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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加快，财政强农惠农力度不
断加大

2010年，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

长机制，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全省农林水事务支出执行

201.92亿元，比上年增长20.4%。

（一）促进农民增收。认真落实粮食直补、综合补贴等中

央涉农补贴政策，对30个产粮大县进行奖补，对玉米、小麦、

水稻、棉花实行良种补贴全覆盖。继续实施农业灌溉水价补贴

等地方惠农补贴政策，追加整合资金6.9亿元，支持新出台设

施蔬菜大县奖补等“八项惠农政策”，支持实施盐碱地改造等

“七大强农工程”。统筹安排劳动力转移培训资金5200万元，

支持农村劳务输出，促进农民增收。

（二）促进粮食稳产增产。按照中央“三个优先”的要求，

加大农业投入。及时下拨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近3.8亿元。继

续支持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等“三大区域”和运城、晋中、

大同3个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推进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513”工程，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

农业技术推广，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和应急水

源工程建设取得新突破，旱作农业和节水农业又有新发展。

（三）促进新农村建设。“五个全覆盖”工程建设任务全面

完成，各级财政累计筹资300多亿元，支持全省新建通村水泥

（油）路2.5万公里，改造中小学校舍9483所，建成6971个村

级卫生室，建成各类饮水工程1.2万处，完成9638个村通广

播电视任务。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县

扩大到31个，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化解

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支持完成2000个新

农村重点村建设任务，帮助2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45万

名大中型水库移民生产生活得到改善。

五、深化改革，财政基础工作不断巩固

（一）深化各项财政改革。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县财政管理

体制改革办法，扩大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试点范围。

2010年4月，省财政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和《关于将侯马市纳入省直管县财

政管理方式改革试点范围的通知》，将中央和省确定的24个

产粮大县和1个改革试验区纳入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

试点范围，使山西省实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的试点

县扩大到60个，占全省县级总数（含县级市、不含市辖区）的

62.5%。下达资金14.8亿元，对68个县实施基本财力保障奖

补。积极研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编制工作圆满完成。部门预算改革继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

革扎实推进，“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改革目标基本实现。全

省政府采购规模首次突破100 亿元。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新增

资产配置预算编报制度有效实施，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

理数据库基本建立。金财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二）强化法治财政建设。《山西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

颁布实施，省级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和政府规章规范性文

件清理工作成效显著，“五五”普法考核验收顺利完成，财政

制度建设和行政执法监督不断强化。

（三）强化财政监督检查。圆满完成扩内需、促增长、稳物

价项目和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检查任务。开展对省级财政

项目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管工作，从源头上防止了利用虚假

项目骗取或在拨付使用过程中截留、挪用省级财政项目资金

等问题的发生，有效地保障了省级财政项目资金分配的科学

合理和使用的规范高效，促进了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的提高。严格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稽查，查出欠缴基金21.7

亿元，追缴漏缴基金6.1亿元。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力度进一步

加大。各级评审机构审减财政资金70多亿元。省属地方金融

类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加强。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

积极推进反腐倡廉惩防体系建设，扎实开展“小金库”治理工

作回头看，社会团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小金库”专项治

理稳步推进。

（四）加强会计行业管理。强化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监

督，46家会计师事务所及173名注册会计师受到处罚。提高会

计人员执业水平，成功开展大中型民营企业高级财会人员培

训，深入开展农村财会人员培训，制定了《山西省财政总预算

会计基础工作规程》。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全省注册会计师

行业的实施意见》，开展了资产评估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涉煤

涉焦清理整顿活动。

（五）积极抓好财政科研工作。组织科研人员针对财政改

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完成世界银行

赠款TCC5子项目《山西经济增长、财政支农政策减贫效应研

究》的课题研究。该项研究对改进和完善山西省的支农和扶贫

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完成全国协作课题《财政支农效

应分析》研究山西部分，从全新的角度对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效

应进行了分析，提出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效应的政策建

议，对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同时还完成《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研究》、《财政支农资金分类管理与综合

绩效考评》、《煤炭资源整合给财政收支带来的新变化》和《化

解乡村收益性债务对策研究》等专题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

为领导和决策部门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

（山西省财政厅供稿，李晋中、张小三 执笔）

内蒙古自治区

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655亿元，比

上年增长14.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01.38亿元，增长

5.8%；第二产业增加值6365.79亿元，增长18.2% ；第三产业

增加值4187.83亿元，增长12.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完成8972.08亿元，比上年增长19.1%，增幅回落14.7个百分

点。全年海关进出口总额87.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7%。

其中，出口总值33.35亿美元，增长44%；进口总值53.84亿

美元，增长20.8%。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37.3亿元，比

上年增长19%，增速提高3.1个百分点。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7698元，比上年增加1849元，增长11.7%。全年农

牧民人均纯收入5530元，比上年增加592元，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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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1738.1亿元，

比上年增加360.4亿元，增长26.2%。一般预算收入1070亿

元，增长25.8% ；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752.8亿元，增长

30.5%，占一般预算收入的70.4%。全区地方财政支出2280.5

亿元，比上年增加353.6亿元，增长18.4%。全区政府性基金

收入607亿元，比上年增加289.6亿元，增长91.2% ；全区

政府性基金支出510.9亿元，比上年增加220.1亿元，增长

75.7%。

2010年，区内部分盟市、旗县财政收入均有新突破。鄂尔

多斯市地方财政总收入跨越500亿元大关，达到538.2亿元；

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地方财政总收入双双超过240亿元，分别

达到243.3亿元和241.5亿元；呼包鄂金三角地区继续领跑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区101个旗县区中，财政总收入超10

亿元的旗县区由2009年的36个增加到39个。

	 	一、贯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较快
发展

2010年，自治区共争取到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127

亿元，自治区本级和盟市落实配套资金63.3亿元，继续由中

央财政代理发行2010年地方政府债券59亿元，利用银行贷

款、国外贷款等资金179亿元，努力扩大投资规模，发挥政府

性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保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力度不减。通

过结构性减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家电及汽车下乡等措施，

有效拉动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全区共销售补贴类

家电产品95.3万台（部），兑付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补贴

类汽车摩托车14.3万台（部），兑付补贴资金2.9亿元。拨付

政策性补助资金6.1亿元，落实自治区对包钢、电力公司、伊

利集团等重点企业的财政政策，支持重点企业增强发展后劲。

扶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下达外经

贸发展资金2.4亿元，支持企业外经贸项目1520个。

强化农牧业基础地位，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自

治区牛奶、羊肉、羊绒产量稳居全国之首。针对全区服务业发

展相对滞后的状况，除进一步巩固提升传统服务业外，财政大

力扶持发展现代服务业。按照“富民强区”的总体要求，千方

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一是全面落实惠农惠牧补贴政策。多方筹集资金9亿元，增加

牧业机具、牧民燃油、畜牧业良种等9项惠牧补贴，解决了惠

农惠牧补贴不均衡问题。全年累计下拨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

贴等各类涉农涉牧资金52.8亿元，确保广大农牧民持续增收。

二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缩小地区间公

务员收入差距。实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落实义务教

育学校绩效工资政策，确保义务教育学校老师工资收入不低

于当地公务员水平；下达补助资金1.7亿元，落实公共卫生

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保证公共卫生和基层医

疗卫生事业单位职工收入不低于当地事业单位平均水平。三

是大力支持就业再就业和自主创业。下拨各类就业补助资金

17亿元，主要用于职业培训、就业服务补贴，提升城乡居民

的就业能力，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增收。四是着力解决特殊

群体特殊困难。针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过快的影响，

拨付城乡困难群众临时生活补贴资金2亿元，保障221万城乡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落实资金3.6亿元，调整了部分优抚对

象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及时下拨自然灾害求助资金9.4

亿元，支持防灾减灾，确保灾区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

为支持科技创新，全区共投入财政资金21.2亿元，比上

年增长17.1%，支持重点领域和前沿技术研究，筹集资金4.6

亿元，支持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项目75个，推动重点工

业项目技术改造、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安

排资金10.8亿元，支持全区淘汰落后产能项目44个，促进新

能源产业和循环经济发展；投入资金7.4亿元，继续推进建

筑节能工程的实施。落实资金54.4亿元，进一步完善天然林

保护工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森林抚

育试点补贴等政策。安排专项经费7.5亿元，治理采煤沉陷区

和地质灾害问题突出区域，支持污染防治和环境监测，开展

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积极争取国家出台

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机制政策，为自治区草原生态保护提

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投入资金11.8亿元，改造中低产田98

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27万亩，草原建设107万亩。黄河流域

和西辽河流域被确定为国家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示范区，

从2010年到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24亿元，自治区投入14

亿元，达到整治土地规模300万亩，建设基本农田280万亩，

新增耕地40万亩，提高粮食产能10亿斤目标。累计筹集资金

85.5亿元，积极支持全区重点干线公路和农村牧区公路建设

和养护，全区新增公路建设里程6679公里。拨付补贴资金2.7

亿元，支持地方机场建设和运营。

二、推动“三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自治区各级财政积极推动“三化”进程。在支持工业化方

面安排资金1.3亿元，支持承接发达地区转移项目34个，对6

个重点工业园区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给予资助，大力支持农村

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筹集资金1.8亿元，支持中小企业技

术改造、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服务体系。在支持城镇

化方面投入以奖代补专项资金5.5亿元，通过融资平台贷款

33.4亿元，推进全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安

排城镇供热管网以奖代补资金1.5亿元，对城镇居民住宅供

热系统管网建设和改造给予奖励补助，完善和提升了城市功

能。在支持农牧业现代化方面，稳定粮食生产，落实产粮（油）

大县奖励资金10.4亿元，支持粮油流通及产业发展项目88

个。稳步推进农牧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投入资金13.2亿元，

全区种植业保险面积达6771万亩 ；奶牛投保数量18万头，能

繁母猪投保数量12.7万头。投入资金9.9亿元，支持38个旗

县现代农业建设项目建设，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202个，

在2010年中央财政现代农业发展资金绩效评价中名列前茅，

中央奖补资金9000万元。同时，支持实施“人才强区”战略。

设立“草原英才”专项经费3500万元，对引进、培养高层次人

才成效显著的单位给予奖励。安排资金1.4亿元，支持高校毕

业生到嘎查（村）任职、到农村牧区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

扶贫，提高中小企业人才储备生活补贴标准，发挥政府投入的

导向作用。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下达盟市、

旗县均衡性转移支付169.9亿元，比上年增加20.3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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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3.6%。落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下达转移

支付资金17.5亿元，比上年增加7.6亿元，增长76.7%，增强

重点旗县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保障能力。进一步

加大对兴安盟、乌兰察布市等财政困难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支

持力度，下达对兴安盟、乌兰察布市定额财力补助5.5亿元，

有效增强了两盟市的财政保障能力。

三、加大财政投入，民生工程建设实现新突破

（一）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拨付义务教育保障经

费共22.6亿元，从2010年秋季学期起，提高农村牧区义务

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标准，小学每年从生均300元提高

到400元，初中每年从生均500元提高到600元。大力推进中

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筹集财政资金和国家开发银行贷款

114.8亿元，全年竣工并交付使用的学校1278所，累计开工面

积1662.5万平方米。促进职业教育加快发展，投入资金10.5

亿元，支持学校基础能力建设，改善职业教育实验实训条件。

拨付资金7.7亿元，支持高校学科建设、重点实验室建设和人

才引进。安排资金10.5亿元，建立覆盖从小学到大学全程教

育资助体系，资助学生114.6万名，从制度上保障每一名学生

不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促进教育公平。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年社会保障支出291.3亿元，

比上年增长20.2%。下拨资金28.1亿元，提高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财政补助标准，城镇每人每月提高30元以上，农村

牧区每人每月提高15元以上。拨付资金48.2亿元，提高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每人每月平均提高170元以上。下

拨资金2.6亿元，推进新型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试点旗县从13个扩大到24个。

（三）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下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补

助资金35亿元，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

村牧区合作医疗财政补助标准，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推行

基本药物制度，推动公立医院改革，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投入资金7400万元，实施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扶

助和少生快富工程，继续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一杯奶”

生育关怀行动，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投入资金2.2亿元，稳步

推进广播电视无线覆盖、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等5项工程，继

续推动公益性博物院、纪念馆免费开放，支持蒙元文化研究、

元上都申遗等工作。安排专项资金3600万元，有效化解信访

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四）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投入力度。全年共下达资

金43.9亿元，扩大廉租住房保障范围，新建廉租住房4.2万

套，实施棚户区改造和游牧民安居工程16万户，开展公共租

赁住房建设和农村牧区危房改造。全面推行村级公益事业建

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财政投入10.7亿元，奖补项目

达2197个，村级公益事业多元投入新机制初步形成。投入资

金10亿元，继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拨付补助资金6.4亿元，

稳步推进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及职工安置工作。拨付成品油价

格财政补贴资金6.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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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资金2.1亿元，促进库区和移

民安置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深化改革，财政管理取得新进展

深化部门预算改革，细化项目支出预算，建立项目预算滚

动管理制度；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向社会主动公开经自治区

人大审议批准的预算和决算。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

制，下达补助资金7.4亿元，对全区1.1万个嘎查村增加补助，

使6万多名村干部报酬提高到每年人均6100元，村级公用经

费标准提高到每年3.7万元。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工

作，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试行办

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

试编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稳步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扩大

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电子缴税试点范围。政府采购规模迅速扩

大，全年达到263.4亿元，比上年增长49.8%，资金节约率

10.8%。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范围进一步扩大，制定了

《内蒙古自治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继续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规范和加强了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资产处置进场交易增值率达18%，

有效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增

长迅速，延伸改革进展顺利，多次受到财政部领导的表扬。强

化会计管理工作，积极推进会计人才信息库建设，实施会计行

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推广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促进国内外

会计制度并轨，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进一步加强。制定了《内

蒙古自治区本级财政专项资金跟踪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对

专项支出实行全过程跟踪检查。加强中央扩大内需投资、“三

农三牧”、社会保障等重点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继续组织实

施“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扩大财政投资和涉农项目评审范

围，提高财政资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认真开展地方政府性债

务统计工作，规范清理融资平台，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金

财工程”应用支撑平台全面推广实施，20多个财政业务信息

系统上线运行。完成2008 -- 2010年外国政府贷款完工项目

绩效评价工作，引进外资促发展取得新成效。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供稿，刘彦芳执笔）

辽宁省

2010年，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278.3亿元，比上年

增长14.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31.1亿元，增长5.8% ；

第二产业增加值9872.3亿元，增长16.7% ；第三产业增加值

6774.9亿元，增长12.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043亿元，

比上年增长30.5%。全省进出口总额806.7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28.2%。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

103.2和103。

2010年，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2004.8亿元，同比增长

26%。其中：税收收入1516.6亿元，同比增长28.1% ；非税

收入488.2亿元，同比增长19.9%。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支出

3195.8亿元，同比增加513.4亿元，增长19.1%。2010年中央

和省级财政对各市、县的各类转移支付补助849.9亿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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