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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想，完善机关会议定点和差旅费管理办法，严控政府性

支出，省本级“三公”经费下降2.3% ；完成公务用车改革准

备工作。开展财政资金专项检查，纠正违规违纪问题资金

70.6亿元；对467户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开展会计信息质

量检查，纠正违规违纪问题资金5.4亿元；加强会计师事务

所监管，对49家事务所和20名注册会计师进行行政处理处

罚，提高财经纪律遵从度。

（黑龙江省财政厅供稿，鄢长勇执笔）

上海市

2015年，上海市实现生产总值24964.99亿元，比上

年增长6.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9.78亿元，下降

13.2% ；第二产业增加值7940.69亿元，增长1.2% ；第三

产业增加值16914.52亿元，增长10.6%。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7.8%，比上年提高3.0个百

分点。全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为10.31万元。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055.76亿元，增长8.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2.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6352.70亿元，增长5.6%。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

新增注册企业18269户。新增各类金融单位93家，至年末，

全市有各类金融单位1430家，实现金融业增加值4052.23

亿元，增长22.9%。上海关区货物进出口总额50838.17亿

元，下降4.2%。上海市货物进出口总额28060.88亿元，下

降2.1%。上海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按国际收支统计

口径）1966.72亿美元，增长12.2%。上海港口货物吞吐量

71739.64万吨，下降5.0%；集装箱吞吐量3653.70万国际

标准箱，增长3.5%。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19.5亿元，为预算的

105.9%，比上年增长13.3%。加上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补

助收入650.9亿元，上年结转收入、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动用历年结余等1020.4亿元，以及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收入801亿元，收入总量为7991.8亿元。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6191.6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3.8%，增长

19.5%。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649亿元、上解中

央财政支出203.2亿元、结转下年支出102.2亿元、补充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798亿元、增设预算周转金47.8亿元，支

出总量为7991.8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06.1亿元，为预算的

107.3%，增长14.8%。加上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

650.9亿元、区县上解收入113.3亿元、中央财政专款上年

结转收入50.2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801亿元、调

入资金230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0亿元、动用历

年结余33.6亿元，收入总量为4805.1亿元。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2333.5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6%，增长

24.8%。加上上解中央财政支出203.2亿元、市对区县税收

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1050.9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

支出145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677亿元、增设

预算周转金43.8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06.7亿元

和结转下年支出45亿元，支出总量为4805.1亿元。市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

市对区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1050.9亿元，完成预

算的100.9%。其中 ：市对区县税收返还630.9亿元，完成

预算的101.5% ；市对区县转移支付420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在市对区县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382.3亿

元，占91% ；专项转移支付37.7亿元，占9%。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2312.2亿元，为预算的119%，

下降0.5%。加上中央财政补助收入18.8亿元、动用上年

结转收入和调入资金等836.7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

入411亿元，收入总量为3578.7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

出2184.9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8.6%，增长0.6%。加

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378亿元、调出资金705亿

元、结转下年支出310.8亿元，支出总量为3578.7亿元。市

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895.2亿元，为预算的129.5%，增长

8.5%。加上中央财政补助收入18.8亿元、动用上年结转收

入300.7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411亿元，收入总量

为1625.7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693.2亿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99.7%，下降5.7%。加上市对区县政府性基金

补助支出67.2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66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345亿元、调出资金220亿元和

结转下年支出234.3亿元，支出总量为1625.7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10.3亿元，为预算的140.9%，

增长79.1%。加上上年结转收入3.6亿元，收入总量为

113.9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81.6亿元，完成预算

的100%。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支相抵，当年结余32.3亿

元，结转下年使用。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92.3亿元，

为预算的140.9%，增长100.7%。加上上年结转收入0.7亿

元，收入总量为93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65.5亿

元，完成预算的99.2%，增长7.9%。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收支相抵，当年结余27.5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全市10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269.9亿元，为预算的

116.3%。其中 ：保险费收入2768.5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442.3亿元。全市10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2819.6亿元，完

成预算的109.3%。社会保险基金本年收支结余450.3亿元，

年末累计结余3043.9亿元。

截至年底，上海市发行的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余额总量

为1163亿元（其中 ：市本级使用210亿元、区县级使用953

亿元），上海市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余额总量为411亿

元（其中 ：市本级使用66亿元、区县级使用345亿元）。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即“三公”经费）支出合

计6.49亿元，比预算减少1.47亿元。

一、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基础设施投入向郊区倾斜

的决策部署，提高郊区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市级投资

比重，减轻区县财政支出压力 ；加大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

转贷区县力度（“十二五”期间，市转贷区县的政府债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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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总量为1298亿元，占80.6%），有序推进存量债务置换，

进一步优化区县政府的债务结构、降低债务成本、缓解偿

债压力 ；加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取消10项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缩小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征收范围，对小

微企业免征1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5项政府性基金 ；实施

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上海成为全国首批全面实施

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的城市 ；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

制，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并自2015年9月15日起，

在上海港港区内对海关查验没有问题的进出口集装箱（重

箱）货物（固体废物除外），免除企业缴纳的查验作业服务

费，着力促进外贸出口稳定增长。

当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866.7亿元，主要用于S7公路、嘉闵高架（S32-莘松路）道

路新建工程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淀东泵站、友谊河

泵站等城市运行保障设施建设 ；市第六人民医院科研综合

楼等社会民生事业设施建设 ；曲阳污水厂、白龙港污水厂

提标改造等生态环境建设和整治；经济薄弱村内道路改造、

大型居住区内文化活动中心等郊区农业及大型居住区配套

建设 ；安排市级政府性债务偿债资金等支出。

二、支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升级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关于进一步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的若干配套政策》及其具体实施办法，从改革财政科技资

金管理、完善资金投入方式、发挥政策引导效应、激励科技

成果转化等方面入手，构建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与

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符合上海实际的财税政策和制度体

系 ；加大财政专项资金的整合、规范和支持力度，设立产

业转型升级投资基金、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吸引社会资

本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发挥政府投资

引导基金的放大和撬动作用 ；支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压

缩化解过剩产能，推广新能源汽车，促进实现要素配置合

理化和产业发展融合化。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271.9亿元。其中市

本级支出135.3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地方配套，支持

集成电路制造装备、重大新药创制等产业发展 ；资助基础

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 ；支持城市建

设与安全、能源科技、农业科技等重大社会公益和重大共

性关键技术研究 ；支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建设和

能力提升 ；加大高新领域科技攻关 ；支持建立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持续投入机制，落实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产业转型

升级（产业技术创新）、信息化发展、知识产权专利资助等

专项资金 ；支持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紫竹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和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等国家级科技创新

园区发展。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节能环保支出104.4亿元。其

中市本级支出59.3亿元，主要用于支持落实清洁空气行动

计划，实施燃煤（重油）锅炉清洁能源替代2442台，继续淘

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支持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完成产

业结构调整和危险化学品企业调整项目1236个，支持苏州

河上游、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等9个重点专项调整区域

落后劣势企业成片淘汰，支持燃煤电厂脱硫脱硝设施超量

减排，加强环保科研和环境监测。

三、支持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自贸试验区改
革创新联动发展，促进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统筹安排使用上海自贸试验区与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专项资金，全面落实国家有关法人合伙人投资抵免等

税收政策 ；积极配合财政部等国家有关部门做好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总部落户上海挂牌运营和财税配套政策细化落

实工作，鼓励和引导各类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集聚发

展 ；结合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支持对外投资合作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提升中小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水平；

扩大启运港退税政策覆盖面，加大国际航运中心枢纽港建

设的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力度，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服

务功能进一步提升。

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商业服务业等支出86.8亿元。

其中市本级支出37.5亿元，主要用于落实国际旅游度假区、

原闸北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等专项 ；落实出口信用

保险补贴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等，推进服务

贸易和服务外包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落

实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服务业投入。

四、支持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促进民
生持续改善

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市级统筹，稳步推进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城乡低保标准统一，

支持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试点拓宽教育费

附加资金的支出使用范围，完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机制，

支持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 ；加强住院医师、专科

医师规范化培训经费保障，健全以基本项目与标化工作量

为基础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财政补偿机制，支持发展社会

办医 ；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等实

施以奖代补政策 ；支持深化文艺院团管理体制改革，促进

完善基本公共文化供给和配送体系，进一步缩小基本公共

服务的城乡差距 ；支持旧区改造、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

区县公租房建设运营，建立健全镇村河道整治补贴机制，

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制定和实施

《关于居委会工作经费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

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符合群众团体

组织特点的财政经费保障和管理使用机制，确保上海群众

团体改革试点顺利实施。

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3.2

亿元。其中市本级支出199.2亿元，主要用于落实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补助，按月人均增加

120元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推进建立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落实退役安置、社会福利

等专项经费，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落实促进就业专项

资金，支持实施创业带动就业三年行动计划 ；落实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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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经费，为1000户上海市农村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

无障碍改造，对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实施奖励。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767.3亿元。其中市本级

支出242.8亿元，主要用于落实地方公办高校生均综合定

额和经常性内涵建设经费 ；启动实施以一流学科、领军人

才、高水平大学建设等为核心的“高峰高原学科”计划，安

排高校政府化债专项资金，启动学生公寓修缮项目，推进

上海科技大学新校区建设等重大市级教育基本建设工程项

目，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安排引导鼓励和培养大学生科

技创业项目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施中职品牌

学校、特色示范校职业学校创建 ；鼓励企业组织开展职工

职业培训、支持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和公共实训基地等社

会培训机构建设。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08.2亿元。

其中市本级支出52亿元，主要用于保障公共文化服务提供、

公共文化场馆建设与免费开放 ；支持“市民文化节”系列群

众文化活动与公益性文化艺术展览 ；加强经典艺术、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推进上海文博事业发展，加强

文物保护修缮、收藏征集与博物馆管理 ；支持文化体制改

革，增强国有文艺院团发展活力 ；引导扶持数字出版、网

络视听、绿色印刷等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支持上海电影产

业发展 ；落实体育专项经费，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

调发展。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03.5亿

元。其中市本级支出82.2亿元，主要用于落实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市级统筹，

支持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落实市级公立医院医疗设备

购置、学科人才建设、信息化建设等补助资金，继续实施四

家郊区新建三级医院过渡期财政补偿政策，支持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落实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经费，

提高市医疗急救中心人员经费财政保障水平，支持血液安

全核酸检测，启动实施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 ；落

实食品药品抽验、食品安全风险标准及检测评估等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经费支出。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城乡社区支出1173.9亿元。其中市

本级支出55.5亿元，主要用于落实轨道交通大修和更新改

造、轨道交通站点配套设施建设经费 ；实施住宅小区电能

计量表前设施改造工程 ；落实城市道路等公共设施维护，

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和管理监督、市容环境监测、城市网格

化信息系统和快速路监控信息系统运行维护，以及城市生

活垃圾处置和废弃物处置管理等经费支出。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交通运输支出274.7亿元。其中市

本级支出202.9亿元，主要用于落实公交车辆购置、优惠换

乘、老年人乘车优惠、新能源车运营等公共交通补贴，支持

公路建设和养护、航空枢纽建设。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住房保障支出123.4亿元。其中市

本级支出21.3亿元。

五、深化财政体制和预算管理改革，推进建立现
代财政制度

选择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市与区

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有效调动区县政府积极性。

将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收入和7项政府性基金分别纳入和

转列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收缴

范围，提高收益收缴比例，政府预算体系日趋完善。在对存

量债务进行全面清理甄别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并按国家对债务规模实行限

额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制度办法，规范和加强地方政

府债务管理，妥善解决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严控债务

总量规模。全市的政府债务率保持在合理范围内，风险总

体可控。截至2015年末，上海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880

亿元，其中 ：市本级1413亿元、区县级3467亿元。按审计

口径计算的2015年末债务率为44.3%。多措并举盘活财政

沉淀资金，并将上收的部门结转结余资金调整用于保民生、

补短板。出台《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市政府购买服务制度

的实施意见》，探索试编2016-2018年全市中期财政规划，

将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试编范围从市本级和区

县延伸扩大到23个乡镇。

六、夯实财政管理基础，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规
范化

重点开展以《预算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培训。制定并

修订完善社区矫正、养老服务补贴等29个财政支出标准。

制定和实施《上海市市级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管理办法》、《上

海市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操作指南》，深化专项资金和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试点。稳步实施地方国库现金管理。

开展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资金和科技、环保投入

等专项检查，实施涉农资金专项整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严肃财经纪律专项治理。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部细化公开到按支出功能分类的

项级科目，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报表按险种列示公开，专项

转移支付预算按项目、按地区细化公开。除涉密内容外，将

部门预决算全部纳入主动公开范围，部门预决算支出全部

按功能分类细化公开到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按经济分类公开到类级科目。

（上海市财政局供稿）

江苏省

2015年，江苏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116.4亿元，比

上年增长8.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988亿元，增长

3.2% ；第二产业增加值32043.6亿元，增长8.4% ；第三

产业增加值34084.8亿元，增长9.3%。全省人均生产总值

87995元，比上年增长8.3%。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5905.2亿

元，比上年增长10.5%。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876.8

亿元，比上年增长10.3%。进出口总额5456.1亿美元，比上

年下降3.2%，其中，出口总额3386.7亿美元，下降0.9% ；

进口总额2069.5亿美元，下降6.7%。全社会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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