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展。政府采购以加强内部管理、扩大采购规模、提高采购

效率、规范采购监管为重点，不断完善政府采购体系。2007

年陕西省政府采购规模达到73.4亿元，比上年增长26.6% ，节

支率为10.07%。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全面开展了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初步摸清了“家底”，加快 “金

财工程”建设，积极开发财政业务应用系统，推进省、市、

县局域网建设，为预算编制、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全

省财政信息化管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六、加强财政监督的学习教育，认真履行财政

监督职责

2007年，陕西省财政厅，组织全体财政干部认真开展财

政“五五”法制宣传教育，狠抓《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学习贯彻工作，提高了财政干部

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增强了依法行政自觉性；完成了《陕西

省会计管理条例》立法调研和前期论证工作，已经陕西省十届

人大第34次常委会审议。认真履行财政监督职责。2007年，

先后对农业产业化、农村饮水、乡村道路建设等涉农资金以及

工资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和社会事

业发展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了监督检查，促进了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的提高。在会计管理方面，拓宽思路，按照大会计管理的

理念，充分发挥预算、资产、企业、社会等各方面会计管理资

源优势，加快建立全方位、深层次的会计管理体系。同时，成

功举办了陕西省第三届会计知识大赛，全省近30万会计人员

及会计爱好者参与，促进了企业会计准则的宣传实施，扩大了

会计工作的社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管理以会员管理为主线，以

诚信建设为重点，在服务、监管、建章立制、行业诚信建设上

采取了新举措，取得了新突破。

（陕西省财政厅供稿，李宝生执笔）

甘 肃 省

2007年，甘肃省国民经济保持稳定较快增长。全年实现

生产总值2699.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386.42亿元，增长4.0% ；第二产业增加值1282.22亿

元，增长16.8% ；第三产业增加值1030.56亿元，增长10.0% ；

按常住人口计算，全省人均生产总值10335元，比上年增长

11.6%。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4.7∶45 .8∶39.5调整为

14.3∶47.5∶38.2。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310.38亿

元，比上年增长27.86%。外贸进出口总值为54.96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43.69%。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33.32亿元，

比上年增长16.15%。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5.5%。

2007年，甘肃省地方财政收入实现190.91亿元，完成汇

总预算的121.12% ，超收33.28亿元，比上年决算数增收49.7

亿元，增长35.19%。其中省级收入70.11亿元，完成预算的

128.85% ，超收15.7亿元，比上年决算数增收21.3亿元，

增长43.63%。大口径财政收入实现391.8亿元，完成任务的

118.2% ，超收60.06亿元，比上年决算数增收96.9亿元，增长

32.85%。全省财政支出675.3亿元，比上年增支146.7亿元，

增长27.8%。

一、依法组织财政收入，扩大收支规模

（一）坚持依法治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加强专项检查

和税务稽查，启动财税库银税收收入征缴横向联网，推行科

学化、精细化管理，收入征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高，税收

入库均衡性明显好于往年。2007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中，

税收收入完成142.1亿元，比上年增长35.14% ；非税收入完成

48.8亿元，比上年增长60.5%。地方财政收入由2002年的76.2

亿元增加到190.9亿元，年均增长20.2% ；大口径财政收入由

145.9亿元增加到391.9亿元，年均增长21.8%。财政支出由

274亿元增加到675.3亿元，年均增长19.8%。职工工资、机构

运转、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连续五年实现收支平衡，累

计消化财政赤字15亿元。

（二）有效推进非税收入收缴改革的力度，切实完善政府

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机制。继续清理整顿收费项目，纠正和查

处各种乱收费的项目。省财政厅内部进一步理顺工作职责，

确定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工作模式。对省级有非税收入

的71个部门及其在兰州的208家执收单位，全部实行“单位开

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收缴分离、统一平台”的全新收

缴管理模式。2007年，全省纳入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完成

48.77亿元，比上年增加18.48亿元，增长60.01% ，非税收入

收缴改革取得较明显的成效。

（三）严格收费票据管理，深化票据管理改革。一是实行

票款分离、罚缴分离，严格以票控收，强化源头监管，制止

了乱用票据的现象，堵塞了管理漏洞。二是认真执行“收支

两条线”规定，努力挖掘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国有

资产经营收益等非税收入潜力，有效促进了全省财政收入快

速增长。

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

（一）加大对教育的支持力度。2007年，甘肃省财政教育

支出123.97亿元，比上年增加26亿元。全面落实了农村义务

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惠及学生406万人。建立了生源地助

学贷款、高校贫困学生资助体系，提高了牧区义务教育阶段

中小学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支持实施了中小学校舍安全

工程，改善了高校科研基础条件。

（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2007年，甘肃省财政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107亿元，比上年增加19.6亿元。再次提高城

市低保标准10% ，保障对象达到71.8万人，保障水平由153

元提高到168元，基本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拨付

城市低保人员肉食补贴、液化气补贴以及高校困难学生伙

食补贴9600万元，较好地解决了因物价上涨给群众带来的

生活困难问题。落实资金14亿元，支持了企业政策性破产

关闭工作。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3亿多元，解决了破产企

业拖欠职工工资的历史问题。下达大中型水库库区移民后

期扶持基金1.5亿元，较好地解决了21万库区移民的生产生

活问题。筹措资金1.6亿元，支持了商务发展和商贸企业减

债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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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2007年，甘肃省财政保障

医疗卫生支出41亿元，比上年增加15.8亿元。核拨资金7.5亿

元，基本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覆盖全省，参合率达

到90% ，参合农民达到1780万人。落实资金1.4亿元，将263万

城镇非职工人员和学生纳入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补助资金2.7亿元，编制内乡镇卫生院人员工资实现了财政全

额供给，省、市、县三级公立医院实现了床位补贴翻番和扶

贫济困病床制度的全覆盖。同时，增加补助3400万元，将全

省6万多名村干部报酬人均每月提高55元。增加投入1250万

元，完成了环县、会宁、靖远三县人畜饮水建设工程。筹措

资金3.2亿元，支持了灾区群众的抗灾和生产自救。

三、认真落实支农惠农政策，农业经济进一步

发展

（一）继续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

平。2007年省级财政安排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5500万元，围

绕草食畜、马铃薯、果品、蔬菜等主导产业，加大对市县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生产基地的扶持，扩大规模，延

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继续安排农林特产

产业化财源建设和规模化养殖小区建设资金3390万元，重点

扶持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资源优势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规模

化养殖小区建设，培育和带动优势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安

排扶持乡镇企业产业化发展资金2400万元，通过转变扶持方

式，支持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服务体系的发展。安排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扶持资金900万元，扶持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包括农民用水者协会）143个，切实帮助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提高在市场经济中组织带动能力。

（二）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支持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提

高农业科技水平。2007年，在认真论证上报项目，争取中央

财政对农业科技增加投入的同时，省财政会同省级农口部门

积极调整支出结构、整合支农项目，重点支持了农业科技创

新和推广应用，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主要项目有：安排小麦

良种推广补贴资金2000万元，在全省20个县（区）的119个乡

镇实施小麦良种补贴，补贴面积达到200万亩，受益人口达到

208万人；安排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2600万元，在全省34个

县（区）1380万亩耕地上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提高了科

学施肥技术的入户率、覆盖率；安排旱作农业技术推广资金

1000万元，在全省20个重点县（区）推广实施全膜双垄沟播

旱作农业技术面积48.9万亩，仅此一项可增产粮食5万吨；安

排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和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资金4180万元，支持做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和科

技创新工作；安排农机具购置补贴6100万元，调动农民直接

投资1.97亿元，购置各类农机具3.3万台，提高了农业机械化

水平。各级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农村道路等农业方面支出131亿元，比上年增加39亿元，促进

了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三）加大对农民培训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整体素质

不断提升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按照“统一规划、统

筹安排、优化配置、分头下达、科学管理、提高效益”的

原则，一方面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支持

力度，另一方面，积极整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资

金、财政扶贫资金中用于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资

金，适当提高培训经费补助标准，改进培训内容和培训方

式，提高了培训成效，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007

年，甘肃省安排下达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资金2800

万元，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9.3万人；安排下达财政扶

贫资金中劳务技能和“两后生”培训资金（即贫困地区每年

高考、中考落榜学生进行就业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的资金）

3357万元，完成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和“两后生”

培训10万人，向外省输送劳务移民2.34万人。安排下达农民

科技培训经费530万元，继续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对务农

农民免费开展农业技术、管理、政策法规等培训，培养了一

批觉悟高、懂科学、善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提高农民科技水

平和整体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着力推进各项改革，财政管理渐趋规范

（一）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在榆中、敦煌等16

个县市实施了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通过认真测

算资金需要量，采取提前调拨和适量超调相结合的办法，有

效解决了省直管县（市）往年因资金调度困难，年终向商业

银行拆借资金实现支出的问题，从根本上缓解了省直管县

（市）财政资金调度困难，节约了利息支出，降低了行政运

行成本。全省全面实行了“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模式，部分

县区进行了“村财乡管”试点。

（二）坚持财力分配向基层倾斜、向困难地区倾斜、向困

难群众倾斜，积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自2002年以来，5年对市县补助累计达到1241亿元，比上一个

5年增加808亿元，增长187% ，平均年递增23.5%。县级人均

财力由2002年的1.4万元提高到2006年的2.6万元，2007年达

到3万元以上，有效缓解了基层财政困难，提高了财政保障水

平，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发挥体制机制的引导

作用，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建立健全了“三奖一补”激励

机制，积极实施“消赤工程”，支持加快了革命老区、民族

地区、困难地区和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国有资产管理改革步伐加快。组织完成了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基本摸清了资产状况。开展了企业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前期准备工作。按照保证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合理配置、有效使用和安全完整以及对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实行动态管理的总体要求，针对资产清查工作中暴露

的问题和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加大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基

础管理工作力度，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年度检查制度，完善年度

检查办法；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统计分析制度和产权变更登记制

度；严格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审批制度，对各单位的车辆调

剂、转让、报废、往来款项的核销、危房处理及商铺转让、

仪器设备的报损等进行严格审批，保障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完

整，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四）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进展顺利。完成了省属及

省属下划工业、农垦等企业涉及的151所中小学移交工作，移

交人员1.3万人，划转经费4.2亿元。省属非工业企业分离办

社会职能工作进入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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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债风险管理收效良好。2007年甘肃省累计清偿财

政部世行贷款及日元贷款17个项目的本金、利息及承诺费44

笔，共计4.43亿元人民币，日元2.08亿元，统借统还项目对

财政部还款率达到了100%。成功实施了全省第一笔日元贷款

外汇掉期保值交易，获得收益1亿元人民币。

（六）经费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一是规范公务员津贴

补贴工作有序进行，省直机关规范津贴补贴工作从2007年7

月1日起开始实施，市县规范工作年底前已基本完成。二是提

高了省直机关和事业单位会议费、差旅费标准，在全省实行

了招标定点办会制度。修订了基层政权建设、革命老区、边

境地区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三是建立了基层政法部门经费

保障机制。同时，调整“三奖一补”政策，完善转移支付制

度，初步建立了支出进度考核激励机制。四是部门预算改革

继续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平稳运行。五是国库集中收付

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开展了国库现金管理运作和“公务卡”

应用试点的工作。

五、切实加强监督检查，提高财政监督权威性

（一）突出民生财政开展重大财政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

查。2007年，甘肃省财政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

署开展财政支出检查，将关系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财政

政策和关系民生的 “12件实事”（即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基本覆盖全部农村人口；2.城市医疗保险制度基本覆盖非

职工人群；3.床位补贴翻番、济困病床制度覆盖省市县三级

公立医院；4.基层卫生院人员工资由财政全额供给覆盖全省

乡镇；5.实行贫困高校生政府助学金制度，启动生源地助学

贷款，提高牧区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6.解决90万极度干

旱地区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建成环县、靖远、会宁三

县人畜饮水工程；7.新建改建乡村道路6000公里；8.完成全

省村村通电话工程，1万个20户以上自然村通广播电视工程，

基本完成户户通电任务；9.新增沼气用户12万户；10.提高

村干部报酬补助标准；11.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再提高

10% ；12.市州所在地城市全部实施廉租房制度）作为财政监

督检查工作的重点，突出政策性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安

全性和有效性，精心组织，集中力量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和检

查，促进重大财政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注重资金跟踪问效开展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检查。选

取了农业扶贫整村推进项目、土地整理开发项目、道路交通

建设、“三西”专项（即主要用于甘肃省河西地区、定西地

区、陇南10个高寒阴湿特困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解决温饱和

增加收入的农业建设专项资金）、生态文明小康村等多个项

目资金，进行绩效监督尝试，针对资金使用监管不严，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做出通报批评并暂停开发整理新

项目的审批，增强了财政监督的威慑力。

（三）加强非税收入检查，为财政管理中心工作服务。根

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非税收入 “收支两条线”执

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精神，会同相关业务管理部门，采

取上下联动方式，组成70多个检查组，对政府非税收入完成

情况、上缴国库、专户及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针

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并提出今后加强管理和

完善制度的建议。

（四）履行会计监管职能，深入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

对会计中介机构的行政监管。通过督促整改等一系列措施，

有效地促进甘肃省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甘肃省财政厅供稿，冉 英执笔）

青 海 省

2007年，青海省实现生产总值760.96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5.85亿

元，增长4.9% ；第二产业增加值396.65亿元，增长14.8% ；

第三产业增加值278.46亿元，增长11.7 % 。人均生产总

值13836元，比上年增长11.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87.5亿元，比上年增长16.2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208.3亿元，比上年增长15.7%。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

6.5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1% ，其中出口5.34亿美元，下降

27.8 % ；进口1.18亿美元，增长92.7%。城乡居民收入继续

增加，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76.1元，比上年增长

14.2%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683.8元，比上年增长13.8%。

2007年，青海省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10.5亿元，比上

年增长33 % ，增收27.4亿元，其中：中央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53.8亿元，增长31.8% ，增收12.9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

成56.7亿元，增长34.2% ，增收14.5亿元。全省一般预算支出

完成282.2亿元，比上年增长31.5% ，增支67.5亿元。收支相

抵，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一、坚持依法科学管理，狠抓收入组织工作

2007年，青海省各级财税部门大力支持经济发展，积极

培植财源，坚持依法征税收费，加大收入征管力度，推行科

学化、精细化管理，实现了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

（一）抓好收入工作，努力实现收入平稳快速增长。青海

省各级财税部门始终把抓收入、增总量放在重要位置，狠抓

财力增长。积极协调支持国税、地税和非税收入执收部门，

依法组织收入，实施科学管理，强化税费征管，严格税收减

免，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二）创新财税服务手段，健全工作协作机制。 青海省

各级税务部门按照税收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的要求，通过夯

实税收征管基础、强化税种管理、创新纳税服务手段、健全

工作协作机制，不断推进以“金税工程”为依托的税收信息

化建设，使税收效率和质量有了新的提升。国税系统进一步

强化征管基础，为税收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各地初步建立

了适合当地实际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和税收分析、税源监控、

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四位一体的良性互动长效机制。地税系

统在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2007年底实现了省级数据大集

中，进一步推进了信息系统功能的扩展和应用，提高了税收

信息化支撑能力。

2007年，青海省总财力达到347.1亿元，比上年增加77.4

亿元，增长28.7% ，收入和财力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实现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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