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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后评估已满五年的的财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开展

立法后评估工作，分析、评价政策执行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采取措施加以改善，确保财政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

作性。规范财政行政审批权，积极稳妥地推进网上审批工作，

2010年共受理审批（核）项目累计14213项，全部按规定程序、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批。

（二）强化财政服务意识。举办第二届、第三届“公共管理

与公共财政”系列讲座，积极开展《厦门市会计人员条例》宣

传普法工作，提高财税人员综合素质；举办第四届“公共财政

服务日”，通过举办专家讲座、政策宣讲会、接听读者热线、广

播热线交流、接听市长专线等多种形式和渠道，集中宣传财政

惠民政策，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更为便捷的咨询途径。在全市

首创“处长在线访谈”形式，访谈采取有问必答、即时研讨等

直接交流的形式，打造政民互动大平台， 这一方式被越来越

多的单位所采纳和借鉴。财政局网站开设了百项实事网上办、

场景式服务导航、网上服务大厅（主题服务）等办事栏目，加

强与市民群众互动，维护公众知情权、参与权。

（三）加强两岸会计合作。2010年12月14日，由财政部批

准设立的首个国家对台会计合作与交流基地在厦门揭牌，标

志着厦门市对台会计合作与交流基地建设正式启动。该基地

以厦门独特的区域优势和学术优势为依托，以推动两岸会计

事业共同发展为目标，重点开展两岸之间在会计领域的教育

培训、资格考试、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活动，促进海

峡两岸在会计领域的全方位、多层面的合作与交流。一方面，

基地将在财政部指导下，积极配合财政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

与台湾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进行沟通联系，推动大陆与台湾地

区的会计准则趋同与等效，促进两岸资本流通，并促进两岸四

地会计准则的趋同与等效，使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四

地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协调一致，争取中国在国际会计准则

制定上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基地将通过校地联手，特别是与

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大学、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两

岸其他著名会计高校的联手合作，在师资交流、学术研讨、课

程开发等领域开展合作，吸收两岸会计民间社团积极组织参

与两岸会计人员的教育培训项目。此外，基地还将致力于服务

两岸各界会计交流，繁荣两岸会计事业。积极促进两岸会计管

理机构、会计学术界、会计实务界、会计中介、会计社团等各

界在会计行政监管、会计理论研究、会计实务操作等各方面的

经验交流，相互借鉴先进经验，共同繁荣两岸会计事业，为最

终实现两岸会计统一夯实基础。

（厦门市财政局供稿，王 琦执笔）

江 西 省

2010年，江西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435亿元，比上年

增长1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05.9亿元，增长4%；第

二产业增加值5194.7亿元，增长18.3% ；第三产业增加值

3034.4亿元，增长10.8%。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

为3.8%、71.2%和25%。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2.8：55：32.2。

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增加值5152.2亿元，增长

16.1%，占GDP的比重达54.6%。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体地

位初步显现，实现生产总值5554.6亿元，占全省的58.9%。全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75.5亿元，比上年增长32.1%。其

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856.7亿元，增长30.8%。全年进出口

总额214.5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7.9%。其中，出口134.16

亿美元，增长82.1% ；进口80.37亿美元，增长48.5%。全年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5.6%，居住类价格

上涨6.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7%。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15.3%。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789元，比上年增长14.1% ；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81元，比上年增长10.4%。农村居

民恩格尔系数为46.3%，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

2010年，财政总收入1226.2亿元，比上年增长32%，创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的最高增幅。其中，地方财政收

入778.1亿元，增长33.9%。财政总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到13%，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税收收入1033.3亿元，增长

32.9%，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84.3%，同比提高0.6个百

分点。2010年，中央财政对江西省下达补助资金总额1122.2

亿元，剔除增值税和消费税上交返还61.3亿元，实际补助

1060.9亿元，比上年增加145.9亿元，增长16%。省财政下达

对市县转移支付资金870.6亿元，比上年增加100.9亿元，增

长13.1%。全省财政支出1923.3亿元，比上年增长23.1%，实

现支出三年翻番，连续六年保持20%以上增幅。实现财政收

支平衡。

2010年，江西省各级财政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圆满完成了

财政各项工作任务。主要体现为“五个增强”：

一、财政综合实力增强

2010年，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收入凸现

三个特点：

（一）总量迈上新台阶。2010年全省财政总收入1226.2

亿元，跨越千亿元大台阶，实现月均超百亿元，比上年增收

297.3亿元，增幅达32%，增幅创分税制改革以来年度最高。

全省地方财政收入778.1亿元，总量占全国地方合计的1.9%，

列全国第21位，较上年前移2位，增长33.9%，增幅居全国第

四。设区市中，除南昌、赣州外，九江、上饶、宜春等3个设区

市财政总收入也迈上百亿元台阶。

（二）质量得到新提升。2010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占生产总

值的13.8%，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

入的84.3%，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特别是主体税种增收

明显，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合计增长30.7%，

比上年提高20.3个百分点。

（三）县区财政收入跨越新高度。2010年全省县级财政总

收入896.4亿元，占全省的73.1%，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增长37.2%，超出全省平均水平5.2个百分点。所有县（市、

区）财政总收入均超2亿元，其中，超5亿元的69个，比上年

增加22个；超10亿元的22个，比上年增加8个；丰城市、贵

溪市、青山湖区超20亿元，南昌县完成3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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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市财政收入高速增长。2010

年区内38个县市财政总收入完成388.1亿元，比上年增长

38.5%，比全省平均水平高6.5个百分点，比全省县级平均水

平高1.3个百分点。全省收入增幅前十位县（市、区）中，有7

个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分别是：余江县增长77.7%、共青

城增长73.2%、湖口县增长67.1%、东乡县增长64.7%、星子

县增长60.3%、昌江区增长59.5%、渝水区增长57.6%。

二、支持发展能力增强

2010年，全省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崛起大局，积极发挥财

政宏观调控作用促发展增后劲。

（一）完善机制增强动力。按照省委、省政府促进县域经

济发展的决策部署，省财政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将资源税

等“五个共享税”入省库40%部分调整为全部就地缴入市县金

库，作为市县地方财政收入，支持做大财政蛋糕；进一步完善

省对市县、设区市本级、开发区奖励办法，统一按照税收收入

的增幅和增量计算分配；进一步强化财政激励机制，对县市

区财政收入翻番、上台阶给予奖励，激活各地加快发展的内在

动力。

（二）增加投入扩大内需。省财政落实各项种粮补贴政

策，全年向种粮农户兑付粮食直补6.1亿元、农资综合直补

24.4亿元、水稻良种补贴6.6亿元、农机购置补贴5.2亿元；

扎实做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积极推进家电、汽车

以旧换新，共兑付补贴资金18.2亿元 ；加大节能减排投入

力度，对节能技术改造和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实施财政补贴，

对生态保护和城市污水处理厂营运实施奖励。全省服务业实

现增加值3034.4亿元，比上年增长10.8%。消费保持活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32.9亿元，比上年增长19.2% ；城

镇市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442.6亿元，增长19.3% ；

乡村市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90.2亿元，增长18.5%。

消费品市场支撑有力，批发零售业实现增加值650.3亿元，

增长11.8%。

（三）优化环境夯实基础。完善支持投资创业政策体系，

省财政安排7500万元用于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贴息、补助以及

技术开发，安排7000万元用于工业园区集群发展和生态工业

园区建设 ；安排专项资金实施引进人才奖励政策，鼓励引进

和发展重大产业化项目 ；安排5500万元开展县域金融机构

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 ；加快再生资源企业退税办理速度，

全年共退税73亿元；大力支持工业园区建设，夯实财源基础，

经济持续增长能力提升。江西省2010年末94个工业园区投

产企业达8108家，比上年增长2.2% ；安置从业人数164.5

万人，增长17.6%。全年园区完成工业增加值2309.9亿元，

增长21.6%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利税分别完成9832.7

亿元、593.2亿元和973.3亿元，分别增长43%、69.9%和

55.9%。年主营业务收入超100亿元的园区达34家，比上年

增加14家。

三、财政保障水平增强

2010年，江西省各级财政部门着力优化支出结构，在“保

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同时，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一）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全省农林水事务支出232.3亿

元，在资金使用上，省财政用于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资金

4.3亿元，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3.9亿元，中小河流治理资

金3.7亿元，以中低产田改造为重要内容的农业综合开发资

金10.6亿元，现代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5.3亿元，整

合17亿元用于8000个自然村推进新农村建设。积极开展农业

保险试点工作，农业保险补贴涵盖能繁母猪、奶牛、水稻等9

个险种。2010年江西省粮食总产量实现390.9亿斤，连续第三

年保持在390亿斤以上，大灾之年仍获丰收。年末省级以上龙

头企业472家，比上年末增加65家；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303

亿元，比上年增长8.6% ；实现利润58.2亿元，比上年增长

20%。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500家，比上年增长14.1% ；

实现销售收入1680亿元，比上年增长29.9%。

（二）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全省教育支出297.5亿元，扎

实推进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完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学校基础能力建设，

推动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提高。重视支持教育发展薄弱环节，

省财政安排5000万元实施农村中小学配套设施建设和农村

初中实验室建设，安排6000万元逐步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大

班额”突出现象，安排3000万元对全省盲聋哑特殊教育学校

进行补助。

（三）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全省科技支出18.3亿元。省财

政整合2亿元支持32个高新产业重大项目，安排1.5亿元增

加重大科技专项投入、支持成立科技担保公司和成立风险投

资基金，推动实施“科技富农强县专项行动计划”、“科普惠

农兴村计划”等工程，促进科技对“三农”工作的支撑引领作

用。201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94.5亿元，比上年增

长24.5%。全年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23.1亿元，增长1.3

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737.9亿元，增长30.7%，占GDP的

7.8%。

（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依托省资产集团公司，融资

130亿元支持全省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全省建设

廉租住房5.97万套、经济适用住房3533套，改造城市棚户区

1344万平方米，完成农村危房改造3.1万户。

四、公共财政效应增强

2010年，全省各级财政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新增财力进一步向困难群众、农村、基层、公共社会事

业倾斜，进一步夯实社会事业薄弱环节。省财政在连续三年

实施公共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新增安排72亿元，投入总量达

245亿元，围绕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生态环

境等十个方面实施56项公共财政政策，巩固完善提高民生保

障水平。全省用于各项民生资金1064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55.7%。

（一）着力支持就业和创业。2010年投入就业方面的专项

资金近20亿元，为历年最高。其中，省财政安排2.96亿元用

于免费培训省内工业园区新招收员工，增加安排1亿元实施

小额贷款担保财政贴息政策，安排2.2亿元实施农村劳动力

培训“阳光工程”和对贫困地区劳动力培训的“雨露计划”。全

年发放小额担保贷款48.5亿元，直接扶持个人创业7.2万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地方财政工作概况  271  

次，带动就业人数23.3万人次，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50.56

万人，完成计划目标的112.36%。

（二）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推进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实现了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

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大病医疗救助、城乡义务教育免学杂费

和贫困生资助政策、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四个全覆盖”。

2010年末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607.6万人，比上年

末增长4.4%。向城市低保户发放低保金20.5亿元，月人均

补差252元 ；向农村低保户发放低保金13.7亿元，月人均补

差75元。

（三）稳步推进生态项目建设。省财政安排3亿元实施造

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新增安排5000万元推进区域性乡镇

垃圾无害化填埋场建设，增加安排2400万元对五大河流源头

和东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做得好的县（市、区）进行奖励，安排

2.5亿元对南岭山地森林生态及生物多样性功能区进行补助。

全年完成荒山荒地造林面积301.2万亩。其中人工造林完成

256.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3.1%。11个设区城市空气环境质

量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五、财政管理绩效增强

（一）深化财政改革，完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全省所

有80个行政建制的县（市）实行“省直管县”管理方式，所有

乡镇全部实行“乡财县代管”，有条件的地方推行了“村账乡

代理”试点 ；部门预算改革深入推进，预算编制进一步完善，

政府预算体系逐步建立 ；省级公务卡改革扩大到二级预算单

位 ；县级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深化，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

库横向联网稳步铺开 ；所有县（市、区）推行执收执罚部门收

支完全脱钩改革，省直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纳入财政

专户管理，非税收入征缴逐步规范；省、市、县及部分乡镇共

18618个用票部门和单位完成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改革，实

现了用票单位与适用票据的“全覆盖”；政府采购规模达130

亿元，节支额14.3亿元 ；财政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

机制不断完善，建立月报制度，全年共发放125.7亿元，发放

率达99.6% ；公务员津补贴规范工作和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

资改革稳步推进 ；会计制度有效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平

稳运行，会计信息化标准建设取得进展，会计行业人才建设

初见成效。

（二）加大财政监管力度。《江西省财政监督条例》全面实

施，财政监督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

治理，组织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推动管理机

制创新和完善；绩效评价工作不断推进，重点对新农村建设、

职业教育、高新产业重大项目等大额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考评，

财政投入的实效性、安全性得到增强；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暂

付款压缩20%目标顺利完成，有效防范支付风险，预算资金

支付能力提升；12月份财政支出占全年支出比重下降10个百

分点，预算支出的均衡性和时效性得到提高；政府融资平台

公司管理加强，有效防范了债务风险。

（江西省财政厅供稿，万  丰、黄绍松 、谢宗博执笔）

山东省

2010年，山东省实现生产总值39416.2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12.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588.3亿

元，增长3.6% ；第二产业增加值21398.9亿元，增长13.4% ；

第三产业增加值14429亿元，增长3%；三次产业比例由上年

的9.6：56.3：34.1调整为9.1：54.3：36.6。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23279.1亿元，比上年增长22.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211.6亿元，比上年增长18.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9%，

比上年涨幅提高2.9个百分点。全省进出口总额1889.5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35.9%。其中，出口1042.5亿美元，增长

31.1% ；进口847亿美元，增长42.2%。城镇新增就业115.3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9.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36%，比上年末降低0.04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9946元，比上年增长12%；人均消费支出13118元，比

上年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90元，比上年增长

14.2%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807元，比上年增长8.8%。

2010年，全省一般预算收入2749.38亿元，比上年增

长25.05% ；全省一般预算支出4145.03亿元，比上年增长

26.85%。当年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加地方政府债券收入、中

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及上年结转收入等1877.85亿元，

收入共计4627.23亿元。当年全省一般预算支出，加上解中央

支出及结转下年支出等476.94亿元，支出共计4621.97亿元。

全省收支相抵，累计净结余5.26亿元。

一、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增财源

2010年，山东省财政厅把转方式调结构增财源作为财政

工作的战略重点，本着“政府当导演、市场作舞台、企业唱主

角”的理念，通过整合财政专款、盘活间歇资金、建立财银合

作机制等手段，从支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促进重点区域带动

战略实施、创新财政体制机制等8个方面入手，制定32条财

税政策措施，形成了具有山东特色的财源建设政策体系，有力

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10年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

385亿元，吸引银行信贷和社会投资3500多亿元，直接拉动地

方财政收入增长4.5个百分点，增收100多亿元。

（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

减轻企业负担357亿元。利用中央投资72.87亿元，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69亿元，落实地方配套资金139.96亿元，确保重大

项目建设资金需要。完成规划的外债项目30个，利用贷款和

赠款8.26亿美元。支持开展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落实

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及以旧换新补贴58亿元，销售下乡和以

旧换新家电产品1201万件、汽车摩托车114万辆。有效地拉

动了城乡居民消费。大力支持扩大外贸出口，有效扭转了出口

下滑的势头。

（二）推动传统工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全省各级财政

投入79.37亿元，大力支持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筹措资金11.87亿元，支持风力发电、太阳能集热

与光伏发电、地热能和生物质能利用、新能源汽车推广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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