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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力度。对重大政府采购项目，在项目实施前，组织召开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协调会议，制定详细的招标实施方案；

在项目实施中，对评标方法的选择、评分标准的制定、评审专

家的抽取等重点环节实施重点监控，同时还对开标、评标的

全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项目招标结束后，对招标结果及

合同实施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形成政府采购后评价制度。二

是严格审批单一来源政府采购方式。三是细化政府采购项目

的评分标准，每个项目的评分分值不得高于3分，减少了评审

专家在项目评审中的自由裁量权。四是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库”建设。进一步完善专家分类标准，充实评审专家库容量，

科学整合评审专家库资源。五是认真办理政府采购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经过培训、审核，2010年对符合资格认定条件及要

求的24家代理机构办理了政府采购乙级代理机构资格认定，

并上电子监察网公示。同时，对符合延续依法取得政府采购乙

级代理机构资格的7家政府采购代理机构重新颁发《政府采购

代理机构资格证书》。六是认真做好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

工作。七是加强政府采购协议供应商的监督管理。加大对违

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湖北省财政厅供稿，章茂山执笔）

湖 南 省

2010年，湖南省实现生产总值15902.12亿元，比上年增

长14.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339.44亿元，增长4.3% ；

第二产业增加值7313.56亿元，增长20.2% ；第三产业增加

值6249.12亿元，增长11.5%。区域经济全面发展。长株潭地

区生产总值6715.91亿元，增长15.5% ；环长株潭城市群地

区生产总值12560.17亿元，增长15.2% ；湘南地区生产总值

3269.27亿元，增长15%；大湘西地区生产总值2027.25亿元，

增长13.7%。

2010年，全省完成财政总收入1862.9亿元，比上年增长

23.3% ；完成财政支出2702.5亿元，比上年增长22.3%。

一、	促发展积极有力，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一是支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共争取中央基建投资项目

资金96.91亿元和中央财政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89亿元，

重点支持推进了铁路公路、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

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一

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民生项目相继竣工，改善了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条件，增强了全省发展后劲。二是支持企业发展和产

业升级。省财政安排新型工业化专项引导资金3亿元，支持优

势产业重点企业发展；安排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1.06亿元，

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积极引导

支持企业发展；安排专项资金1.2亿元，用于中小企业贷款

担保贴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筹措资金1.78亿元，支持做

好国企改革后续工作；安排节能专项资金6000万元，支持企

业节能降耗；安排科技专项资金2.4亿元，支持重大科技专

项和重点科技项目建设；安排产学研专项资金1亿元，推进

“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三是着力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研究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举措和办法，发挥财政政策资金的引导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新

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文化创意、生物、信息和节能

环保等产业的培育发展。四是大力促进扩大消费。全省财政

兑现扩大消费补贴23.43亿元，直接拉动消费210.6亿元；主

动研究出台支持湘菜产业发展的19条政策措施，刺激消费需

求；省财政安排资金5000万元，支持旅游宣传促销和项目建

设；安排专项资金1500万元，着力支持全省市场建设。

二、	新财政体制运行平稳，体制活力初步显现

酝酿多年的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方案正式实施，与新体

制运行相关的收入管理、基数核定、国库管理、非税收入分成、

财政监督管理、农场管理区财政管理、市级对省直管县市补助

办法等7个政策性文件正式出台，基本构建了适应新体制要

求的制度框架。市县收支基数已经批复完成，新的收入征管系

统已经正式运行，财政政务运行、指标下达、资金调度也已直

接到县，新旧体制已经顺利转轨，改革的主体工作基本完成。

改革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市县发展经济、培植财源的积

极性大大提高，省市县分配关系进一步规范，财政运行效率明

显提高，县级财政保障能力也大大增强。

三、	惠农富农强农，新农村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一是支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省财政筹措资金30亿元，支持新建扩建农村道路17.8万

公里；筹措资金3.61亿元，重点支持37个小农水重点县建

设；加大小型病险水库治理力度，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对全省

1070座重点小Ⅰ型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筹措资金9.25亿

元，用于支持土地治理项目和建设高标准农田，其中高标准农

田建设财政资金投入由上年的7500万元增加到2.6亿元，高

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由6个增加到19个；筹措资金2.39亿元，

用于山塘清淤扩容项目；安排资金3000万元，支持农村现代

物流网络体系建设。二是落实农业生产补贴，有效促进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全省发放农资综合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

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农业生产补贴共52.23亿元，增强了农业生

产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三是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

产业化进程。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3.3亿元，支持粮食、生猪、

柑桔和油茶4个优势主导产业发展；安排农业产业化资金2.4

亿元，支持农业产业化项目、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和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贴息；安排农业科技推广资金6900万元，

支持农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安排农民培训资金1.35

亿元，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和扶贫培

训。四是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在46个试点县、918个

乡镇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试点，省财政安排3938万元，补助洞

庭湖区10个试点县市，支持乡镇水管体制改革人员分流；开

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省财政安排中央和省本级

奖补资金6.3亿元，整合各种涉农资金4亿多元，全省“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总投入达到30亿元，试点村由上年22%扩大

到30%以上；全面开展“普九”之后农村义务教育其他债务的

化解工作；进一步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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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幅增加民生支出，公共财政特性更加凸显

2010年全省直接与民生相关的财政支出达1723.5亿元，

占财政总支出的63.77%。一是教育经费得到较好保障。重点

支持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成果，进一步改善

城乡中小学办学条件，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大幅提高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水平，促进职业教育加快发展，较

好地满足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资金需求。二是就业和社会保

障支持体系更加完善。积极支持促进扩大和稳定就业，全省

新增城镇就业人员70.83万人，比上年增加10.51万人。城镇

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保持动态清零。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城乡低保补助金发放标准，支持推进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支持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加大特殊困

难群体解困力度，将渔民解困范围由洞庭湖区扩大到湘资沅

澧“四水”流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地区范围内补偿率达

65.6% ；城市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155元，比上年增加18元；

农村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55元，比上年增加8元。全年145万

城镇居民和262.7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扩大到46个。解决农村314.19万人

的饮水安全问题。改扩建乡镇敬老院186所。8100家农家书屋

全部竣工。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新增廉租住房11.33万套，

支持农村危房改造44386户，“四水”流域专业捕捞渔民上岸

定居3971户。三是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基本医疗保

障制度建设，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病有所医的条件逐步改善。四是促“两型”取得积极进

展。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支持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全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3年行动计划

基本完成，支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进一步推进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加强了重点地区、重点流域生

态治理，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生态环境改善。五是支持文化建

设取得新的进步。支持推进了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乡镇

文化站和城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广播电视村村通、博物馆

和纪念馆免费开放等文化惠民工程，支持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支持了体育项目建设和体育活动的开展。

五、	抓管理强监督，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一是加强财政财务管理。开展2008-2009年度财政收入

真实性情况检查，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及时整改；实施预算单

位银行账户和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增强了资金运行的规范性

和安全性；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管，维护了国有资

产的安全和完整，提高了使用效益；加强会计监督，提高了会

计信息质量；积极组织开展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执

业质量检查，加强行业诚信建设，提高了会计执业机构社会公

信力；推进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促进

了行政事业资产管理的科学规范。二是推进“小金库”专项治

理。加大 “小金库”的治理力度，并将“小金库”专项治理工

作延伸到社会团体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全省共查出“小金

库”52个，涉及金额1404.54万元，整顿规范了财经秩序。三

是推进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工作。建立健全厉行节约长效机制，

坚持机构编制与经费预算相衔接，严格依照定员定额等标准

编制、核定单位人员和公用经费支出预算，加强项目支出评

估、审核论证，整合财政资源，防止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大

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公务购车用车、会议经费、公务

接待费、出国（境）经费及办公信息化建设等支出。

 （湖南省财政厅供稿，张向阳、余立新执笔）

广东省

2010年，广东省实现生产总值45472.83亿元，比上年增

长12.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286.86亿元，增长4.4% ；

第二产业增加值22918.07亿元，增长14.5% ；第三产业增

加值20267.9亿元，增长10.1%。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6113.19亿元，增长20.7%。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7846.63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28.4%。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103.3，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为103.1。

2010年，广东省财政收入完成11850.57亿元，比上年增

长30.9%。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517.04亿元，比上年

增收867.23亿元，增长23.76%，其中税收收入完成3803.47

亿元，比上年增长21.49%。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5421.54亿元，比上年增加1087.17亿元，增长25.08%。省

级一般预算收入完成863.56亿元，比上年增收136.38亿元，

增长18.7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804.87亿元，比上年增长

19.09% ；非税收入完成58.69亿元，比上年增长14.38%。省

级一般预算支出完成581.83亿元，比上年增加95.3亿元，增

长19.59%。省财政向市县转移支付（含税收返还）1211.04亿

元（不含深圳），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和调资补助172.8亿元，

有力地保障了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经济均衡

发展。

一、注重保重点，认真抓好增收节支工作

2010年，广东省各级财政部门深入挖掘增收潜力，狠抓

收入管理，促进了全省和省级财税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保证

了积极财政政策落实以及各项重点支出需要。一是财政收入

规模创新高，实现“三个突破”。即广东省财政收入突破1万

亿元，全省一般预算收入突破4000亿元，省级一般预算收入

突破800亿元。二是保障财政收入全面协调增长。广东省区域

间财力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粤东西北地区地

方一般预算收入占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比上年提高

0.41个百分点。三是提高财政收入质量。保持以税收收入为

主体、非税收入为辅的多元化财政收入结构，全省税收收入

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4.2%，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是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民生支出、发展类支出比重，加快发展

类支出；坚持“压省级、保地方”，压缩的财力绝大部分通过

转移支付方式支持地方发展，转移财力占省级财力比重已超

过七成。五是压缩一般性支出。坚持“压一般、保民生”，大力

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继续开展省直单位行政经费节约考核，

并建立“三公”费用在线监督制度，取得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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