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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十年看财政

十八大代表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郑建国

了经济增长。2011年，为应对物价上涨对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出台了临时价

格补贴、结构性减税、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保持

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

内需求增长困难、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实际，

山西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调控作用直

接、时滞较短的特点，多种政策措施组合运

用，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是

减负加力。取消了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暂免

征收了小型微型企业1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认真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为全省15.1万户

增值税纳税人、6.4万户营业税纳税人调整了

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为3万余户小型微型

企业落实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二是

投资加力。今年1—7月，省财政共拨付公路、

铁路、大水网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

216亿元，有力地带动了社会投资

的增加。三是消费加力。提高了公

务员津补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最

低工资标准，落实了提高个人所得

税免征额政策，为全省工薪阶层年

减税17亿元。下达价格调控基金、

商品储备补贴及临时价格补贴资

金1.14亿元，保持物价稳定，提升

了居民即期消费能力；拨付资金

2.8亿元，支持实施了“家电下乡

补贴”、“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节

能产品惠民工程”等活动，有力促

进了城乡消费。四是政策加力。为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2012年起，

省级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由1亿元增加到1.5亿元，中

小企业成长工程扶持资金由5500

万元增加到1亿元。

十年来，山西财政通过综合运

用税费减免、转移支付、政府债券、

投资补助、贴息担保、创业投资、

以奖代补等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

了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

化，有力地促进了科技创新和节能

减排，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在经济增长

和效益提升的基础上，山西财政收

入规模快速扩大，财政实力显著增

强。2004年山西财政总收入突破

500亿，2006年突破1000亿，2008

年突破1500亿，2011年突破2000

亿，达到2260.5亿元，是2002年

的7.74倍，年均增幅达25.7%。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

年是山西省经济社会实现转型跨

越发展的十年。十年来，山西省全

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稳

中求进，深化改革开放，致力转型

跨越，取得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辉煌成就。

2011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跨越

万亿元大关，达到11100亿元。经

济决定财政，财政反映经济。作为

财政战线的一名老兵，我有幸亲

历并见证了山西财政在促进经济

社会转型跨越进程中度过的不平

凡岁月。回首往事，有以下三个切

身体会令人萦怀难忘。

（一）财政调控职能不断强化，

收入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

十年来，山西各级财政全面贯

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

部署，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抓

手，着力提高财政应对复杂经济形

势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创

造并积累了促进山西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的宝贵经验。

2003年，为应对“非典”疫情

对经济的冲击，迅速出台了对餐饮、

旅店、旅游等服务行业减免15项政

府性基金和3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的财政优惠政策，为相关企业减负

14亿元。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对山西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影

响，多渠道筹资600亿元，支持全

省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及民

生、生态工程项目建设，有效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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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8月，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

1919.51亿元，同比增长16.37%。其

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091.67亿元，

同比增长21.27%。山西省一般预算收

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增幅7.19个百

分点，增幅排全国第8位。

（二）支出结构不断优化，保障改

善民生力度空前

十年来，山西各级财政始终坚持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

成果让人民共享的宗旨，不断调整和优

化支出结构，将财力更多地向基层、“三

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

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倾斜，着力推动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加快实现。

2011年，全省仅用于教育、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

文化体育和传媒、城乡社区事务等直

接与民生相关的支出就达1183亿元，

增支274亿元，分别占全省一般预算

支出总量的50%和增量的62%。今年

1—8月，全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和就业、文化体育与传媒、城乡

社区事务以及住房保障等与民生直接

相关的支出累计执行735.02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16.23%，增支102.61

亿元，支出规模和增支额分别占全

省一般预算支出总量和总增支量的

48.92%和30%，为更好地保障改善民

生提供了强力支撑。

推动教育优先发展，2011年全省

教育支出达到423亿元，2012年全省

教育支出比上年增加100亿元以上，

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将达到16%。着

力解决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居民“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人均财政补助由2003年的21

元提高到2011年的120元，增长了近

5倍。到2011年底全省新农合参合率

达94.28%。切实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2003年以来，连续7次提高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2011年月人均

养老金标准提高到1676元，120多万

企业退休职工受益；认真落实城乡低

保、优抚对象补助和农村五保供养等

补助政策，连续8次提高城市低保标准

或补助水平，连续4次提高农村低保标

准或补助水平。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2009—2011年，投入财政资金162.5亿

元支持全省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109.5万套。特别是从2009年开始，共

投入600多亿元在全省农村先后实施

了两轮“五个全覆盖”工程，使全省广

大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显

著改善，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

些惠民工程被誉为“幸福全覆盖”。

（三）财税改革不断深化，公共财

政体制机制得到完善 

十年来，山西各级财政坚持改革

不动摇，深入推进财税体制、财政运

行机制和管理制度改革，着力构建有

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立足山西实际，分别

于2002年和2006年两次调整规范省

市县财政体制，并从2007年开始施行

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有效调动

了各级优化环境、发展经济、组织收

入的积极性。适应发展需要，从2006

年开始，加大了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制

度体系建设力度，建立了县级财政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有力增强了县级统

筹县域发展、财政自求平衡的能力。

推动税制改革，2003年全面启动了农

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比全国提前一

年免征了农业税及其附加；2007年

成功施行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

合并”；2008年实施了燃油税费改革；

2009年实施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

型增值税转型。2012年以来，山西财

政进一步强化财政管理，加强财税制

度改革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一是着

力夯实财政法治基础。开展了《山西

省农业综合开发条例》立法后评估及

新颁布的《山西省会计管理条例》的

贯彻落实工作，开展了企业所得税税

源调查和重点产品国际竞争力调查。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了

行政审批窗口建设和行政审批电子监

察工作，规范了行政审批网上审批事

项。二是着力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继

续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将山西省第

一批扩权试点县（市）全部纳入“省

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范围。全

省11个市本级和90%以上的县完成

或启动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和会

计集中核算转轨工作。健全政府预算

体系，全省11个市全部建立了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深化政府采购制

度改革，将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集中

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限额标准以上的

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全部纳入预算

管理范围，政府采购监管水平和效率

进一步提升。积极开展预算支出绩效

评价试点，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

编制和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三是着

力强化财政监督检查。对保障性住房

建设以及粮食企业、中等职业教育学

校、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等单位的会计

信息质量进行检查，对中央转移支付

及省财政拨付的各项政策性补助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跟踪监督。

不断加大财政投资评审力度，2012年

上半年审减资金1.66亿元，审减率达

14.6%。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连

续10年狠抓了部门预算、现代国库管

理制度、政府采购、预算信息公开等

多项改革深化工作，基本建立了确保

财政预算完整、规范、公开、透明、执

行有力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体系。依

法理财进程进一步加快，财政管理科

学化精细化水平得到提升。

责任编辑  李永佩

11.16（最终版）.indd   15 2012/11/16   10：58：25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转型十年看财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