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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对象和五保供养对象实现应保尽保。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实现“八连增”，月人均达1876元。针对城镇个体

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金困难问题，将全省

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基数调整到2011

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0%。全省新增城镇就业51

万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0%，组织1.5万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

生活补助标准至每人每月1100元。

（三）支持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2012年，全省医

疗卫生支出180.34亿元，比上年增长12.98%。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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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提高到240元。基本

药物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非政府办社区卫生机构，进一步

健全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印发《全省财政

支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补偿办法》，推进公立医院

改革。制定《提高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工作实施

方案（试行）》，对重性精神疾病、乳腺癌、宫颈癌和终末期

肾病四种重大疾病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减轻农村居民因

重大疾病而造成的经济负担，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

保障水平。推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将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减少的药品收入补助标准由4元提高到5元，对乡村

医生在岗期间按每人每月30元的标准享受政府的专项缴费

补助，直接计入该参保人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四）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2012年，全省住房保

障支出85.65亿元，比上年增长0.94%。落实各项财税扶持

政策，支持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40.9万套，竣工18万

套，60多万住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

（五）支持文化产业发展。2012年，全省财政文化体育

与传媒支出60.20亿元，比上年增长24.98%。文化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文化产业布局调整优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

和163个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任务，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广电网络集团、山西演艺集团、山西日报传媒集团、山

西广电传媒集团、山西影视集团六大文化产业集团健康运

营，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再结硕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断提

高。

四、加强税收征管，全省税收收入稳步增长

（一）国税收入稳中有增。2012年，全省国税收入共完

成1316.74亿元，同比增长5.78%。一是努力提高税收收入

质量。进行税收资金安全管理专项检查，加强税收资金安全

监督，规范税收核算管理，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确保税收资

金安全。二是强化对组织收入工作的督导。先后七次召开全

省收入形势分析会和部分重点税源企业座谈会。三是扎实

做好税收分析工作。充分利用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层层组织

开展税收征管状况分析，查找征管薄弱点。四是全面强化

各项征管措施。组织开展专项税收稽查，共查补入库税款

36.23亿元。五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2012年全省落实各项

税收优惠政策共计减免抵退税126.3亿元。

（二）地税收入实现新突破。一是科学组织收入有序

推进，地税收入快速增长。2012年，山西省地税系统累计

完成各项税收收入1270.87亿元，比上年增长19.05%。其

中，各项税收完成957.27亿元，增长23.82%，为年计划

的106.96%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完成190.27亿元，增长

2.86%，为年计划的100.14% ；其他规费收入完成123.32亿

元，增长12.7%。二是管理创新取得积极成果，征管质效显

著提升。三是服务大局展现新的作为，税收环境不断优化。

四是依法行政扎实有效开展，法治理念深入践行。五是干部

队伍建设全面加强，综合素质持续提升。

五、提升理财水平，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财政“六五”普法法规知识竞赛。

加强行政审批窗口建设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工作。全省11个

市本级和131个县（市、区）完成或启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

革，市县级全部完成会计集中核算转轨工作，11个市本级和

107个县（市、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进入试点阶段。公

务卡改革覆盖范围扩大到省直111个一级部门、975个基层预

算单位和全省98%的县。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覆盖企业由

21户扩大至109户，11个市全部建立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实施省直部门预算执行进度量化考核，省财政及71个省

级部门公开了预算，对209个项目实施了预算支出绩效评价。

对546个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专项检查。加强煤炭可

持续发展基金征缴稽查和使用管理，稽查出欠缴漏缴基金和

应提未提“两金”（即煤矿转产发展基金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

保证金）5.82亿元，全年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190.27亿

元。加大财政投资评审力度，全年审减资金7.69亿元，审减

率达11.63%。继续对乡村财会人员进行免费培训，加强会计

人才队伍建设，规范财务会计秩序。

（山西省财政厅供稿，张小三执笔）

内蒙古自治区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自治区）实现生产总

值15988.3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7%。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47.43亿元，增长5.8% ；第二产业

增加值9032.47亿元，增长14%；第三产业增加值5508.44

亿元，增长9.4%。按照自治区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为

64319元，增长11.3%，折合10189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

元大关，进入全国前列。三次产业结构调整2012年达到了

9.1 ∶ 56.5 ∶ 34.4，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企稳回升，走出

了一条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路子。除农牧业大丰收外，自

治区2012年工业增加值达到7966.6亿元，占全区经济总量

的一半；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地方税收和城

镇就业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9.8%和70%。自治区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0.4%。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4543.55亿元，比上年增长14.9%。进出口总额

112.57亿美元，同比下降4.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150元，比上年增长13.4%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611.3元，

比上年增长14.6%，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1%。

2012年，自治区地方财政总收入实现2497.3亿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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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加235.5亿元，增长10.4%。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1552.8亿元，增长14.5% ；上划中央税收收入944.5亿

元，增长4.4%。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1119.9亿元，

增长16.7%，占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72.1% ；非税

收入432.9亿元，增长16.7%，占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的27.9% ；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699.2亿元，比上年降低

15%；政府性基金支出662.1亿元，比上年降低6.5%。2012

年中央财政补助自治区各类转移支付1606.6亿元，增加

51.1亿元。争取到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158.6亿元，较

2011年增长1.2倍。争取到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85亿元，比上年增加26亿元。2012年自治区公共财政支出

3429.4亿元，增长14.7%。

2012年，自治区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全

年共下达盟市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784.4亿元，增长

16.4%。县域财政收入实现新跨越。全区101个旗县（市区）

中，地方财政总收入超过10亿元的达48个，超过20亿元的

达到33个，全部旗县（市区）超过了亿元，实现了超亿元旗

县全覆盖。

一、积极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12年，自治区认真落实

国家宏观政策，始终把保增长、促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的若干意见》，争取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838.4亿元，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768.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9%和

8.2%。为加大政府公共投资力度，自治区将争取到的中央

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投向公益性基础建设项目，同时

拉动社会投资528亿元，进一步放大了财政的乘数效应。另

外还将财政部代理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重点支持了自治区

公益性项目建设。

（二）有效扩大政府即期投资规模。针对经济下行、财

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的严重形势，自治区本级财政应对时

艰，创新方法，把规划在2013年实施的公益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提前到2012年实施，下达资金118亿元。合理调度国库

资金，保障各地重点建设支出需要，全力支持各地保增长。

投入科技创新资金27.3亿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大

力支持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公路里程2000

公里；全区铁路营运里程达到10825公里，成为全国第一个

营运里程超万里的省区。实施生产用电临时补贴政策，共投

入补贴资金8.4亿元，新增工业税收48.7亿元。

（三）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2012年为企业和居民减轻

负担100亿元。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5亿元，使小微企业融

资压力大大减轻。下拨财政补贴21.9亿元，有效缓解成品

油价格调整对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影响。及时拨付家

电摩托车下乡财政补贴3.8亿元，进一步拉动农村牧区潜在

消费需求。由于持续加大了对困难盟市财力补贴力度，2012

年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21.3%，高于西部地区

近14个百分点。

（四）落实加快服务业发展财税政策，支持物流、商贸、

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推进自治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下

达建筑节能工程资金19.3亿元，比上年增加9.6亿元，改造

1840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惠及92万人，每

年可节约能源31.3万吨标准煤。支持开展农村饮用水源地

保护、生活污水处理项目，一批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

境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约20万农村人口直接受益。争取中

央资金2.1亿元，大力支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下拨资金

3亿元，重点支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一批破坏严重的矿山

地质环境明显好转 ；争取中央资金3.6亿元，支持沿河流域

60个旗县建设污水管网472公里；下拨资金1.5亿元，稀土

资源开发利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安排专项资金1亿元，加快

推进“新网工程”等农牧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投入资金2.3

亿元，支持旅游项目150多个。

自治区财政支持调结构力度不断加大。2012年化工、有

色、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提高66%、47.9%和44.9%。

风电装机、光伏材料产能、云计算产业建设规模居全国前

列。“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正在改变，多元发展产业体系加

快形成。

二、保障和促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发展

按照自治区“富民强区”的总体要求，在财政收支矛盾

非常突出的情况下，减收不减支，坚持集中财力优先向民生

支出倾斜，尽量降低经济下行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

影响。全自治区民生支出达2200多亿元，占全区公共财政

预算支出的68%。其中投入1105亿元，确保自治区党委、政

府确定的“十件实事”和“十项民生工程”全面完成。

（一）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012年自治区财政共下达资金26.5亿元，惠及全区中小学

生186万人。提高了义务教育阶段双语授课寄宿生生活费补

助标准。提前一年实现高中阶段免学费、免教科书费政策全

覆盖，惠及学生72万人。进一步健全从小学到大学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惠及学生129万人，促进了教育

公平。健全高等教育院校经费投入保障体制，全区普通本科

高等院校生人均财政拨款达到13800元，超额完成国家和自

治区规定的目标。中小学校校安工程建设成效显著，竣工率

居全国前列。

（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平

均上调10%以上，城乡低保标准同比分别增长18%和30% ；

农村牧区五保对象集中和分散供养标准同比分别增长20%

和18% ；城镇居民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全

覆盖。下拨就业资金14.3亿元，用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

社会保险等政策补贴，2012年新增就业26万人。推进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实际在建近60万套；农村牧区危房改造

稳步推进，下拨补助资金28亿元，惠及群众20.4万户。

（三）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达

95% ；新农合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人

均每年200元提高到24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由

人均每年15元提高到25元，并实现城乡全覆盖。

（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区安排文化体育

与传媒支出86.5亿元，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

广播电视无线覆盖工程，支持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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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推动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群众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不断提高。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投入25.5亿元，积极

支持平安内蒙古建设，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落实惠农惠牧政策

全区农林水、粮油物资管理等涉农涉牧财政支出525.1

亿元，比上年增长16.3%。争取中央财政支农资金181亿元，

比上年增长26亿元。自治区被国家列入“节水增粮行动”试

点省区，从2012年起四年内全区将累计投入80亿元，建设

高效节水灌溉农田800万亩，全区已投入16亿元，完成节水

增粮建设任务160万亩。投入2.5亿元，全面启动高标准基

本农田示范项目建设，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全区农业综合

开发财政投入23.6亿元，增长31.8%，改造中低产田94.3

万亩。全面落实草原生态补奖机制，中央和自治区共安排补

奖资金51.2亿元，补助农牧民146万户，农牧民增收与草原

生态保护实现双赢。完善农牧机具购置补贴政策，落实补贴

资金11.5亿元，受益农牧民7.9万户。支持天然林保护二

期等重点工程建设，累计下达资金60.6亿元，完成造林面

积1274万亩，新增重点公益林补偿面积3195万亩。争取国

家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15.8亿元，增加6.2亿元，增量居全

国前列。中央和自治区投入农牧业保险保费补贴15.1亿元，

承保种植业面积8000万亩、养殖业16.8万头。全面推进农

村牧区扶贫工作，自治区本级扶贫资金由2011年1.9亿元

增加到10.6亿元，增长4倍多，35.8万人脱贫。及时下拨资

金9.9亿元，支持各地开展防灾救灾减灾工作。深化农村牧

区综合改革，全区678个苏木乡镇完成财政所重建工作。实

施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5140个，总投资31.3亿

元，受益农牧民617.4万人。完善惠农惠牧补贴资金发放机

制，“一卡通”发放资金突破240亿元，惠及城乡居民467万

户，其中兑付种粮农民两项粮食直补资金57.5亿元。在全

国率先完成乡村垫缴税费债务化解工作，得到财政部肯定。

自治区被国家列为国有农牧场办社会职能改革试点省区，

国有农牧场办社会职能改革顺利推进。2012年，自治区农牧

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14%，高于经济增速和城镇居民收入增

速。

四、稳步推进财政改革和科学化管理

（一）完善政府预算体系，规范预算编制程序。做到细

编、早编预算，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深入

调研，召开联席会议分析形式，支持税务部门等加强税收征

管，做到了应收尽收。建立财政支出进度定期通报制度，深

化支出领域改革，部门预算制度改革覆盖到县以上各级预

算单位。全区财政支出进度进一步加快，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和效益明显提高。

（二）推动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和公务卡制度改革。清理

撤并财政专户1017个，自治区和各盟市本级财政专户全部

归口国库管理。调整和完善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自治区统

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财税库银横向联网

稳步推进，缴税2375.2亿元，征缴效率大幅提升。建成全区

各级财政“金财工程”应用支撑平台，初步实现了区、市、县

三级贯通。

（三）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全区实际采购规模达

到319.8亿元，同比增长28%，资金节约率为9.3%。加大财

政监督力度，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和财政运作全过程的监

督机制初步建立。开展了“一卡通”涉农涉牧资金发放、会

计信息质量、“三农三牧”等重点项目检查，确保财政资金使

用安全，保障了中央和自治区政策的有效落实。

（四）加快推进预决算公开。向社会公开了2011年度自

治区本级财政总决算，12个区直部门试点公开了2011年部

门决算、2012年部门预算和2011年“三公经费”、行政经费

决算。自治区财政厅被财政部选定为全国依法行政依法理

财省级部门示范点，全区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取得新的

进展。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供稿，李树贵执笔）

辽宁省

2012年，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801.3亿元，比上

年增长9.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155.8亿元，增长5.1%；

第二产业增加值13338.7亿元，增长9.8%；第三产业增加值

9306.8亿元，增长9.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535.4亿元，

比上年增长2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256.6亿元，比上

年增长15.7%。进出口总额1039.9亿元，比上年增长8.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23元，比上年增长13.5%，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384元，比

上年增长13.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商品零售价

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02.2和102.8。

2012年，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105.4亿元，比上年

增长17.5%。其中：税收收入2317.2亿元，增长17.3% ；

非税收入788.2亿元，增长17.9%。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558.6亿元，比上年增长16.7%。2012年中央和省级财政

对各市、县的各类转移支付补助1241.2亿元，比上年增长

24%。全省财政继续保持收支平衡。

一、支持转方式调结构，保障经济企稳回升

（一）支持深入实施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省财政筹集23

亿元，支持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

加快了开发开放步伐。拨付2亿元，支持沈阳经济区城际连

接带新城、新市镇主导产业园区产业项目88个。拨付3亿

元，支持阜新、朝阳、铁岭及昌图县重点工业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了辽西北地区加快发展。

（二）支持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省财政

筹集380.1亿元，引导社会投资向教育、卫生、交通运输、

保障性安居工程等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拨付23.8亿元，

支持省本级重点文化场馆项目顺利实施。兑付家电、摩托车

下乡补贴7.6亿元，拉动消费66.1亿元，补贴家电摩托车

252万台（辆）。筹集5.5亿元，支持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等，

加快推进了外贸大省建设。

（三）支持科技创新及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省财政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