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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框架；坚持先行先试，组织在社会治安、城乡社区事务领

域开展市县划分改革试点。落实国家部署的税制改革，拟定

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标准，其中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1.8
元、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2.8元，推动环保费改税顺利实施；
继续做好“营改增”试点，试点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成果进

一步巩固，截至年底，“营改增”试点纳税人 319.26万户，共
减税 894.24 亿元；出台降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辆车船税
政策，将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降低到全国较低水平。四

是深化财政资金管理改革。配合人大开展预算联网监督，实

现省市县三级财政与人大联网。推进全省财政资金实时在

线联网监督，基本实现省市县三级财政数据互联互通。印发

全省财政信息公开实施办法，拓展财政信息公开范围。在省

市县三级全面开展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将全省各级政

府 1.17万个部门和 2.35万家预算单位纳入试点范围。五是
深化财政“放管服”改革。取消行政许可 3项，现有财政行政

许可4项，保留项目实现审批环节、审批时间和申请材料“三

个减半”；向省直有关单位或下级财政部门转移、下放审批

事项 12项。推进政府采购简政放权，提高采购限额标准，简

化审批审核程序，推进电子化采购。按照精简程序、提高效

率的要求，全面梳理和优化办文办事工作流程，推动建立运

转协调、办事高效、服务规范的运行机制，财政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和一体化格局进一步加强，服务型创新型效能型机

关建设加快推进。

五、财政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一是加强财政执行分析。落实财政分析监测机制，加强

对各市报表数据的督促和审核，实行季末年末等关键时点

每日一报制度，提高报送质量。修改完善大数据决策分析

系统，推动预算执行信息更为精确、统一。研究预算执行分

析报告自动生成系统，提高预算执行分析科学化、智能化水

平。二是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做好财政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组织开展预算执行情况及会计信息质量、省级财政专项转移

支付资金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及置换债券资金等重点检

查，督促财政政策措施落地生效。对省本级及所有地级以上

市和县（市、区）预决算公开进行全面检查，落实 2016年预

决算公开检查情况整改工作。对预算执行情况及会计信息

质量重点检查的 12家单位、非税收入收缴情况专项检查的

11市 6县、中央扶贫资金检查的 9个地级市 27个县区下达

了处理决定。三是健全绩效管理制度。印发实施《广东省财

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质量控制和考核指标体系框架（试行）》

《广东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办法》《预算绩效管理委

托第三方实施业务指南》等多项管理制度，完善绩效管理制

度体系。加大对第三方机构的培育力度，完善财政绩效第三

方评价机制。全年共组织对十件民生实事、到期专项资金等

28类、200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并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评价试点范围由 6个部门扩展到 12个部门。落实党的十九

大部署，开展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专题研究，提出全面实施绩

效管理意见。四是推进财政信息公开。报请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提出财政

信息公开四项工作原则，明确财政信息公开范围及要求，统

筹推进预决算、专项资金、“三公”经费、政府采购、PPP项
目等各类财政信息公开工作。加大预决算公开督促指导，截

至年底，401个非涉密省级部门均公开了部门预算、“三公”

经费预算，402个非涉密部门均公开了上年部门决算、“三

公”经费决算，全部市县均公开了本级预决算。

          （广东省财政厅供稿，邓  平执笔）

深圳市

2017年，深圳市生产总值 22438.3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8.8%，第一产业增加值 18.54亿元，第二产
业增加值 9266.8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13153.02亿元。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 5147.32亿元，增长 23.8%，增速创 1994年

以来新高。全市进出口总额 28011.46亿元，增长 6.4%。
深圳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624.5亿元，增长 9.2%，其中

中央级收入 5292.4亿元，增长 11.1%；地方级收入 3332.1亿
元，增长 10.1%。地方级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达80%。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4594.7亿元，增长 9.1%。

一、降成本服务经济发展

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完善深圳

特色的降成本措施，以政府的减收换取企业的提效，促进打

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4月 1日起，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

取消、停征和调整 1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

7月 1日起，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降低了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机动车行驶证等工本费及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等工本费 3

项收费。全面实现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涉企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仅有 12项，政府性基金项目仅有 6项，

全部为国家定项目，共为全市企业降成本 1369亿元。

深圳市财政部门重点围绕全市新一轮创新战略布局，加

大对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支持力度，推动国际科技、产业

中心十大专项行动计划落实，市本级全年实现科学技术支

出 172亿元。一是推动加快国际一流创新创业城市建设。财

政出资 50亿元组建天使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扶持以科技为

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关创业项目，加快补

齐企业早期融资难短板。二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市本

级基建支出实现 390亿元，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5100亿

元，增长 23.8%，有效发挥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
撑作用。三是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加快政府引导基金

运作，截至年底，引导基金协议参股子基金达到 133支，子

基金总规模 3573.7亿元。四是服务企业创新发展。为部分显
示技术企业争取税收优惠政策，努力弥补平板显示产业链

关键环节短板。

二、保障民生增进百姓福祉

九大类民生领域 2017年支出 3198亿元，增长 32.5%，占
财政支出比重接近七成。一是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全市

实现教育支出 509亿元，增长 22.8%，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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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保障机制，新增幼儿园学位 2万个、公办中小学学位 4.7
万个，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全面提速。二是推动提升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全市实现医疗卫生支出244亿元，增长21.3%，新
引进高水平医学团队 100个，新增三甲医院 5家、三级医院 5

家，病床 3000张。三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最低工资标准由

每月 2030元提高至 2130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月 800

元提高至 900元，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提高 10%。四是加大力
度集聚人才。加大人才住房投入力度，拨付人才安居集团注

资 500亿元，新开工及筹集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10.2万
套。五是持续推进环境治理。加快推进治水提质项目实施，

全年完成投资 190亿元，新增污水管网超过 2000公里，新推

广应用新能源汽车超过 2万辆。六是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全年投入财政帮扶资金 73亿元，增长 17%，支援新疆、
西藏、广西（百色、河池）等6省区34县（市、区）项目233个。

三、财政改革激发收支引擎

一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全国首发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新品种，打造稳增长防风险“深圳样本、深圳方案”，加快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按照

法治化、市场化发展方向，选取轨道交通 14号线发行第一

期政府专项债券 20亿元，首次在相关制度上作了大量改革

创新，既是深化投融资体制的重大改革创新，更为完善我

国地方政府债券管理制度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获

得财政部充分肯定。二是开展中小企业集合可转债试点。6

月，深圳再担保中心成功主导发行首期集合可转债，规模

6000万元，融资企业 2家，系全国首单集合可转债产品，截

至年底，共成功发行 5期，发行企业 12家，发行金额 3.6亿
元。深圳市中小企业集合可转债既是区域性股权市场首创，

同时也是全国首创，有利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在支持中

小微企业多样化融资、增强金融服务普惠性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三是深化政府采购订单融资改革。截至年底，政

府采购订单融资签约金额和意向金额达 8.1亿元，共扶持超
过 100多家企业，其中 98%以上贷款对象是深圳市中小微企
业，90%以上贷款金额在 500万元以下，贷款利率基本控制

在6%以下。通过订单融资改革，有助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切实为企业减负，在中国政府采购

报、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主办的 2017中国政府采购奖评选

中获得“年度创新奖”。四是完善高等院校、中职学校投入政

策。研究提出深圳合作办学分类管理政策，优化和调整校长

基金投入政策，推动提高高校科技创新水平。建立深圳中等

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度，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市本级各类

公办中职学校实施中职学校生均运行拨款标准，促进中职

学校办出特色，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

才。五是创新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机制。加大公立医院财政补

助力度，在落实政府六项投入责任外，增加了运营初期、开

办费、人才引进等补助，创新医疗机构财政投入机制，财政

通过“以事定费、购买服务”方式，按照服务数量、质量、满

意度等因素核定基本医疗服务补助，引导公立医院增加优

质高效的资源供给。在 6月召开的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

上，国务院医改办将深圳市医疗卫生财政保障机制改革创

新列入 35项重大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

四、财政管理理顺工作机制

一是预算管理改革。制定印发 2018年市本级预算和

2018—2020年中期财政规划编制方案，大幅提前预算编制

工作，“一上”预算时间较往年提前两个月，除应急、抢险资

金外，“二上”所有资金细化到具体项目，大幅压缩代编预算

规模，确保预算经人大批准即可执行。做好 2018年预算编

制服务工作，制定了时间节点和任务分工表，倒排工期，细

化工作举措。组织完成市本级 600余家预算单位预算编制培

训工作，确保预算编制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二是深入实施第

五轮市区财政体制。按照重心下移、权责统一、财随事转的

原则，根据市级下放事权情况，逐项匹配下放财力，确保财

权事权相匹配，并进一步提高区级财政保障水平，同时加强

对区级预算执行的指导与监督，强化区级预算支出主体责

任。同时，调整优化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推动深汕特别合

作区开发建设。三是强化财政法治建设，加强专项资金规范

管理。制定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规章制度，开展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全面启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工作，

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再评价，提出清理整合和优化管理的

建议。四是实施社保基金存放改革。制定新的社保基金定期

存款参存银行管理办法和评价激励办法，引入参存银行准

入退出机制，调整评价激励指标体系，引入存款比例控制机

制和担保品质押机制，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定了 25家参存

银行，社保基金财政专户资金在国家政策规则范围内最大

限度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五是清理规范政府物业。按照市

委市政府要求，牵头成立清理规范政府物业及场地管理工

作组，推进全面摸清全市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住房、商业、

产业用房等物业及场地底数和管理现状，查找存在的问题

和根源，提出解决意见，进一步规范政府物业及场地出租出

借行为。六是加强监督检查力度，切实发挥财政监督职能。

开展专项检查，堵塞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环节管理漏洞，

强化应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和处理财政资

金不规范支付行为；建立与人大、审计等部门协同监管机

制，配合人大开展全省财政资金实时联网监督系统建设和

数据报送工作，加大问责力度，严格责任追究。同时，加大

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力度，对集中采购机构和 18家社会采购

代理机构开展年度检查，对违法违规供应商和评审专家进

行处理处罚，建立诚信档案，加强部门协同监管，规范采购

人采购行为。七是推进市本级预算绩效管理。拓展绩效目标

管理覆盖范围，初步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基层预算单位全覆

盖；部署市属所有预算单位全面实施绩效自评，落实绩效

评价主体责任；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完成生物、新能源、互

联网、新材料等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民生微实事”、

清华 -伯克利深圳学院院长基金和部分重点民生项目的重点
绩效评价工作；加强评估结果分析和运用，推动财政管理

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报告获得市委、市政府领导肯定。八是加强注册会计师行

业指导和监督。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加大行业

监督检查力度；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法规政策建设；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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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有代表性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调研，起草《关于加快我

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九是深化财政票据电

子化改革，按照“分批上线，分步实施”的原则，推进财政票

据管理系统在各区推广应用。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供稿，陈  强执笔)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20396.25亿元，比上年增长 7.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906.87亿元，增长 4.1%；第二产业增加值 9297.84亿元，增
长 6.6%；第三产业增加值 8191.54亿元，增长 9.2%。第一、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4.2%、
45.6%和 40.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8.3%、41.9%
和 49.8%。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1955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0499.11亿元，比上年增长 12.4%。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9908.27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货物进出口总额 3866.34亿元，比上年增长 22.6%。
其中，出口 1855.20亿元，增长 22.3%；进口 2011.14亿元，
增长 22.9%。贸易逆差（出口小于进口）155.94亿元，比上年
增加 36.19亿元。对东盟国家进出口总额 1893.85亿元，比
上年增长 3.7%。其中，出口 1062.46亿元，增长 6.7%；进
口 831.39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
涨 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813.03亿元，比上年增长
1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9%。按经营地统计，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 6874.20亿元，增长 11.0%；乡村消费品零
售额 938.83亿元，增长 12.6%。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
额 7064.92亿元，增长 11.1%。
全区组织财政收入 2604.32亿元，增长 6.1%。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1615.13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1%，增长 5.2%；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4908.55亿元，增长 10.5%。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2022.23亿元。其中，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66.67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7%，增长
20.1%；中央补助收入 42.63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227.38亿
元；专项债务收入 779.82亿元；调入资金 5.72亿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894.89亿元 ,完成预算的 93.2%，增长 22.9%；
调出资金 200.06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747.83亿元；结
转下年使用 179.45亿元。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26.15亿元。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8.49亿元，完成预算的 123.4%，下降
35%；中央补助收入 6.53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1.13亿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2.62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9%，下降
43.9%；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使用 7.48亿元；结转下
年使用 6.05亿元。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576.29亿元，完成预算

的 113.15%，增长 10.3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340.11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58%，增长 5.21%。收支相抵，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当年结余 236.18亿元，基金历年滚存净结余

1412.88亿元。
全区国税收入累计完成 1633.78亿元（含海关代征增

值税、消费税，未扣减出口退税）。其中，海关代征完成

215.28亿元，增加 62.44亿元，同比增长 40.9%；办理出口
退税 45.11亿元，增加 0.85亿元，同比增长 1.9%；完成税务
总局口径税收收入 1418.5亿元（不含海关代征），同比增收
268.3亿元，增长 23.3%，完成税务总局下达年度税收目标
的 100.4%；完成自治区人民政府口径税收收入 1345亿元，

同比增收 242.2亿元，增长 22%，占广西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51.6%，比上年提高 6.7个百分点。全区地税系统共组织各项
收入 804.95亿元，剔除“营改增”因素后，同口径比上年同
期增收 71.71亿元，增长 9.8%。其中，组织财政收入 738.42
亿元，同比增长 7.4%；代征工会经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地方教育附加等其他收入合计 51.86亿元，同比增长 13.4%。

一、财政收支平稳运行

强化收入征管，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支持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财政收入规模持续提升。组织的财政

收入完成 2604.32亿元，增长 6.1%，一举扭转了 2010年以来

连续七年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势头，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1615.13亿元，增长 3.8%。同时，向上争取资金支持取得
新突破，全年共获得中央转移支付 2406.5亿元，增长 8.2%。
争取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507亿元，增长 48.7%。二是支出结
构进一步优化。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共完成4908.55亿元，
增长 10.5%。其中，扶贫支出 240.33亿元，增长 53%；农林
水支出 646.87亿元，增长 12.8%；教育支出 920.2亿元，增长
7.7%；科学技术支出 60.04亿元，增长 32.8%；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678.65亿元，增长 25.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 512.31亿元，增长 9.4%。

二、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效应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打好“组合拳”，促进经济持续

健康增长。一是发挥财政保障作用。全区共完成八项支出

3524.54亿元，增长 14.6%，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统筹安排
中央和自治区资金 373亿元，保障交通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统筹安排 25.6亿元，支持实施“双核驱动”（双核
是指珠江—西江经济带、北部湾经济区），构建“三区统筹”

（三区是指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左右江革命

老区）新格局。筹措资金 7.9亿元，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试点和“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南宁市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得

到财政部等 3部委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中央批复同意设立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西分行。二是发挥财政撬动作用。广西政

府投资引导基金参与新设立广西旅游产业发展基金等 8支

子基金，引导基金完成投资 3.35亿元，带动社会资本、金融
机构完成投资 18.58亿元，财政资金放大 6倍杠杆。下达中

央和自治区金融发展资金 21.05亿元，引导金融资本支持实
体经济振兴。安排资金 1亿元，设立广西工业新兴产业融资

担保基金，支持中小新兴企业贷款融资。三是发挥财政稳增

长、防风险作用。精准发行置换债券1224.97亿元，用于支持
置换存量债务，减轻利息负担 60亿元，缓解政府债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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