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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1643.41亿元，比

上年增长13.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0.28亿元，增长

7%；第二产业增加值833.16亿元，增长16%；第三产业增加

值649.97亿元，增长1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64.7亿

元，比上年增长30.9%。实现进出口总额19.6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63.2%。其中，出口总额11.7亿美元，增长57.5%；进口

总额7.9亿美元，增长72.3%。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

涨4.1%，其中城市、农村分别上涨3.7%和4.6%。

2010年，全区一般预算总收入完成286.8亿元，比上年增

长34.3%。其中，中央级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33.2亿元，增长

30.4%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53.6亿元，增长37.7%。全

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555.9亿元，比上年增长29.9%，对

市、县、区转移支付249.1亿元。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53.6

亿元中，税收收入完成126.9亿元，增长39.8%，非税收入完

成26.7亿元，增长28.5%。在税收收入中，绝大部分税种均保

持良好的增长水平，地方税收的第一大税种营业税达到56.2

亿元，增长44.3%，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36.6%，占税收收

入的比重为44.3%，充分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高位运行和房

地产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同时带动了土地增值税、

印花税等税种快速增长，特别是带动契税完成近9亿元，增长

86.4%，跃居自治区地方税收第四大税种。

一、围绕第一要务，推动跨越发展

2010年，在一般预算收支良性运行的基础上，宁夏各级

财政部门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机制、资金和杠杆手段，加快促

进自治区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一）投资拉动，健全财政资金引导运作体系。2010年，各

级财政部门广开财路、多措并举，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160.3

亿元，夯实了城乡建设和交通、水利等事业发展的财政保障体

系。中央财政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6亿元。61个基本建设

项目列入政府信用平台，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22亿元，国库现金管理规模达到51亿元，农业综合投资公司

引导银行新增支农贷款12.7亿元。向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入股

3亿元，支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鼓

励区外金融企业进驻宁夏。村级互助资金试点范围扩大到777

个行政村，吴忠市盐池县率先实现了互助资金整县推进。

（二）项目带动，推进财政资源向重点项目集中。自治区财

政安排沿黄各类建设资金近20亿元，石嘴山市、青铜峡市等财

政部门加大资金筹措力度，共推黄河金岸建设。通过努力，黄河

金岸集聚辐射作用进一步发挥，城乡面貌和功能逐步完善，标

准化堤防、滨河大道全面竣工，黄河圣坛、枸杞博物馆等标志性

文化场所初具规模。此外，自治区还投入资金20多亿元用于中

北部土地开发整理、包兰铁路复线、宁夏大剧院、职业教育实训

基地、城市公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等项目建设。

各市县也注重整合资金和项目，不断加大对城乡建设的投入力

度。2010年全区城乡社区支出62.7亿元，比上年增长55.2%。

（三）政策撬动，完善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自

治区财政制定了中小企业“百家成长千家培育”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积极构建以平台投放为抓手、以绩效评价为核心的财

政扶持企业发展资金管理新机制。集中力量支持“五大十特”

工业园区建设，增加对装备制造业、“五优一新”产业、羊绒产

业、清真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投入，推动自治区工业经济盈

利能力和竞争能力双提升。银川市支持工业企业“铸龙”工程，

固原市加强盐化工基地建设，中卫市中宁县积极培育引资环

境，较好的发挥了财政政策的引领作用。2010年全区工业类

支出20.8亿元，比上年增长45.8%。

（四）资金联动，打造农业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围绕“三

大示范区”建设，全区整合资金8亿多元扶持13个农业特色

优势产业和120个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做大基地、做强企

业、做活市场。支持南部山区设施农业、马铃薯脱毒育种三级

体系、春秋覆膜等重点建设，新增农资综合补贴资金集中用

于粮食基础能力建设，自治区财政支持农田水利、林业生态

工程、扶贫、农垦等建设呈现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良好局面。

宁夏园艺产业园升级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综合开发

完成了31万亩土地治理、孙家滩有机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等重

点任务。中卫市突出抓好节水农业，石嘴山市平罗县积极扶持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市县财政支农工作亮点纷呈。2010年全

区农林水支出88.1亿元，比上年增长29.3%。

二、围绕转变方式，促进科学发展

宁夏各级财政部门把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重要工

作来抓，出思路、想办法、拿政策、建制度，努力提升自治区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引导结构调整。发挥财税政策的带动作用，促进工

业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安排节能减排资金1亿多元，支持淘汰

落后产能和节能技术改造，全面启动财政支持新能源产业发

展的工作，制定促进软件业和服务外包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加

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安排资金1亿元加强须弥山等景区基础

设施建设，整合资金6000多万元支持三大口岸和九大物流园

区建设，足额保障中阿经贸论坛和六大节会支出。完善机场建

设与航线补贴政策，拓宽“空中通道”。扶持农村市场体系建

设，提高农村双向流通水平。稳步推进家电等产品下乡和“以

旧换新”工作，完成补贴类产品销售11亿元，兑付率为100%。

2010年全区服务业支出10.4亿元，比上年增长64.1%。

（二）推动可持续发展。成功争取中央将宁夏列为全国农

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省区，3年总投资近10亿元。支持生态建

设、循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促进资源节约利用。自治

区财政及时下拨资金1.1亿元，保障自治区阶段性关停企业

职工基本生活，维护关停企业切身利益；为103家企业办理

再生资源退税5273万元。建立人才专项资金考核管理模式，

推进人才战略实施。增加科技投入，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

设、企业自主创新体系、科技富民强县等方面的工作。2010年

全区环境保护和科技支出分别完成30.6亿元、5.8亿元，分别

比上年增长36.7%、31.3%。

（三）协调区域发展。2010年，自治区财政共下达各类一

般性转移支付106亿元，比上年增长28.6%，转移支付办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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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持续推进，山区县全部纳

入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综合运用多种奖励方式，激励市

县壮大县域经济、切实改善民生、提高预算执行力。加大对市

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项投入力度，自治区财政共下达专项转

移支付139亿元，增长24.7%，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四）增加群众收入。自治区财政认真落实农资综合补贴、

粮食直补等各项惠农政策，发放涉农补贴16亿元。安排资金

5.3亿元促进全民创业就业工作，落实了一系列就业扶助政

策，吴忠市支持创业城市建设措施有力。继续提高企业离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人每月调增120元。筹措城乡低保资金

7.3亿元，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启动物价联动机制，

对城乡低保等困难群体发放了3项临时补贴。农村散居五保

对象补助标准提高到年人均1200元。实施公共卫生与基层医

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扩大职工取暖费发放基

数，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提出一揽子方

案，使干部职工年均增收4000多元，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列全国排名第20位。

三、围绕民生福祉，实现共建共享

（一）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发展。2010年，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标准提高到小学生均400元、初中生均600元，此外按生

均75元标准落实了取暖费；银川市贺兰县、吴忠市利通区和

固原市彭阳县启动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试点工作。安排资金

11.4亿元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新建、维修、加固中小

学校舍105万平米。启动营养早餐工程，对山区37.5万名义

务教育学生每天发放1个鸡蛋。下达职业教育专项资金2.7亿

元，中职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涉农专业近5万名学生享

受免学费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2010年全区教育支

出80.9亿元，比上年增长29.8%。

（二）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80元提高到120元。

自治区财政全面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加强乡村

社区卫生机构建设，银川市财政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迈出坚实步伐。认真落实妇幼卫生“四免一救助”政策，支持

自治区优势特色专科、野外移动医院和宁夏儿童医院建设。

2010年全区卫生支出33.8亿元，比上年增长54.4%。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自治区、地级市三级联动，

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比全国规划目标提前

了整整10年。支持解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留问题，惠及

20万名职工群众。建立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津贴制度。投入资金

3.4亿元，完成3.2万户农村危窑危房改造任务。安排资金4亿

元对4.6万户城市困难家庭实施住房保障；全区开工建设廉租

住房1.4万套和经济适用房1.8万套，改造棚户区9170户。

（四）全面改善民生。以强化财政资金监管为主线，以保

障民生政策落实为目的，在5个县区60个乡镇开展民生服务

中心规范化建设试点，创新了服务农民的方式，银川市永宁县

成为样板。投资评审工作职能延伸，对5项重点民生支出开展

绩效评价。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改善38个乡镇政权的办公生

活条件，支持728个村级活动场所的新建翻修，完成了全区村

级党组织活动场所建设任务。为208个基层计生服务机构配

置了专用服务车辆。落实文化体制改革，支持实施精品文化

剧目创演等重点工作，建成1100个农家书屋。支持解决20万

名偏远地区农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题，数字电影免费放映

实现一村一月一场。强化政法经费保障，投资建设沿黄城市带

和固原市网络监控系统，打造“平安宁夏”。吴忠市同心县切

实解决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固原市隆德县全面改造县

城供热设备和管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财观念。

四、围绕制度创新，加强财政管理

（一）围绕财政改革中心任务，加快财政改革创新步伐。

一是健全政府间财政关系，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开创

了自治区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由解困向均衡转变、济弱与扶强

并举的新模式；在全区全面推行“乡财县管”，乡镇经费纳入

了县级部门预算；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乡镇民生服

务中心试点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0年底，已经建立60个民

生服务中心，力争两年之内完成100个民生服务中心的既定

目标。二是建立“上下联动、分类处置、以奖代补、责任明确”

的乡镇债务化解工作机制，截至2010年底，各市县已经完成

了所有乡镇的债务化解任务。三是深化财政改革，全面完成

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任务；所有市县均实行部门预算编制改

革，绩效预算评价制度推向深入；全区全面推行“单位开票、

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收费管理模式，实行土地出让收入的

规范化管理，完成了收费项目、银行账户和票据的清理工作；

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体制，规范招投标程序、专家

评审程序和供应商准入制度；对部分专项资金实行整合项目、

绩效评价、报账提款、末位淘汰等多种形式的管理方式改革，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财政部门内部建立预算执行进度

考核制度，奖先罚后，进一步加快年度预算执行进度。四是加

强财政管理和监督，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加大检查力度，财政

监督工作实现由事后检查向事前、事中转变。

（二）按照科学化、精细化要求，提高财政管理水平。2010

年，财政系统“五五”普法圆满完成。建立完善考核体系，切实

加快支出进度。对市县首次提前下达了下年度转移支付指标。

预算信息公开迈出关键一步，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的部门预算面向社会公开。所有市县财政资金

支付推行网络化管理，财税库银横向联网取得重要进展，在

10个县区推行公务卡改革。完成政府采购合同金额41亿元，

增长32%，节约资金3.7亿元，提升了采购效率。开展“小金库”

专项治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整改任务基本完成，社会团体

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治理工作顺利推进，初步建立了防

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继续加大财政监督检查力度，组织

开展政府性融资平台公司清查和规范管理工作，外债监测预

警体系基本建立。应用支撑平台正式上线，核心系统在全区所

有财政部门全面推广，“金财工程”实现一体化大突破。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稳步推进，定点饭店、定点评估、定点

拍卖的招标采购工作顺利完成。出国（境）经费进一步压缩。

提高会计和中介机构行业管理服务水平，推进行业监管和诚

信建设，开展乡村财务人员培训工作。水利、环保、林业等区

直部门完善制度，加强管理，较好地服务了本部门各项工作。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韩 文、缑小平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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