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177.12亿元

2007 年 1—11 月，我国财政收 入达到 48177.12亿 元，

比 上年同期增长 33.5% 。预 计全年全国财政收 入将超过

5.1 万亿 元，同比 增长 31% 左右。

37084.77亿元

20 07 年 1—11 月，我国 财 政 支出 37084.77 亿 元，同

比 增长 25.2% 。各 项 重点 支出得到 较 好 保 障。其中，农

林 水事务支出 2360.97 亿 元，同比 增长 31.4% ；教育支出

5578.19 亿 元，同比 增长 32 .7 % ；医 疗卫 生支出 1418.85

亿 元，同比 增长 40.6% ；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 支出 4128.46

亿 元，同比 增长 2 8.6% ；科学技术支出 1173.93 亿 元，同

比 增长 33% 。

17万亿元

2003 年至 2007 年五年间，全国财政收 入累计约 17 万

亿 元，比 上一个五 年增加 10 万亿 元，年均增长 22% ；全

国财政 支出累计约 17.4 万亿 元，比 上一个五 年增加 9.3 万

亿 元，年均增长 16.1% 。

6.9%

2007 年 11 月 份，居 民 消 费 价 格总 水 平 同 比 上 涨

6.9% 。其中，城市上 涨 6.6% ，农村上 涨 7.6% ；食品 价

格上 涨 18.2% ，非食品 价格上 涨 1.4% ；消费品 价格上 涨

8.4% ，服 务项目价格 上 涨 2 .3% 。从 月环比 看，居民 消费

价格总水平比 上 月上 涨 0.7% 。1—11 月份 累计，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同比 上涨 4.6% 。

17.3%

20 07 年 11 月份，全国 规 模 以 上 工 业企 业（年主营业

务收 入 500 万 元 以 上 的 企 业）增加 值 同比 增长 17.3% 。

1—11 月 份，全 国 规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增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8.5% 。

7654.3亿元

2007 年 1—11 月，中央 企 业 上 缴税金 7654.3 亿 元，

同比增长 24% ，比去年同期增加 1481.8 亿 元。

177.99亿元

2007 年 1—11 月，全国财政专员办共受理各种审核审

批 事项 涉及 金额 2369.26 亿 元，核批中央基层 预 算单位

银行年检账户 65719 个，征 收、监缴中央非税收 入 824.62

亿 元，共查出各种违规 违纪资金 348.79 亿 元，挽 回 损 失

177.99 亿 元，建议追究责任人 168名。

7000万元

入冬以 来，我国部分省（区）旱情严峻，近日，中央财政

紧急拨付特大抗旱资金 7000 万元，支持江西、湖南、湖北、

广东、广西、贵州等旱情严重的省（区）做好 抗旱救灾工作。

2628亿元

2007 年 11 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38.55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5.30% 。其中当月居民户存款增加 2628

亿 元，同比多增 845 亿 元。这是 2007 年下半年以 来我国居

民户存款的首次增加，体现出居民储蓄回 流的特征。

财经时讯

动 态

山西省：增支2亿多元提高六项社会保障标准

为进一步提 高 全省城乡困难群众的生活 水平，推进以

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山 西省财政部门将增支

2.23 亿 元用于落实省政府提 高 六 项社会保障标准的决 定。

其中，2007年落实 3200 万元，2008 年预算增支1.91亿 元。

一是提 高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 保障标准，按 现有全省城市低

保 对象 88.7 万人计算，全省的人均月补差标准提 高到 97.6

元，所需资金按照省、市、县 4∶ 3∶ 3比例分担。二是提 高

全省农村低保 标准，按 全省现有农村低保人数 78.6 万人计

算，全省年人均补助标 准从 360 元增加 到 432 元。三是提

高农村五保对象供 养标准，省级财政负担部分由每人每年

1000 元 提 高至 1200 元。四 是提高企业 离退休人员冬季取

暖补贴标准，从 2007年冬季取暖期开始，由每人每年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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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调整为 700 元。所需资金列入当年养老金支出预 算，由

各级 企业 养老保 险 经办机 构从统 筹基金 中支付。五 是提

高失业保 险 金标 准，在现行标准基础 上再提 高 40 元 ，依

次调整为每人每月一类 430 元，二 类 400 元，三 类 370 元，

四 类 340 元。医疗补助金按本人领取失业保 险 金的 10% 相

应增加。六 是在对高校困难学生进行伙食补贴 的基础 上，

再按 每生每月 30 元的标准进行伙食补助。 （薛朝阳）

江苏射阳：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

近年来，江苏省射阳县财政局通过实施“五个一”，不断

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一是一本预算统一编制。对全

县行政事业单位 全面实行预 算管理，单位的收 入和支出全

部纳入部门预算，按序时进度拨款，强化 预算约束。二是一

个账户集中收付。将财政一般预算、行政性收费、罚没等所

有收入直接缴入国库集中单一账户，取消部门或单位的资金

账户。三是一本票据 强化管理。将行政事业单位的所有财产

性、资本性、经营性收 入等全部纳入非税收 入管理范围，实

施“ 两票合一”的非税收 入票据 管理制度，并实现了开票和

缴款“零时差”。四 是一个标准加 强核算。按照统一会计集中

核算管理制度、统一业务流程、统一服务理念的要求，从 报

账流程、报账环 节、原始 凭证、报账单填列、报批要求等方

面全面规 范。五是一套机制强化预警。对单位年度预 算的执

行情况，实施全程监督，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相关单位发出

预警，该整改的责令限期整改。 （于正 兵）

江西袁州：民生资金实行“一卡通”发放

为管好用好民生资金，杜绝补贴资金的滞留延压 和挤占

挪用现象，确保资金及时足 额发放到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

区在做好农户信息采集、数据审核认 定等大量工作基础 上，

在全区范围内对农村低保、义务兵优待金、救 灾救 济等民生

资金全面实行“一卡通”发放。通过农村信用社直接打入农户

个人存折，实行“一户一折一号”。截至目前 ，袁州区通过“一

卡通”方式发放民生资金 442 万元，受益对象2561户。

（张远征  黄雪梅）

山东招远：为低收入家庭发放廉租住房补贴

山 东省招 远市财政 局为切 实解决市区最低 收 入家庭

住 房困难问题，制 定了市区最低 收 入居民 家庭 廉租 住 房

保 障管理办法。规 定廉租住 房保 障 方式以 发放租 赁住 房

补贴 为主，实物配租 为辅，凡 是享受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 保

障待遇的无房户或住 房困难户家庭均可申请住房补贴。经

申请人申请，相关部门 进行审核公 示后，予以 发放。租赁

补贴 保 障的 面积 标 准为人均住 房建筑 面 积 15 平方米，每

平方米每月补贴 4 元。  （冯晓东）

河南滑县：公务用车实行 IC 卡定点加油

为加 强财政支出管理，降低行政 成本，河南省滑县财

政局制订了全县公 务用车实行定点加油的暂行规定，“一车

一卡一号，凭卡对车对号加 油”。加 油卡分为管理卡和副卡，

管理卡主要用于查询车辆的加 油时间和加 油量等相关资料，

副卡主要用于加 油。驾驶 员必 须持与车辆牌照 相对应的加

油卡到定点加 油站进行加 油，加 油站核对车型和牌照无误

后 加 入相应品 名和数量的油品 ，如 发现 给 非本车加 油的，

对加 油站、驾驶员予以 处罚，并对举报属实者一次 奖励 500

元。预计实行 IC 卡定点加 油 ，全县公 务用车一年可节省燃

油费 20 万元。  （王子瑞  李君鸿）

湖北仙桃：及时足额支付民生资金

2007年以 来，湖北省仙桃市财政局及 时足 额拨付民生

资金，资金管理方面突出了“三个一”：一是资金预算“一次

筹满钵”，坚持上 级拨付的专项资金一分不截留，该配套的

资金全力配到位，并实行备用金制度，在突发事故或急需资

金时做到派得上、支得出；二是资金调度“一次安排到位”，

建立“硬规 定”，注重“管长远”，对每一项专项资金制定了相

应的管理“配套制度”，确保资金调度一次性安排到位 ；三

是资金落实“一杆插到户”，减少中间环 节，城镇低保、农村

低保 等资金直接 拨付到居民存折，新农合、大病医疗救 助

等资金直接结算到对象，保证了资金按政 策落实。

（应中勤  许登峰  方银华）

湖南冷水江：“三级联审”制刹住公款旅游考察风

2007年以 来，湖南省冷水江市为刹住公 款旅游考察风，

节约财政资金，对公 职人员集体外出严格 实行“三 级 联审”

制管理。即各单位 公 职人员集体 外出学习考察，必 须是先

写出申请报告，注明考察人员姓 名、目的、任务、经费、路

线，经市纪委廉政室和分管副书记、政府分管副市长、市委

分管常委审批同意后 才能成行。考察学习费用报账时，必 须

附“三 级 联审”审批单据。对未经批准外出或擅自改 变行程

路 线发生的费用，财政国库支付中心一律不予报 账。该制度

实施 9 个月来，已初见 成效。全市共拒批了 38 家单位的外

出考察报告，比上年同期减少考察培训经费 155万元，减幅

30.16% 。  （李林森  陈金秋  段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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