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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票据”、争取银行贷款等方式发展经营；实施农业综合开

发产业化经营 ；对积极开展“集合信托”等信用担保模式的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给予贷款贴息、担保费用补贴和诚信奖

励，支持农业规模化发展。

五、构建和完善财政体制机制，推动科学化、规
范化、信息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2013年，北京市加入GPA政府采购协议和打造政府采

购“价格监控、二次竞价、诚信核查”三个平台的进程大大

加快，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细则出台标志着效益导向和

机制更加趋于成熟和定型，市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使资

金管理踏上了信息化“高速路”，公务卡强制结算进一步扩

大了覆盖范围，围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做出了制度

设计和安排，围绕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建立健全了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因公临时出国经费、

外宾接待费等方面的管理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试

点工作稳步展开。北京市财政落实年初批复市级部门预算

中压缩因公出国（境）经费10%、公务接待费20%、会议费

10%、培训和印刷费5%的要求，节省1.27亿元统筹用于市

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加大财政性结余资金统筹力

度，缩短部门结余结转资金使用时限，将市级部门实有资金

账户50%的结余资金纳入2014年度预算统筹安排。推进预

算绩效管理，全过程绩效管理试点部门增至42家，对45个

重点民生支出实施事前绩效评估，涉及资金总额39.83亿

元。事前绩效评估结果直接作为财政部门安排预算的重要

依据，被评估部门按照评估报告提出的建议进行整改，调整

完善预算方案，从而做到“防患于未然”，并提升了部门预算

编制质量和水平。从统筹协调机制、创新项目征集方式、加

强追踪问效等方面入手，完善和改进市级大额专项资金管

理。启动建设财政综合数据中心，推动解决收入数据分散管

理、分析研判不及时等问题。统筹做好财政监督检查、国库

动态监控、政府采购监管、财政投资评审、行政事业资产管

理等工作，探索建立各项工作紧密衔接、业务流程简洁高效

的资金监管体系。稳步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工作，市人大审议

和公开预算的部门范围扩大至100家，4个区县开展了预算

及“三公”经费公开试点。

六、扎实推进“营改增”试点工作，保障试点改革
平稳运行

一是逐月跟踪试点改革运行，深入分析试点改革成效。

2013年底，试点企业达31万户。全年地区总减税267.95亿

元，96.62%的试点企业税负下降或持平。试点行业累计减

税170.95亿元，总体税负下降38.5%，试点行业发展活力增

强，中小微企业普遍获益，促进了企业内部管理提升和产业

融合发展。二是有序推进“营改增”试点改革扩围工作。按

照2013年试点扩围工作部署，摸清底数，梳理政策，深入广

播影视、国际货运代理等行业研判扩围影响，做好衔接准备

工作。三是积极研究“营改增”试点改革政策措施。针对航

空运输、邮电通信等行业总分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问题，提

出工作建议，推动试点政策的完善。四是积极落实“营改增”

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2013年共审核403户税负上

升企业扶持政策申请，下达扶持资金1.8亿元，为稳定企业

税负，保障试点改革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北京市财政局供稿，张  利执笔）

天津市

2013年，天津市实现生产总值14370亿元，比上年增

长12.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88亿元，增长3.7% ；

第二产业增加值7277亿元，增长12.7% ；第三产业增加值

6905亿元，增长12.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121亿元，增

长14.1%。进出口总额1285亿元，增长11.2%。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完成4470亿元，增长14%。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增长3.1%。实际利用外资168亿美元，增长12.1% ；城

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3.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1% ；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58元，增长10.2%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5405元，增长13.5%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下降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下降2%，节能减排完成年度

任务。滨海新区龙头带动作用更加突出，生产总值实现8020

亿元，增长17.5%，占全市比重达到55.8%。

2013年，全市公共财政收入2078亿元，完成预算

105.4%，比上年增长18.1%。公共财政收入加上中央税收返

还、转移支付等369亿元，上年结余157亿元，以及调入（调

出）资金22亿元，公共财政总财力2626亿元。全市公共财

政支出2506亿元，完成预算101.8%，增长18.7%。总财力

与支出相抵，全市公共财政结余120亿元，其中结转项目资

金106亿元，主要是地方建设项目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预

算净结余14亿元。市本级公共财政收入765亿元，完成预算

105.1%，增长17.7%，剔除调整完善市对区县分税制财政体

制应返还区县的收入基数37亿元，增长12%，与年初预算持

平。公共财政收入加上中央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等369亿元，

上年结余81亿元，以及调入资金47亿元，减除对区县转移

支付209亿元，公共财政总财力1053亿元。市本级公共财政

支出996亿元，完成预算98.8%，增长10.7%。总财力与支

出相抵，市级公共财政结余57亿元，全部为结转项目资金。

201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814亿元，完成预算

78%，比上年下降14.2%，其中土地出让收入735亿元，下降

16.5%。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年结余148亿元，减除调出

资金等10亿元，政府性基金总财力952亿元。全市政府性基

金支出817亿元，完成预算67.6%，下降21.1%。总财力与

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余135亿元，全部为结转项目

资金。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353亿元，完成预算135.7%，

增长46.6%，其中土地出让收入303亿元，增长56.6%。政

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年结余9亿元，减除对区县转移支付和

调出资金等29亿元，政府性基金总财力333亿元。市本级政

府性基金支出317亿元，完成预算114.7%，增长24%。总财

力与支出相抵，市级政府性基金结余16亿元，全部为结转

项目资金。

2013年，财政部代理天津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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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查批准，用于美丽天

津建设15亿元，排水设施提升改造5亿元，旧楼区综合整修

5亿元，水利建设项目5亿元，市容环境综合整治4亿元，东

亚运动会场馆3亿元，七里海湿地二期2亿元，清水工程1.9

亿元，于桥水库水源保护1.4亿元，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

本金2.7亿元。

一、财政收入跨上新台阶

（一）财政收入实现持续较快增长。2013年，面对错综

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全市上下坚定信心、砥砺奋进，经

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全市公共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00亿

元，三年内翻了一番，各月增幅始终保持在18%以上，与主

要经济指标实现了协调增长。

（二）部分行业税收拉动作用明显。房地产、建筑、金融、

租赁和商务、通讯设备等5个行业增收132亿元，占全市税

收增收额的64.8%。服务业对地方税收贡献突出，天津市服

务业占比48%，贡献税收865亿元，占全市税收比重67% ；

增收138亿元，拉动地方税收增长12.5个百分点。

（三）区县加快发展带动收入增长。区县级收入1313亿

元，增长21.6%，高于全市3.5个百分点，增收233亿元，占

全市增收额的73.3%。分区域看，滨海新区563亿元，增长

22.3% ；中心城区260亿元，增长24.5% ；环城四区278亿

元，增长21.2% ；老五县212亿元，增长29.9%。

二、促进转型取得新进展

（一 ）支持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落实促进新区发展10项

措施，统一滨海新区财政体制，对新建功能区实行地方税收

全留政策。落实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税收政策，推

进国际船舶登记、国际航运税收、融资租赁退税等先行先试，

产业集聚效应显现，融资租赁业务占全国四分之一。落实现

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支持现代物流、科技研发、动漫创

意产业加快发展。落实海港空港扶持政策，天津港货物吞吐

量突破5亿吨、集装箱超过1300万标准箱，滨海国际机场旅

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新区辐射带动作用显著提升。

（二）支持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落实促进经济发展8条

措施，通过贴息、补贴、奖励等方式，着力促进大项目小巨

人楼宇经济加快发展。全市1610个重大项目竣工1200项，

实现税收225亿元，增长22.4%。落实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

发展政策，培育领军企业和“杀手锏”产品，科技型中小企

业达到5万家，实现税收354亿元，增长21.3% ；小巨人企

业2410家，实现税收244亿元，增长24%。落实促进公共研

发平台发展政策，建成全国首家863产业化促进中心，新增

87家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实施电动汽车、3D打印等一批重

大科技示范工程。

（三）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大资金政策扶持力度，借

重用好首都资源，总部经济、电子商务、服务外包、要素市

场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一批知名企业落户天津。落实楼

宇经济扶持政策，吸引银行保险、融资租赁、电子商务、科

技研发等机构入驻商务楼宇，466座商务楼宇实现税收414

亿元，增长26.6%，亿元楼达到120座。支持服务业重大载

体建设，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建成开业。增加旅游发展基

金，支持特色旅游品牌创建。支持社区服务业发展，新建菜

市场和连锁菜店102个，中心城区便民购菜网点覆盖率达到

90%。

（四）支持郊区县“三区”联动。农林水事务支出113亿

元，增长24.7%。支持31个示范工业园区建设，完善招商引

资载体功能，签约项目2404个，成为区县新的经济增长点。

支持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提升设施农业5.1万亩，新增节水

灌溉面积30万亩，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园区11个、养殖示范

园区27个。支持示范小城镇和文明生态村建设，新开工农

民住房1000万平方米，55万农民迁入新居，完成151个文

明生态村创建任务。新建改造农村公路853公里、污水垃圾

处理设施20座，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面貌进一步改善。

三、民生得到新改善

天津市财政部门始终坚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市一般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

排的民生支出总额达到250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5.2%。

（一）教育支出458亿元，增长21%。实施学前教育提升

计划，新建改扩建幼儿园20所、“阳光乐园”30所，全市一

级以上幼儿园达到242所。推进新一轮义务教育学校现代

化标准建设，120所学校验收达标。新建改扩建农村高中10

所、特色高中实验校12所。创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

范区，建设18所高职示范校和5个优质特色专业。实施高

校“十二五”综合投资规划，建成一批重点学科、品牌专业。

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向19万学生发放奖学金、

助学金4.7亿元。

（二）医疗卫生支出129亿元，增长21.6%。胸科医院、

天津医院、中医一附院新建工程完工，第二儿童医院主体建

成。推进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完成15个区县医院、6个

乡镇卫生院和1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中医“国

医堂”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全覆盖。实施20项妇女儿童健康

促进计划，更新一批120救护车，支持开展血液核酸检测、

H7N9禽流感疫情防治等重点公共卫生项目，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财政补助标准由年人均30元提高到35元，免费服务项

目由13类67项拓展为14类76项。

（三）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3亿元，增长21.3%。国家

海洋博物馆、中国大戏院、群众艺术馆等重点项目进展顺

利。支持公共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和文化馆拓展服务领

域，新建100个城市书吧。实施精品文化演出和公益文化普

及扶持政策，引进16场高水平文艺演出和展览，举办600场

公益性文化活动。国有文艺院团和公益性文化单位转制进

展顺利，国家3D影视创意园等项目加快建设。成功举办第

六届东亚运动会，新建一批大型体育场馆，改造提升30个

体育公园和1500个市民健身园。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40亿元，增长19.1%。落实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全年新增就业48万人。完善社会保障

和社会救助制度，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九连增，城乡低

保每人每月标准分别达到600元和400元，优抚救济、特困

救助、农村五保户补助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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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年人均补助标准达到420元，居民生育保险实现城乡统

筹。提高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增加居委会办公经费。新增

养老机构床位7800张，建成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103

个。开工保障性住房640万平方米，向10.5万户中低收入家

庭发放补贴3.9亿元。

（五）公检法司及工商质监支出139亿元，增长13.2%。

构建公共安全体系，公安消防、司法检察装备水平显著提

升，完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视频监控点位增加，治安综合

防控和应急救援能力进一步提高。加大工商质监、食品药品

监管投入，推进放心食品系列工程，“放心药厂”、“放心药

店”创建工作进展顺利。

（六）城乡社区事务支出694亿元，增长21.8%。津秦客

运专线竣工通车，京秦高速公路等重点工程进展顺利。地铁

2号线全线通车，3号线南站配套工程试运营，5号、6号线

70座场站全面开工。全市运营公交车8477部，更新环保公

交车2000辆，调整公交线路72条，新建改造公交场站10座，

增设城市主干道安全岛30处。完成生态市建设第二个“三年

行动计划”，启动实施“美丽天津·一号工程”。燃煤锅炉改

燃32座，淘汰黄标车7万辆。综合治理河道22条，建成污水

处理厂6座。新建改造绿地1600万平方米，植树造林18.8

万亩。启动西于庄和农村危房改造，完成480个旧楼区提升

改造。

四、财税改革实现新突破

（一）分税制改革成效显现。清理区域优惠政策，统一全

市财政体制，营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政策环境。下划市

级大企业税收，实行跨区企业税收分成，进一步拓展了发展

空间，促进了招商引资优势互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减少

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区县人均财力差距由

6.5 ∶ 1缩小到5.8 ∶ 1，促进区县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营改增”试点稳步推进。在“6+1”行业实施营改

增试点的基础上，将广播影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试点

范围。全市试点企业达到5.5万户，全年减税41.7亿元，减

税面达到96%，有效避免了重复征税，促进了现代服务业发

展。落实小微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月营业收入低于2万元

的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继续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惠及全市小微企业13万户，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

（三）税收征管查不断完善。加强重点税源管控，对占

全市税收80%的重点企业，实施专人管理、动态监控。健全

纳税评估制度，对经济税收指标进行比对分析和执法风险

推送。充实稽查力量，实行专业稽查和跨区稽查，地税部门

查补税款17亿元。推行24小时网上报税，企业网上报税率

达到74%。推进纳税服务标准化建设，“一窗式”受理、“一

站式”服务、“一次性”告知和非审批类事项同城通办试点，

营造便利的纳税服务环境。

五、财政管理推出新举措

（一）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制定会议费、招待费、出国

经费管理办法，对17项公务支出实行公务卡强制结算，市

级“三公”经费得到有效控制，接待费、出国费和公车购置

运维费分别下降40%、18.4%和16.8%，会议费下降43.3%。

完善机关事业单位账户审批制度，累计撤销违规账户2600

个。对接审计监管“一张网”，实现资金运行的全过程、常态

化监控。

（二）推进预算管理创新。制定财政结余资金管理办法，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统筹用于民生支出。制定国库现金管

理、代理银行招投标办法，实现财政资金保值增值和安全运

行。在社区管理、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领域试行政府购买

服务，探索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市场化运作模式。推进财

政预决算公开，41个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全面公开。

（三）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政府性债务审计公告显

示，天津市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全市政府性债务总额4834

亿元，在全国排名第18位，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

务2264亿元，排名第22位。从风险指标看，全市总债务率

72.5%，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57.5%，分别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40.9个和48.2个百分点。

（天津市财政局供稿，张  伟执笔）

河北省

2013年，河北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8301.4亿元，比

上年增长8.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500.4亿元，增长

3.5% ；第二产业增加值14762.1亿元，增长9.0% ；第三产

业增加值10038.9亿元，增长8.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23194.2亿元，比上年增长1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22629.8亿元，增长18.5%。全年进出口总值完成548.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5%。其中，出口总值309.6亿美元，

增长4.6% ；进口总值239.2亿美元，增长14.1%。全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0516.7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分

地域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完成8081.3亿元，增长13.8% ；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完成2435.4亿元，增长13.1%。全年居

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3.0%，其中食品价格上涨5.9%。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80元，比上年增长9.9%。农民人

均纯收入9102元，增长12.6%。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3641元，增长8.9%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6134元，增

长14.4%。

2013年，全省全部财政收入完成3652.4亿元，同比

增长5%，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2295.6亿元，比上

年增加211.3亿元，同比增长10.1%。分级次看，中央级收

入完成1356.8亿元，同比减收158.2亿元，减少2.7% ；省

级收入完成442.5亿元，同比增收25亿元，增长6%；市县

收入完成1853.1亿元，同比增收186.3亿元，增长11.2%。

财政收入质量有所提升，2013年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

GDP比重为8.1%，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重提高0.2个百分点、达75.1%，扭

转了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降走势。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409.6亿元，比上年增加330.2亿元，增长8.1%。其中，省

本级支出715.4亿元，占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16.2%，

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11个设区市本级支出842.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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