，支持征管工作对接，确保政策

落实和企业减负到位。结合落实结构性

减税政策，重点解决好制造业、服务业

等中小企业集中的行业发展滞后问题。

继续落实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

□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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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2013

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推动四川科

学发展、加快发展，四川省委提出了构

建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

即在提升首位城市的同时，着力次级突

破，夯实底部基础，形成首位一马当先、

梯次竞相跨越的生动局面。要贯彻落实

上述思路和目标，财政部门必须牢牢把

握主题主线，围绕中心任务，充分发挥

积极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功能，通过优

化结构和机制创新，促进经济增长质量

和效益不断提高。

把握政府着力重点，提高政府投

资效益

四川作为西部大省，总体上还欠

发达，投资建设的需求和空间还十分广

阔，但在具体实践中，财政部门要明确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既要支持发挥投资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政府投资

综合效益，又要找准政府投资的着力重

点，防止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注重夯实基础，打通制约加快发展

的瓶颈。2013年，省财政年初预算安排

资金259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一批事关全省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实

施，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

弱环节，打通制约加快发展的瓶颈。一

是支持打造西部交通枢纽。省财政安排

资金149亿元，用于高速公路、国省干

线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统筹安排

各类政府性资金，协同主管部门做好重

点项目资金平衡工作，加快构建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二是加强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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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型微型企业实施减半征收等减轻小

型微型企业税收负担的各项政策；落实

对农产品的一揽子税收政策和促进节能

减排的税收政策；继续执行对四川产业

优化具有特色贡献的动漫企业、中小企

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新型平板显

示器件重大项目进口设备的税收优惠政

策。继续做好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工作。

支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实体

经济是促进经济复苏、支撑经济增长的

前提和基础，是四川实施多点多极支撑

发展战略的核心。财政部门要按照“工

业强省”、“产业兴省”的要求，完善和

创新产业扶持政策，优化整合各项产业

发展资金，大力支持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一是支持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2013年省财政继续安排资金

20亿元，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

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

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六

大产业。今后几年还将重点支持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饮料食品、油气化工、钒

钛钢铁及稀土、能源电力、汽车制造等7

大优势产业，形成四川现代产业体系的

主体支撑。要积极推进产业园区建设，

推动集中集群集约发展，支持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落实培

育大企业大集团的财税政策，加快形成

优势产业集群。支持发挥科技的支撑引

领作用，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财

政投入，支持保护知识产权，增强创新

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支持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2013年省财政年初预算安

排资金159.9亿元，支持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加快农

（林、牧）业产业化发展，力争三年内培

育60个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强县、40个现

代林业产业强县和40个现代畜牧业重

点县。同时，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

新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促

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三是支持发展

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是四川长远发展的

重要增长点。2013年省财政年初预算安

排30亿元，重点支持内外贸发展促进、

现代物流、金融创新以及旅游等服务业

发展。同时，要发挥四川文化旅游资源

丰富的优势，推动文化产业、面向农村

的服务业和休闲旅游服务业发展壮大。

落实扩大消费政策措施。消费是扩

大内需的难点和重点。财政部门要贯彻

落实好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措

施，切实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要认

真落实各项强农惠农补贴政策，增加农

民转移性收入。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大力支持就业培训、创业扶

持，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和低收入群体增

加收入；完善城乡低保、社会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医保等政策制度，适时提高补

助标准，消除城乡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

之忧。加大财政扶贫投入，深入推进大

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加快秦巴山区、

乌蒙山区、藏区连片扶贫开发，支持大

中型库区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增加贫困

地区群众收入。同时，大力支持开展优

化改善消费环境工作，推动整顿和规范

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让老百姓放

心消费。

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提升财政政

策效能

推动实施多点多极支撑战略是一

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基建、产业、

民生等诸多方面，必须创新财政体制机

制，丰富财政政策手段，提升财政支持

发展的政策效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质

量和效益的提高。

创新预算管理模式，推进绩效预算

改革。财政资金是稀缺资源，要通过建

立完善绩效预算管理体系，优化公共资

源配置，节约公共支出成本，将节约的

财力投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弥补社会

事业欠账等方面。在预算编制环节，要

深化编审制度改革，科学设置项目实施

的绩效目标，从源头上提高资金分配的

合理性。在预算执行环节，要严格执行

专项资金绩效分配、中期评估、结余结

转管理等制度，把执行不好、无法执行

的项目资金调整到急需的方面，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在支出绩效评价环节，要

客观公正的评价项目实施情况，并将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体现激励约束

的导向作用。

创新差别化扶持政策，促进区域

均衡发展。针对四川区域自然条件差异

大、发展基础不平衡、发展水平不同步

的现状，财政部门要积极创新差别化的

财政扶持政策，充分调动基层政府加快

发展的积极性。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

制度体系，坚持分层保障、分类指导，

发挥各类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控功能。一

般性转移支付要充分体现促进各地保障

运转、保障民生的体制功能；专项财力

转移支付要赋予市县政府相应的自主决

策权和明确的管理责任；专项转移支付

则要体现绩效分配的要求。在产业发展

资金的安排上，要根据各地的要素禀赋

和产业规划，有针对性的给予政策和资

金扶持，将比较优势变成发展优势，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

创新资金投入机制，提升财政资金

效益。转变财政投入方式，推动由直接

投入向间接扶持、由资金扶持向机制引

导、由政府扶持向各方参与转变。创新

资金整合机制。要按照“集中财力办大

事”、“财权与事权匹配”的思路，大力推

进各类促进发展资金的整合使用。以优

势区域、主导产业、重点项目为平台，在

资金使用方向不变、管理责任不变的基

础上，集中统筹安排方向相近或相同的

项目资金，发挥资金整体优势和规模效

应。创新引导放大机制。要找准财政杠

杆“撬动支点”，大力推广“竞争立项”、

“政府购买”、“财政金融互动”等分配模

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综合运用以奖

代补、贷款贴息、担保保险、融资平台等

手段，撬动金融资本和民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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