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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督导督促新机制，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对经济增长和社

会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采取明确执行节点和进度目

标、按月排名通报，与全市综合考核体系挂钩等措施，促进

支出进度与时间进度相匹配。加强预算执行跟踪分析，对预

算执行进度较慢或预计年内难以执行的资金，及时收回统

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资金支持的领域。加快置换债券

的置换和新增债券的发行安排衔接，在国库集中支付、政府

采购等环节进一步简化审核流程。

（四）绩效管理提质扩围。全面建立新设评估、中期评

估、年度评价“三位一体”的绩效管理新机制，组织对市级

专项资金实施“拉网式”绩效评估，将设立依据不充分、整

体使用效益不高、绩效不明显的专项资金全部取消，将使用

方向相同、用途相近的专项资金整合归并。出台《青岛市市

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试行）》，将绩效目标随

部门预算一并批复，并将批复的绩效目标作为绩效跟踪管

理、绩效评价和财政监督的重要依据。

（五）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政

府购买服务改革实施方案》，构建多层次、多方式、多元化

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2017年，

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安排资金 12.3亿元，增长 42％，购

买主体涉及 72个部门，购买服务事项 2628项。

四、建立健全财政监管体系 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一）加强税源监控监管，规范经济运行秩序。大力开展

纳税排查并全面实施“异地经营纳税企业税源监管台账制

度”，着力解决税源外流问题。牵头组织开展外地入青施工

企业税源清查和地方纳税 200强等重点企业走访服务等工

作，帮助企业做好税收筹划、拢聚税源。健全区市间税源迁

移监管工作机制，维护财源建设工作秩序。

（二）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建设，严肃财经纪律。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财政监督检查工作的意见》，切实维护

《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等财政法律法规和财经纪

律的权威性、严肃性。组织开展预算编制、调整、执行、决

算情况审核等 39项日常监督检查，政府采购、资产、预算绩

效、债务管理情况等 19项专项监督检查。强化信用负面清

单应用效果，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 2016年度财政专项资金

监督检查信用负面清单，对 10家项目单位的失信失范行为

和个别区（市）的失责行为实施信用惩戒。

（三）加强政府性债务监管，确保风险可防可控可化解。

全市政府债务规模适当、风险总体可控，政府债务还本付

息资金得到有效保障。出台了《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落实各级各部门风险评估、预警、应急响应等责任，为

全面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处置政府性债务风险提供

了制度保障。组建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市长为

副组长、13个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全市政府性债务管

理领导小组，为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提供有力组织保障。严

格执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并对全市政府融资担保行为、以

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融资行为等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着力防

范和化解存量隐性风险。

（青岛市财政局供稿，宋晓阳执笔）

河南省

2017年，河南省实现生产总值 44988.16亿元，比上年增
长 7.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339.49亿元，增长 4.3％；
第二产业增加值 21449.99亿元，增长 7.3％；第三产业增加
值 19198.68亿元，增长 9.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43890.36
亿元，增长 10.4％。全年进出口总额 5232.79亿元，增长
10.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666.77亿元，增长 11.6%。商
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 1.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1.4%。
全省财政总收入 5238.3亿元，增长 10.7%，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实际完成 3407.2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2.9%，增长
10.8%（其中税收收入 2329亿元，增长 13.3%，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8.6%，比上年提高 1.8个百分点），加上
中央补助、政府债券、上年结余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9670.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际完成 8215.5亿元，为
调整预算的 98.2%，增长 9.6%（其中，11项重点支出增长

16.4%），加上上解中央、政府债务还本、补充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9532.7亿元。财政收支均超
额完成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收入扭转了自 2012

年以来增速下滑的态势，支出首次突破 8000亿元，是 2012

年的 1.6倍。

一、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打好四大攻坚战

2017年，中央对河南省转移支付补助 3560.5亿元，比上
年增加 185.1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090.2亿元，总量继续保持全国首位，为
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一是在支持农村脱贫方面，安排

省级扶贫资金 57.8亿元，指导全省 53个贫困县统筹整合涉

农资金 243.4亿元，保障脱贫攻坚顺利推进。支持小额信贷
扶贫模式，以金融服务体系、信用评价体系、风险防控体系、

产业支撑体系为政策框架，形成了“政银联动、风险共担、

多方参与、合作共赢”的“卢氏模式”，并在全省推广，得到

了习近平总书记、汪洋副总理、马凯副总理的批示肯定。推

广“政融保”产业扶贫项目，出台多项农业保险政策，助力

脱贫攻坚。深入调研，解剖麻雀，摸准扶贫资金支出症结，

针对性制订加强扶贫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意见、

加快扶贫项目资金进度的“十条措施”和改进管理的“六项

操作规范”，建立日报制度，全面提升资金运行效率和支出

进度。开展扶贫资金问题专项整改，组织专门力量跟踪核查

扶贫资金使用情况，探索构建扶贫资金监管长效机制。二是

在支持国企改革方面，全面启动省属功能类、公益类企业改

革，摸清两类企业资产底数，制订出资人权力和责任清单、

两类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和薪酬管理暂行办法，

促使企业更好发挥职能作用。截至年底，两类企业资产总规

模达到 8500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20%；实现营业收入 534

亿元，同比增长 29%；实现净利润 56亿元，同比增长 34%，
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安排资金 77.9亿元，支持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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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确保省属企业剥

离办社会职能提前一年半完成任务。三是在支持环境治理

方面，安排资金25.5亿元，支持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
乡村清洁工程等重点领域。落实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

偿机制和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调动市县加强环境治理的

积极性。争取财政部在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中对南水北调

沿线市县新增调剂安排引导性补助 3亿元。成功争取郑州、

开封、鹤壁、新乡 4个城市纳入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试点城市，三年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66亿元。

投入资金 18.6亿元，建设 313个美丽乡村，进一步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四是在支持转型发展方面，出台 20条财政政策、

统筹 96.6亿元资金，支持破解转型发展瓶颈制约，提升实体
经济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研究出台支持烟草业、白酒行

业转型发展财政政策。制定发布支持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和产业集聚区的若干财政政策，推动科学载体实现较好

发展。安排资金 7.5亿元支持河南自贸区和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建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二、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稳步发展

一是支持“三去一降一补”。争取中央财政补助18亿元，

支持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分流职工得到妥善安置。制定支

持推动市场化债转股的财政奖励政策，服务国有企业去杠

杆。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支持农民进城购房，助推

房地产去库存圆满完成。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推进“营

改增”试点，严格落实简并增值税税率，为企业减税 169亿

元；全面清理涉企收费，为企业降费45.3亿元，省级涉企行
政事业性收费实现零负担，促进了经济平稳发展。二是支持

新型城镇化建设。安排新型城镇化转移支付资金30亿元，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17.3亿元，引导各市县加快城镇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

人口全覆盖。出台支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财政政策，统筹政

府债券资金 100亿元、土地储备前期开发省级补助等资金，

支持试点县市加快推动项目建设，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

平。推动市县编制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资金综合平衡方案，做

到资源与融资匹配，严控债务风险发生。三是支持基础能力

建设。安排资金 315.8亿元，支持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农村
公路、内河航运、场站等项目建设；安排资金46亿元，支持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建设；安排资金18.1亿元，支持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和郑州机场、南阳机场加快发展，不断强

化河南省作为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争取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贷款 3亿美元，支持洛阳市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

设。四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四优四化”（“四

优”即重点发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

“四化”即统筹推进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

发展产业化）重点任务，加大省级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力度。

安排资金51.4亿元 ,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381.6万亩。安排资
金 50.7亿元，支持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业生
产技术水平、推广绿色高效农业生产模式。落实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等各

项惠农补贴和政策资金145.4亿元，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

争取中央财政将鹤壁、新乡、滑县、内黄等地纳入地下水超

采区综合治理试点，获得财政补助资金 4亿元。成功争取纳

入全国“优质粮食工程”首批试点省份，获得中央奖励资金

3亿元。投入奖补资金 8.4亿元，扶持 482个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和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项目，增强乡村“自我造血”能力。

五是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安排专项资金 5亿元，设立首期规

模10亿元的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创业发展基金，

支持自创区创新发展。完善普惠性后补助支持政策，引导市

县和企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下放科研经费管理权限，建立

基本科研业务费制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河南省作为

改善地方科研基础条件、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以及落实国家科技改革与发展重大政策成效较好

的5个省份之一，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三、强化财政管理创新，构建有利于发展的体制
机制

深化改革创新，改进管理机制，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一是规范PPP模式推广应用。创新PPP模式宣传推介机
制，在中国第三届PPP融资论坛上宣传和推介河南PPP项
目，印发分行业领域典型案例，发挥示范项目引导带动作

用，收到了良好成效。截至年底，省财政厅PPP项目库入库
项目达 1393个，总投资 16390亿元，涉及市政工程、交通运

输、农业、养老等 19个领域，已有 263个项目落地实施，总

投资 4137亿元。洛阳市、汝州市、长垣县推广PPP模式成效
明显、社会资本参与度较高，受到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

二是深化财政资金基金化改革。制定出台《河南省政府投资

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构建政府投资基金“1+N”制度体系，
进一步规范基金管理。省财政统筹资金 40.6亿元，支持设立
了 9支基金，其中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现代农业发展、农

业综合开发股权投资三支基金的首期基金已全部落地。三

是强化大数据信息化应用。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为突破口，

建立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实现对每个单位、每笔资金、

每个流程、每个环节在线监控，进一步促进了扶贫资金精准

使用，为构建覆盖全部财政支出的在线监管平台奠定了坚

实基础，得到了财政部的充分肯定。四是创新扶持小微企

业机制。以政府采购合同的预期支付能力为切入点，实施政

府采购合同融资，进一步拓宽了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已帮助

小微企业实现融资 2.6亿元。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
制，对全年实现“三个不低于”（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

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

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目标的银行业金

融机构拨付奖励资金 4.1亿元，带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小
微企业贷款 859亿元。

四、支持保障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
及人民群众

全省财政民生支出6389.9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比重为 77.7%，各项民生政策得到较好保障，人民群众获得
感进一步增强。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研究确定重点民生实事

方案，并足额筹措财政资金保障相关事项落到实处。一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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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就业和社会保障。出台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财政政策

20条，设立总规模 100亿元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对

创业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建设给予奖励支持，对返乡农民

工的创业项目分别给予“三项融资补贴”和“四项创业奖补”，

有力地吸引和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受到了国务院办

公厅的表扬。安排资金 4.96亿元，全面实施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减轻困难群众负担，该做法被编入

中央改革办典型案例。免费开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新

生儿疾病筛查和妇女“两癌”救助，切实减轻了群众压力。

二是支持教育发展。安排资金 203亿元，统一城乡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

助政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安排资金 16.4亿元，落实
普通高中经费保障机制。安排资金 20.5亿元，实施职教攻坚
二期和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安排资金 156.1亿元，支持高等
教育发展，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成功入选国家“双一流”建

设名单。三是支持医疗服务水平提高。围绕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安排资金 2.5亿元实施省级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联合相关部门通过加强医疗科研平台建设、人才队伍建

设，全面提升省属公立医院综合医疗服务能力。四是支持文

化事业发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善基层公共文

化体育设施条件，推进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和体育场

馆免费低收费开放。五是支持保障房建设。投入资金 107.4
亿元，支持保障房超额完成建设任务。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

资金分配管理机制，解决了多年来保障房资金支出进度缓

慢问题。支持青年人才公寓建设，拨付 8.3亿元项目资本金，
确定公寓建设机制和融资模式，首期总投资约 42.3亿元，资
金来源已全部落实到位。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一是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按照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指示精神，坚持“开前门、堵后门”。省级层面成立了政府性

债务管理领导小组，省长任组长、常务副省长任副组长。制

定了一系列债务管理文件，形成了覆盖债务限额管理、预

算管理、风险管理、应急处置、监督问责等各个环节的“闭

环”管理体系。将政府性债务管理作为市县政绩考核的一项

指标。梳理三个口径债务基本情况，组织开展全省债务风险

评估和预警工作，督促所有市县政府制定债务风险化解和

控制规划，明确债务管控的具体量化目标和措施。设定“正

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严防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
买服务等异化为变相举债。组织开展两轮违规举债担保问

题清理整改工作，并对政府违规举债担保问题进行专项检

查，依法依规对有关人员进行追责，严控遏制隐性债务蔓延

趋势。顺利实现省政府提出的 2017年系统内债务“红灯区

全部退出、黄灯区退出一半”的既定目标。全年发行政府债

券 1978.4亿元，提前一年完成非债券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
作。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中期财

政规划编制框架和制度体系，进一步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

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建立预算安排与预算绩效挂钩的激励

约束机制。收回以前年度财政存量资金 62.4亿元，统筹用于
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加大专项资金清理整

合力度，全年压减 40%以上。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针对年
度存在的短板问题，逐一改进提升，制订预决算公开操作规

程，建立定期统计通报制度，督促各级各部门切实履行公开

责任。除涉密部门外，省级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全部公

开了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三是深化财政体制

和税制改革。出台《河南省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实施意见》，完善财力性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县级财政

基本保障能力，保障了市县财政平稳运行。提出大气和水污

染物适用税额等意见方案，经省政府、省人大审议通过，为

环保税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拟定了《河南省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和适用税目税率，推进水资源税改革

试点。

（河南省财政厅供稿，李文煜执笔）

湖北省

2017年，湖北财政系统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入推进财

税体制改革，积极应对经济下行等重大考验，全省财政呈现

总体平稳并向好的态势，有力促进了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

和谐稳定。

全省完成生产总值 36522.95亿元，增长 7.8%。其中：
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3759.69亿元，增长 3.6%；第二产业
完成增加值 16259.86亿元，增长 7.1%；第三产业完成增加
值 16503.40亿元，增长 9.5%。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6年的

11.2:44.9：43.9调整为 10.3：44.5：45.2。全省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不含农户 )31872.57亿元，增长 11.0%；实现外贸进出
口总额 3134.3亿元，增长 20.6%；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394.10亿元，增长 11.1%；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1.5%。
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 5441亿元，增长 9.4%。其中上划

中央税收完成 2193亿元，增长 10.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 3248亿元，增长 8.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801

亿元，增长5.9%。省对市县各类补助达到 2932亿元，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 1741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近 1000亿元。

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转型
升级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出台《关于财政支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关于发挥财政资
金杠杆作用 撬动社会资本支持实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
等政策，市县制定了一系列配套制度，不断优化稳增长、促

发展、助转型的财税政策体系，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新活力。

（一）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一是围绕“做

加法”，在加快补齐短板上发力。合理测算资金需求，纳入

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整合财政存量资金、专项资

金和政府债券等资金，全面推进补短板三年十大重点工程、

“四个三重大生态工程”(即四大工程，三年攻坚。四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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