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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全面实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信息管理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三是稳步推进非税

收入管理改革。2012年非税收入完成274.1亿元，除教育收

费外的各项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利用财税库银横

向联网系统在全国首次实现非税收入电子缴库，财政票据

电子化管理改革加快推进，覆盖面已扩大到县（市、区）。四

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报告制度初步建立。省级财政偿债

预算测算系统成功开发，基本实现了对政府性债务的动态

监控。五是推动财政政策研究工作发展。牵头并参与省委省

政府多项重大项目和课题的研究，组织撰写多项综合性重

大政策和稿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研究与规划的参谋作用，

整合多方力量共同推进云南省财政政策研究工作发展。六

是进一步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全省全年政府采购规模

达302.4亿元，比2011年增长22%，节约资金21.1亿元，采

购额占财政支出比重达8.5%。七是财政监督和财务会计管

理工作进一步加强。组织并完成专项资金检查、会计信息质

量检查、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等监督工作。

（云南省财政厅供稿，谭  昕执笔）

西藏自治区

2012年，西藏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701.03亿元，按可

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11.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80.41亿元，增长3.4% ；第二产业增加值241.65亿元，增

长14.4% ；第三产业增加值378.98亿元，增长12.0%。人

均生产总值达22936元，增长10.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709.98亿元，比上年增长29.3%，其中民间投资219.09

亿元，增长72.8%。进出口总额34.2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5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4.64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3.5，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

102.9。

2012年，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总财力为1032.79亿元，比

年初预算增长54.9%。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86.58

亿元，按同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58.1%。公共财政预算

支出905.34亿元，比上年增长19.4%。上解支出0.24亿元。

收支相抵并扣除结转下年支出127.2亿元后，当年实现净结

余200万元，其中地县净结余2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力38.14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9.12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24.4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资金13.74亿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一、推进经济跨越式发展

（一）扩大基建投资规模。落实前期经费基建垫款35.21

亿元，支持墨脱公路、拉萨城市供暖、村村通电“金太阳”工

程、成都顺江苑基地、广播电视进寺庙、墨竹输变电工程等

重点项目建设。落实农村公路建设资金33.53亿元，大力推

进农村公路和寺庙公路通达工程。落实资金19.66亿元，完

成8840套保障性住房建设和3671户棚户区改造任务。落实

资金3.69亿元，支持“9·18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落实资

金3.56亿元，实施41个中小河流治理规划项目和15个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项目。落实资金1.5亿元，支持加强地质灾害

勘查及防治工作。落实资金2797万元，支持基础测绘事业

发展。

（二）完善产业扶持政策。落实产业与企业改革、中小

企业、外贸及企业扶持发展资金3.63亿元，支持优化产业

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

企业发展。落实旅游产业发展资金1.35亿元，实施21个重

点旅游开发建设项目，进一步优化景区环境、提升旅游服务

质量。落实资金6601万元，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

与市场竞争。

二、扎实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一）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继续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

落实资金11.59亿元，将贫困户安居补助标准提高到2.5万

元/户，完成69517户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和抗震加固任

务，提前一年完成边境县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惠及34

万农牧民。落实资金6.96亿元，继续在1000个行政村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通过实施“八到农

家”工程，新增安全饮水人口30万人，基本实现了行政村村

村通电话，广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93.3%和94.5%。

（二）促进农牧民持续增收。落实农作物及牲畜良种补

贴资金7156万元，种粮农民化肥补贴1亿元，测土配方施肥

补贴资金1790万元，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7366万

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4550万元，促进农牧业生产稳定发

展。落实农牧机具购置补贴资金1.7亿元，提高补贴标准，

扩大补贴范围，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落实资

金3.09亿元，涉农商业保险在全区实现了全覆盖。落实农

牧民技能培训资金5929万元，培训农牧民12.5万人次。

（三）夯实农牧业发展基础。落实资金5.46亿元，在29

个粮食主产县及牧业县、22个非粮食主产县实施小型农田

水利重点县建设和专项水利工程建设。落实农业综合开发

资金4.28亿元，在26个农业综合开发县治理土地49万亩

（含草场），实施产业化经营项目28个，实施节水灌溉、林业

生态示范、良种繁育、优势特色种养等农业综合开发项目12

个。落实防汛抗旱补助资金1.03亿元，确保农牧业生产安

全。落实资金1.65亿元，支持重点公益性农业科研项目计

划，实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1个、农业科技推广项目

98个。落实资金6400万元，支持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组

织390个，为6.8万户农牧民提供农牧业生产服务。落实资

金1.85亿元，大力支持以青稞、牦牛、藏药材为主导产业的

现代农业发展。落实资金5900万元，支持农业产业化及菜

篮子工程建设。投入资金2亿元，支持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扶持特色产业项目56个，项目覆盖的农牧民人均增

收约600元。落实资金13.56亿元，再度提高扶贫标准，将

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农牧民纳入扶贫扶持范围，实

施扶贫项目1760个，在96个乡镇实施整乡推进扶贫。

（四）推进农牧区综合改革。落实农村税费改革资金

2.53亿元，农村综合服务保障经费1.51亿元，村委会居委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地方财政政工作概况    273

会兴办经济实体资金2000万元，提高农牧区综合活动能力，

推动农村实体经济发展，巩固农村综合改革的成果。以强基

惠民驻村工作为契机，落实资金6014万元，支持实施全区

40个村开展以村容村貌整治和人居环境建设为重点的村级

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

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城镇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全区寺庙在编僧尼医疗和养老保险

制度实现全覆盖，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标准从月人均

2439元提高至2704元，工伤、生育保险实现自治区级统筹。

社会保险体系进一步健全，落实资金4384万元，为所有驻

村驻寺人员、城乡居民、在编僧尼及援藏干部购买了人身

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将城市低保标准

从360元/月提高至400元/月，农村低保标准从人均1450

元/年提高至1600元/年，五保户供养标准从2200元/年

提高至2400元/年。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落实临时物价补贴资金3948万元。三大节

日（即元旦、春节、藏历新年）期间，落实资金1.12亿元，为

城乡低保对象、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优抚对象、五保户发

放一次性生活补助。落实资金4.95亿元，确保各地及时、有

效、有序开展自然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工作，保障受灾群众

的基本生产生活。落实资金3552万元，做好孤儿基本生活

经费保障工作。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就业援藏工

作，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落实资金9.5亿元，确保新增

人员的工资、公用经费的支出需求和及时足额兑现自治区2

万个公益性岗位补贴资金。落实资金1223万元，对吸纳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企业进行奖励。

（二）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实行城镇学前教育阶段公办

学校免费教育、民办学校定额免费补助政策，在全国率先实

现了学前至高中阶段15年免费教育，“三包”经费年生均标

准达到2500元。落实资金1.44亿元，启动农牧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惠及近24万名农牧区学生。

继续实施高等教育师范及农牧林水地矿专业免费教育政策。

落实资金5.73亿元，改善教育基础办学条件，支持城乡教

育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及信息化建设，启动农牧区中小学浴

室建设试点。落实资金8552万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

实训能力。落实资金1.92亿元，支持地方高校发展，提升办

学水平和办学条件。落实教师培训经费3019万元，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

（三）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资金7.23亿元，将

农牧区医疗制度财政补助标准从年人均260元提高至300

元。落实资金8403万元，支持实施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

育、免疫规划等十一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全区

所有寺庙在编僧尼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落

实重大公共卫生专项资金1.7亿元，加强疾病防治、妇幼卫

生及卫生技术人员培训等工作，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落

实资金2378万元，对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接受手术治疗发生

的交通及生活费用等进行补助。落实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零

差率”销售财政补贴2407万元，缓解农牧民群众购药用药支

出压力。落实资金8768万元，实施医疗救助28244人（次）。

落实资金1.8亿元，支持74个县医疗服务中心医疗设备配

备，进一步改善县级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医疗业务

能力和水平。落实计生事业费5593万元，加强计划生育管

理，促进优生优育。

（四）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落实文化发展资金1.03

亿元，推动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实现由文化资源大

区向文化发展强区的战略转型目标。落实资金6842万元，

全面实施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基层文化馆站免费开放

政策，支持实施2368个农家书屋和1787个寺庙书屋全覆盖。

安排资金2.49亿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进一步提高节目

质量，推进西新工程（即西藏、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

播电视覆盖工程）建设。落实资金2.02亿元，支持重点文物、

寺庙及历史遗迹维修保护。

（五）支持科技事业发展。落实资金1.94亿元，支持实

施农牧业、特色资源、生态环境保护、藏医药研发、新能源

等重大科技研究开发项目，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落实

资金1.29亿元，支持西藏科技馆科普展教设备购置及配套

设施建设。落实资金3809万元，继续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实施科技富民强县、科普惠农兴村工程，提升农业科技水

平，科技对农牧业生产的贡献率达到43%。

四、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落实资金15.96亿元，全力支持“创先争优、强基惠民”

活动开展，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夯实党在基

层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落实资金9.15亿元，支持创新

寺庙管理和构建寺庙管理的长效机制，及时兑现和谐模范

寺庙暨爱国守法先进僧尼表彰经费。落实资金23.36亿元，

强化政法经费投入，保障了各级政法部门办案、装备、基础

设施及维护稳定经费需求。落实资金2.2亿元，强化城市网

格化管理和寺庙警务机构建设，进一步提高便民警务站和

驻寺警务机构装备配备水平。落实治安、消防辅警员工资

1.38亿元，充实基层维稳力量。

五、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继续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落实资金21.1亿元，

实施草场禁牧及草畜平衡面积达8.94亿亩。安排资金10.96

亿元，确保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造林

等林业生态保护政策落实。落实资金3.24亿元，在54个县

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落实资金4000万元，

开展湿地保护试点工作。落实资金5812万元，支持完成“一

池三改一棚”户用沼气配套建设达17.5万座，惠及80余万

农牧民。落实资金6872万元，支持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和监

测网建设，开展27个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落实资金6523万元，用于纳木措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城镇

污水配套管网建设。完成100万只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应用，

其中：免费供应农牧区10万只。实施村村通电“金太阳”示

范工程项目建设，投资10.24亿元，发放并安装15.36万套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完成54座集中光伏电站建设，基本实

现行政村通电率10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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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缓解基层政府压力

以缓解基层财政面临的主要矛盾为出发点，进一步完

善自治区对下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2012年，自治区对下均

衡性转移支付规模达到75.18亿元。落实基层政权建设和西

部政权建设资金2.08亿元，支持乡镇“小食堂、小澡堂、小

温室”建设，改善基层干部职工工作生活条件，提高基层政

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能力。落实资金4亿元，支持地（市）

所在城镇美化、绿化、亮化工作，提升重点城镇提供公共服

务水平和吸纳就业能力。加大边境地区投入，落实边境地区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66亿元，支持边境地区公益事业发展

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工作量”和“普惠性”边民补助1.84

亿元，调动边境群众参与边境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七、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预算管理制度不断健全，项目滚动预算编制和预算支出

绩效评价工作有序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覆盖73个县市

区，财政专户清理整顿工作全面完成。七地市全部实现财税

库银横向联网。政府采购社会代理工作进展顺利。财政投资

评审纳入预算管理。财政监督机制不断健全，代行中央财政

监督职能工作稳步推进。优惠政策协调落实工作不断加强，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再次提高2个百分点，高海拔地区折算

工龄补贴和按月住房补贴政策得到落实。彩票公益金中央专

项补助体制取得重大突破，由财政部代理首次发行西藏地方

政府债券10亿元。三江流域水电开发、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

等重大领域财税政策研究工作扎实有效。边境地区专项转移

支付制度全面建立，支持昌都地区加快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

出台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用不断增强。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次仁卓嘎执笔）

陕西省

2012年，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14451.18亿元，比上年

增长12.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70.16亿元，增长6%；

第二产业增加值8075.42亿元，增长14.9%；第三产业增加

值5005.6亿元，增长11.5%。人均生产总值38557元，比上

年增长12.6%。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840.13亿元，比

上年增长28.1%。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2501.43亿元，增长

28.9%；农户投资338.7亿元，增长5.2%。全年外贸进出口

总额147.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其中，出口86.52亿美

元，增长23%；进口61.47亿美元，下降19.3%。全年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上涨2.8%，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3%。

2012年，全省财政总收入2800.09亿元，为年度预

算的104.15%，比上年增长18.6%。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1600.69亿元，为年度预算的112.23%，增长24.87% ；上划

中央“四税”收入1199.41亿元，增长11.15%。2012年，全

省财政支出3323.8亿元，为调整预算的92.07%，比上年增

长13.41%。全省年终累计赤字40.75亿元，其中：省级净结

余7061万元，市县赤字41.46亿元；全省当年赤字13.09亿

元，其中：省级当年净结余628万元，市县当年赤字13.15

亿元。省对市县转移支付资金1400.82亿元，其中：一般性

转移支付资金648.51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752.31亿元。

一、克难攻艰，财政收入任务圆满完成

2012年，陕西省各级财税部门，一手抓财税政策的综合

运用，落实各项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全年减免

企业税费325亿元；一手抓协调征管，完善市区收入考核奖

励办法，召开预算执行分析会和财税联席会，实行省财政厅

领导包抓收入责任制，检查督促收入进度，强化非税收入征

管，弥补税收短收缺口。全省财政收入实现稳定增长，收入规

模再上台阶。一是税收收入平稳增长，增速位居全国第九位。

2012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1131.56亿元，增

长21.17%，高于全国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增幅9.07个百分点，

在31个省市区中位居第九位。二是非税收入快速增长，对财

政总体增收贡献较大。全省各级财政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

强对非税收入的征管，特别是加大了对两权价款、石油开发

费等重点非税的征收力度。2012年全省非税收入完成469.12

亿元，同比增长34.75%，拉动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0.06

个百分点。其中，两权价款等专项收入完成174.78亿元，同比

增长18.93%；石油开发费等其他收入完成57.85亿元，增长

3.29倍；矿权处置收入等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完成93.8亿

元，增长1.94倍。三是区域收入均衡增长，市、县级实力有所

增强。2012年，关中、陕北、陕南收入保持了协调、均衡增长，

三大区域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均在20%以上。11个设区市地方

财政收入合计完成1073.5亿元，同比增长22.03%，全面完成

财政收入目标任务；107个县（区）地方财政收入突破600亿

元，完成656.89亿元，比上年增长25.99%。

二、加快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012年，全省财政部门坚持把加快支出进度作为贯穿

全年财政工作的重点来抓，省财政厅加大对省级部门支出

进度通报力度，督促提前申报专项资金项目计划，省级专项

资金预算在9月底前基本下达，比往年提前两个多月；对资

金周转困难的市县，加强资金调度，区别情况超调度资金，

缓解了市县资金压力。各市县财政局也采取有效措施加快

支出进度，建立一把手局长支出负责制，强化效能意识，优

化办事程序，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做到快安排、快审

批、快拨付。全省财政支出完成3323.8亿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92.07%，超过省委省政府下达的85%考核任务7.07个百

分点。同时，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开展了车辆编制核定工

作，在总量压缩的前提下，对全省执法执勤车辆、省级一般

公务用车编制进行了核定。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出国经费、公

务接待费等行政开支。

三、实施“两轮”驱动，保增长措施及时有力

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通过资金、政策支持，

为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做出了贡献。一是结合陕西省确定

的稳增长、促消费重点项目，全省财政支持经济建设资金达

到745亿元，其中省财政一次性整合筹措资金11.28亿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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