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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明文规定的三类财政专户，累计撤销财政专户 38个，截

至年底，全市保留存量财政专户 85个（市本级 9个，县区 76

个），全面完成财政专户清理整顿工作。严格控制新增财政

专户，开立财政专户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及财政部有关规

定，按规定程序报财政部核准。编制大连市合规存量财政专

户目录，将全市清理整顿后保留的合规存量财政专户分地

区、分种类进行统计编目，实行目录化管理。制定出台《大

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

管理的实施意见》，加强财政专户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银行

选择管理，引入竞争机制，约束资金存放行为，防范利益输

送，规范银行吸存行为。

  （大连市财政局供稿，赵心宇执笔）

吉林省

2017年 ,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288.94亿元，比
上年增长 5.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429.21亿元，增长
3.3%；第二产业增加值 7012.85亿元，增长 3.9%；第三产业
增加值 6846.88亿元，增长 7.5%。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 56102元，增长 6.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855.75亿元，
比上年增长 7.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3283.89亿元，增长
1.4%。进出口总额 1254.15亿元，增长 3.0%。其中，出口总
额 299.92亿元，增长 8.2%；进口总额 9102亿元，增长 1.5%。
全年商品零售额 6857.31亿元，增长 6.8%；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为 101.6。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8319

元，增长 6.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950

元，增长 6.8%。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 1210.91亿元，比上

年下降 4.1%。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支出 3725.72亿元，增长
3.1%。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29.39亿元，加上一般债务收
入、中央补助收入、市县上解收入、上年结余和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等，省级财政收入总计 3514.76亿元。省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647.99亿元，加上省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支出、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结

转下年支出等，省级财政支出总计 3514.76亿元。省级实现
财政收支平衡。2017年省级对市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共计 1914.35亿元，其中，税收返还性支出 80.08亿元、一般
性转移支付 991.93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842.34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513.53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39.5%，比上年增长 34.1%。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上年结余收入、中央补助收入和调入资金等 419亿元，收入

总计 932.53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533.66亿元，为调整
预算的 86%，比上年增长 25.3%。加上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调出资金等 312.34亿元，基金总支出 846亿元。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 86.53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59亿元，为预算的 141.2%，比

上年下降 30.1%。加上上年结余收入和中央补助收入等 5.87
亿元，收入总计 8.46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86亿

元，为预算的 82.6%，比上年下降 42%。加上调出资金 5.49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总支出 7.35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11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 1694.07亿元，为预算的

103.2%，比上年增长 76.3%。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800.45亿
元，收入总计为 2494.52亿元。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计
1752.01亿元，为预算的 98.5%，比上年增长 87.7%。收支相
抵，结余 742.51亿元。

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一是支持重点项目建设。筹措安排资金 126.9亿元，支
持公路、铁路、机场和重大水利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研究

出台《财政支持抓项目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制定了 12条

具体政策措施。二是支持国企改革攻坚和民营经济发展。筹

措拨付资金 10.6亿元，用于推动工业经济发展、企业技术
改造、创新孵化基地以及创业园区建设等公共服务平台项

目，推进国有企业“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

理）分离移交。三是打好服务业攻坚战。筹措资金 5.3亿元，
通过基金投入、补助、贴息等多种方式，支持商贸流通、电

子商务、养老、旅游、现代服务业发展，把服务业培育成拉

动经济增长和增强发展后劲的新引擎。四是促进农业现代

化发展。筹措拨付资金 92.4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产业化、特色产

业发展、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项目建设。筹措拨付资金

194.6亿元，落实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
保险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等，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

极性。

二、支持脱贫攻坚

一是完善落实财政支持政策。制定印发《吉林省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

点，在继续巩固 8个国贫县整合资金试点工作成果的基础

上，将试点范围扩大到省定连片特困地区县。将中央和省

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全部下放到市县。二是

筹措拨付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0.4亿元，比上年增加 2.9亿
元，增长 16.6%。全省各市县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出进
度达到 99.44%，远超过国家绩效评价满分要求。三是加强
财政扶贫资金监督管理。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

金和项目管理的意见》，下发《关于切实加快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支出进度的通知》，督促市县加快资金支出进度，收到

良好成效。

三、保障改善民生

一是支持创业就业。筹措拨付 32.7亿元，以公益性岗
位援助、社会保险补贴、初创企业补贴、孵化基地建设补

助和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补助为重点，着力促进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就业。二是完善养

老保险制度。筹措拨付资金 249.3亿元，确保了 286.7万企
业离退休人员和 231万城乡居民的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三是加大对低收入群体扶持力度。城乡低保人员保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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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由城市月人均 445元、农村年人均 3412元提高到 484

元和 3734元。四是支持改善群众居住生活条件。筹措拨付

资金 81.8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暖房子”、农村厕
所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建设、冬季清洁取暖等。

四、统筹发展社会事业

一是支持教育优先发展。筹措拨付资金 164.5亿元，扩
大学前教育资源，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公

办普通高中经费保障水平，支持发展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和

高等教育强省建设等。二是支持加快科技创新，筹措拨付资

金 20亿元，用于加强基础应用研究，促进科技成果加快在

省内转化应用；启动实施科技小巨人企业培养行动，引导

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医药健

康产业加快发展，培育新经济和新业态。三是推进医疗卫生

事业体制改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财政补助标准由人均 420元提高到 450元。四是支持文化

体育事业发展。筹措拨付资金 25.9亿元，用于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生产、文

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体育产业发展，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和开

展冰雪强省建设等。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一是推进省以下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以省政府

文件印发《吉林省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方案》，从推进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划分、完善省与市县支

出责任划分、推进市县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三

个方面，明确了改革的主要内容。二是调整完善省与市县

收入划分体制。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

整省与市县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在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

稳定的前提下，统一规范了省与市县增值税分享比例，健

全完善了省对市县促发展激励机制。三是印发《关于实施支

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若干财政政策》，从七个方面制定

了 22条具体政策措施，为加快推进吉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进程，提供了财政政策保障。四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绩效目标审核，扩大绩效评价范围，

对 54个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24.88亿元，对
60个部门开展了部门支出绩效评价。五是加强省级专项资

金管理。省政府印发《关于切实提高省级专项资金精准性和

有效性的意见》，对现有 22项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

了重新修订。六是设立PPP引导基金。与中国PPP基金合作
设立吉林省中政企合作基金，吉林省出资 5亿元，争取国家

资金 40亿元，已形成总量 125亿元的 PPP基金规模，放大
25倍。七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机制，省政府印发《吉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多渠道筹集资金消化存量债务，逐步降低政府债

务风险。

六、推进税费改革

一是做好“营改增”试点工作。吉林省“营改增”试点

工作运行平稳有序，成效显著。截至 2017年底试点纳税人

比推开时增加 15万户。二是排污费改征环境保护税。吉林

省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已于 2017年 12月 1日，经吉林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确定环境保护税应税大气污染物税额标准执行每污染

当量1.2元，应税水污染物税额标准执行每污染当量1.4元，
明确环境保护税开征后，将不再征收排污费，征收主体为

地方税务部门，税收收入为地方固定收入，省与市县按

三七分成，为环保税开征做好充分准备。三是落实国家和

省税费优惠政策。吉林省按规定取消政府性基金 2项，调

整 4项政府性基金相关政策，落实取消停征中央设立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26项，降低 1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至年底，吉林省共有政府性基金 20项，全部为国家级项目，

共有行政事业性收费 40项，其中，省级收费 4项（均为非

涉企项目），国家级收费 35项，同时属于国家级项目和省

级项目的收费 1项。

                          （吉林省财政厅供稿，张  雪执笔）

黑龙江省

2017年，黑龙江省生产总值实现 16199.9亿元，比上年
增长 6.4%。其中，第一产业 2968.8亿元，增长 5.4%；第二
产业 4289.7亿元，增长 2.9%；第三产业 8941.4亿元，增长
8.7%。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 11079.7亿元，增
长 6.2%。全省实现进出口总值 189.4亿美元，增长 14.5%。全
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99.2亿元，增长8.3%。全年居
民消费价格（CPI）上涨 1.3%。

一、坚持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抓收支，
财政支撑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一）深入挖掘增收潜力。推动出台并严格落实《黑龙

江省税收保障条例》《黑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各

级财政与国税、地税和非税收入执收部门，强化横向同步联

动、纵向协同配合，依法依规挖潜增收，一举扭转了财政收

入连续两年下滑态势，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43.2
亿元，增长 11%。财政、税务、审计、工商、公安等部门通力
配合，扎实推进建设全省统一的涉税信息保障平台，进一步

夯实税收信息化管理基础。

（二）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完善落实加快支出进度长效

机制，坚持周统计、月通报，进一步压实支出主体责任，加

快预算资金分解下达，加速重点工程项目实施，加大盘活存

量资金力度，提高项目资金结算和财政资金拨付效率，预算

执行均衡性、时效性进一步增强。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

成 4640.7亿元，增长 9.8%。
（三）确保各级财政收支平衡。克服收支矛盾，加大对

上争取力度，中央财政补助转移支付额度、核定黑龙江省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进一步增长，省级将中央转移支付

和新增债券大部分用于市县。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省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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