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的城乡差距，2007年厦门市继续投入1亿元资金，用于加快

农村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安排专项资金，建设岛

外四区农村公路和农村客运站点，实施“金包银”、旧村改造

新村建设 和“移民造福”工程，加快贫困村脱贫致富；大力

支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建立健全防灾减灾预报体系，提高防

汛抗旱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二）率先推行全民义务教育。将义务教育全部纳入政府

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城乡一体彻底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杂费，2007年厦门市包括外来农民工子女在内约20万名中

小学生受益。2006年和2007年两年内约投入8亿元资金，集中

新建和改扩建38所中小学，新增学生座位4.5万个，3年内义

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全部进入公办学校读书。

（三）推动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从2007年1月1日起，厦

门市实行“全民医保” 政策，将全市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

55周岁的城镇居民和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纳入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对象范围。同时，将全面提高全民医疗保险的财政补

助标准，未成年人、农村居民总的筹资额度每人每年统一提

高到240元，其中财政补助标准统一提高到190元。

（四）推进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中低收

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2007年，厦门市推出了社会保障性住

房的新政策，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明确保障对象包括中低收

入家庭、公务人员（含教师等）、引进外来人才等，大大调高社

会保障性住房家庭的收入、资产控制标准，由原来只是极少数

享受低保家庭扩大到占城镇人口近50%的中低收入家庭，保障面

达到或接近香港的水平。厦门市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所需资

金全由财政投入，2007年共投入15亿元，占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40.8%，比国家规定的最低投入比例10%高出30个百分点。

四、深化财政改革，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一）预算管理更规范透明。从2007年起，厦门市起首次

将土地出让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基本建立了一套更为完善

的土地出让收支管理机制，使土地出让收支管理更为规范、

透明；在全市各行政区内全面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有力

地强化了预算执行，提高资金到位速度，防止挤占、挪用现

象发生；开展公务卡改革试点，提高公共支出的透明度，降

低行政成本，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现象的发生；制订出台《厦

门市市级预算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预算管理中的职责、编

制程序、调整权限等，进一步规范预算管理制度。

（二）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2007年，厦门市选择了30

个资金投入较多、影响较大的项目实施了绩效考评，并在考评

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切实发挥绩效考评的激励约束作

用，财政绩效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继续开展重点专项资金检查

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改变资金用途、挤占专项资金、项目安

排缺乏科学性、规范性等问题及时予以纠正，确保资金使用效

益；组建社会人才网络，对资金规模较大、复杂程度较高、专

业性较强的项目，试行专家评审，取得初步成效。

（三）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创新。结合政府采购领域商业贿

赂专项治理工作，2007年，厦门市建立了中介机构信用档案，

加大对重点环节监督管理力度；改变以住协议供货一品牌一家

供应商一种定价直接供货方式，对部分设备协议供货试行“二

次竞价”，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推行特

殊采购方式申请审批和乙级采购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初审网上审

批，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办事效率；政府采购规模稳定增长，资

金节约效果明显，挤占专项资金、项目安排缺乏科学性、规范

性等问题及时予以纠正，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四）公共资源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2007年，厦门市推

进道路停车场经营权招投标项目、公有房产管理、道路绿化

养护及相关事业单位管干分离等市场化改革。积极推动学校

内店面公开招租等资源市场化、园博园温泉浴场经营权公开

招租以及公路、市政道路养护和绿化养护的招投标及相关事

业单位的管干分离工作。

（五）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加强。2007年，厦门市坚持“分

级管理、以证控票、以票控收、限量领购、审旧领新”的管理

办法，规范财政票据印制、保管、发放，确保财政票据用票需

求。加大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力度，市教育系统、卫生医疗系

统基本实现财政票据电子化开票。在财政票据电子开票、自动

化核销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对财政票据管理再次进行改革创

新，开通《财政票据领购证》网上办证的绿色通道，提供24小

时预审批服务，实现了非税收入管理窗口前移。努力提高契税

征管效率，通过更新契税征收系统服务器、加紧契税征管软件

的后续研发等科技创新方式，将原来每25秒打印一张票据的时

间减少到15秒，大大提高了契税征管工作的效率和服务质量。

（厦门市财政局供稿，李如春执笔）

江 西 省

2007年，江西省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全

省实现生产总值5469.3亿元，比上年增长13.0% ，连续五年

实现12%以上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10.0亿元，增长

5.0% ；第二产业增加值2827.3亿元，增长17.3% ；第三产业

增加值1732.0亿元，增长10.7%。人均生产总值12562元，比

上年增加1764元。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7.0：50.2：32.8调

整为16.6：51.7：31.7，二三一结构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2855.0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占GD P的比重达52.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300.1亿元，比上年增长23.0%。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4.8% ，其中城市上涨4.4% ，农

村上涨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683.1亿元，比上年

增长17.9%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4%。全省农民人均

纯收入4098元，比上年增长14.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22元，比上年增长17.5%。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400

元，比上年增长18.0%。

2007年，江西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财政总收入

665.2亿元，比上年增长28.3%，其中，税收收入557.2亿元，

增长32.1% ；非税收入108亿元，增长11.6%。财政总收入占

G D P比重12.2% ，提高1.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

比重83.8% ，提高2.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质量有所提高，其

中，上划中央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收入275.3亿元，比上年增长29.2%。地方财政收入389.9亿

元，比上年增长27.6%。自2003年以来连续五年保持20%以

上的增幅。全省财政支出905.1亿元，比上年增长30% ，净增

208.6亿元，其中：科技、支农、教育支出均高于财政经常性

收入，达到法定增长。新增安排44亿多元资金，实施40项公共

财政政策，为民办了52件实事，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让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实实在在地共享了改革发展的

成果。当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一、支柱财源不断壮大

江西省各级财政部门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把理财重点放在生财聚财上，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围绕

“微调体制，重在机制，增强活力”的总体思路，实行了一

系列奖励激励措施，着力做大做强经济财政蛋糕。

（一）支持工业园区建设。江西省各级财政部门坚持把推

动工业园区建设作为经济加快、财政翻番的重要支撑。 2007

年，省级继续安排1亿元县城工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安排工

业崛起奖励资金2738万元，支持园区加快发展，提升工业园

区集约化水平和财税贡献率。年末全省入园投产工业企业达

7319家，比上年末增加340家；安置从业人数126.4万人，净

增就业人数2.5万人，增长2.0% ，园区完成工业增加值1239.8

亿元，比上年增长32.8%。园区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税金分

别完成3823.5亿元、216.5亿元和203.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48.6% 、54.1% 和41.1%。年主营业务收入超100亿元的园区

达10家，比上年增加7家，其中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首次

突破400亿元。

（二）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江西省采取税收返还、贴

息、补助、风险补偿等措施，融合、引导资金促进支柱产业

和开放型经济发展。2007年，省级财政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

金，并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1.9亿元（含基金补助1.25亿

元），促进外贸发展；支持九江、南昌出口加工区通过国家

验收，赣州出口加工区获国家批准，江西成为中部地区设立

出口加工区最多的省份。取消市县出口退税负担，地方部分

全部由省财政承担；支持“走出去”战略，江铜、萍矿、省

地矿局等在国外获得一批资源开采权。全年海关进出口总额

9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0%。其中，出口54.6亿美元，增

长45.5% ；进口40.2亿美元，增长64.7% ；实现贸易顺差14.4

亿美元，增长9.7%。在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完成出口18.4

亿美元，增长50.4% ；私营企业完成出口17.3亿美元，增长

55.3% ；国有企业完成出口18.2亿美元，增长33.1%。全年机

电产品完成出口12.0亿美元，增长89.7%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5.3亿美元，增长2.5倍。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达

到4.48亿美元，增长45%。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867个，其

中新批合同外资金额1000万美元以上大项目96个，比上年增

长18.5% ；合同金额54.5亿美元，增长35.1% ；实际使用外商

直接投资31.0亿美元，增长10.6%。外商投资项目平均投资规

模达628万美元，提高53.0%。富昌科技、赛维LD K 、晶能光

电等一批外资企业增资活跃。联邦快递、可口可乐、IBM 、花

旗公司、日本日立等世界500强企业相继投资江西，全年新增

有世界500强投资背景的企业6家，总数达30家。引进省外单

项投资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资金828.6亿元，增长42.1%。

（三）扶持支柱产业壮大。江西省重点实施了产业经济

“十百千亿工程”，整合资金1亿元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工

程，重点扶持晶能光电LE D 材料与芯片、西林科新材料汽油

抗爆剂等23个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扶持支柱产业发

展壮大。2007年实现工业增加值2264.1亿元，比上年增长

21.6% ，占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突破40% ，达41.4% ，比上年

提高2.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3.4% ，工业的

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761.7亿

元，增长24.6% ，连续五年保持20%以上增长。支柱产业支撑

作用加强，六大支柱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042.0亿元，比上

年增长31.0%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9.2% ，拉动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4.6个百分点。

二、县级财政发展提速

2007年，江西省财政坚持充分体现“谁发展、谁受益，

发展快、多受益，有困难、省市帮”的原则，从财政体制上放

活县级，从财政机制上激活县级，从财政制度上保障县级。

（一）放活县级发展潜力。在体制上，继续将城镇土地使

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其它资源税和印花税省得部分

的增量全部下放给县级，耕地占用税等也全部留给县级，使

财力分配进一步向县乡倾斜。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深

入实施，“乡财县代管”试点扩大，按照“制止新债，摸清

底数，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年消化”的原则，探索化解

乡镇债务的措施和办法。

（二）激活市县发展动力。省财政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县

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安排4亿元发展奖励资金，对

税收增幅高、财政收入增量大的市县给予奖励；对又好又快

发展的县（市、区）给予财政收入超10亿元特别奖、经济发

展综合奖和工业、农业发展单项奖，设立县（市、区）财政

收入三年翻番奖、开发区发展贡献奖等等，极大地激发了各

地加快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造血”功能不断增强。县级地

方财政收入增幅改变了长期以来低于全省平均增幅的状况，

2007年县级财政总收入增长33.2% ，高出全省平均增幅5个百

分点；所有县市区财政总收入超亿元，其中，2亿元以上的74

个，5亿元以上的19个，10亿元以上的6个。

（三）保障基层机构正常运转。2007年省财政对下一般性

转移支付资金达96亿元，调整工资转移支付74.5亿元，农村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40.8亿元，“三奖一补”资金14.6亿元，

县（市、区）中小学教师津贴补贴专项补助资金3亿元，政法

转移支付资金3.2亿元，用于县乡公检法司部门推进“收支脱

钩”、弥补经费不足等需要，省财政对每个乡、村转移支付资

金达到10万元、4.5万元，基层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农业和教育事业投入加大

（一）支持农业加快发展。2007年，除农村税费改革转

移支付、乡村两级补助和乡村工资性补助等政府性财力资金

外，省级财政新增安排农村公益事业专项资金2亿元，总额达

3亿元，并进一步整合使用相关资金，加大投入；增加农业产

业化资金，省财政新增安排3000万元，总额达5500万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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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资金用于“一村一品”投入；省财政新增安排1亿元，用于

对全省1- 5万亩的圩堤进行除险加固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省

财政新增安排3亿元，用于免除农工承包土地费用和农场剥离

办社会职能补助。

江西财政支持农业生产工作的扎实推进，提高了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2007年，全省粮食种植面积3551.9千公顷，比

上年下降0.7% ，其中稻谷播种面积3225.8千公顷。油料种植

面积603.5千公顷，增长0.4%。棉花种植面积81.7千公顷，

增长3.6%。蔬菜种植面积500.5千公顷，下降1.0%。粮食总

产量1904.2万吨，增产7.7万吨，总产量连续四年创历史新

高。全年完成造林133.2千公顷，增长53.0% ，森林覆盖率达

到60.05% ，位居全国第二位。农业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全年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1839.9千公顷，新增有效灌溉面积3.5千

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3.4万公顷。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

2506.3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17.3% ，其中：农用排灌动力机

械596.5万千瓦，增长14.3% ；联合收割机达2.2万台，增长

29.7% ；农用运输车30.7万辆，增长1.2倍。

（二）支持教育工作。城乡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免学杂费和

贫困生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同时，相应提

高农村中小学财政拨款公用经费标准，其中，小学年生均经

费由40元提高到74.5元，初中年生均经费由60元提高到94.5

元。建立高中、中职和考取大学的特殊困难家庭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对全省公办学校高中阶段的特殊困难家庭学生，每人

每年补助800元；对职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技工学

校的特殊困难家庭学生，每人每年补助1000元；对考取大学

的特殊困难家庭学生，每人一次性补助5000元。在确保高校经

费正常增长的基础上，省财政按生均200元的标准，提高全省

公办高校生均经费。省财政新增安排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2000万元，总额达到1.2亿元，采取“政府出资，市场运作，

乡镇搭台，农民看戏”的新机制，将群众喜闻乐见、健康向

上的文化产品送到农村，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四、社保体系不断完善

2007年全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6.1亿元，医疗卫生支

出58.1亿元，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一）稳步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建立小额贷款激励机制，

根据金融机构新增小额贷款数量，给予金融机构适当奖励，

对还贷达100% 的社区也给予适当奖励；鼓励自主创业，对

有创业愿望和创业条件的下岗职工、高校毕业生、城镇复员

退伍军人、农民工等人员，提供免费创业培训和创业指导；

做好城镇零就业家庭就业工作，实行免费培训、免费职业介

绍和免管理、登记、证照类收费，提供岗位补贴、社会保险

补贴、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补助，使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

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为外出劳务人员提供全方位服

务，在劳务输出人员集中的省外大城市，建立健全省级驻外

劳务服务管理机构，合理配备编制人员，足额安排经费。

2007年共安排中央和省两级财政就业和再就业资金12.73亿

元，比上年增加8.4% ，其中省财政专项安排再就业补助资金

1.8亿元。年末从业人员2369.6万人，比上年增加48.5万人，

其中：第一产业900.8万人，减少6.6万人；第二产业663.3万

人，增加23.8万人；第三产业805.5万人，增加31.3万人。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45.2万人，城镇净增就业人员32.5万

人。跨省劳务输出达到558.4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37%。全年阳光转移培训25.2万人，转移就业人数22.8万

人，转移就业率达90.6%。

（二）切实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增加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经费，将财政补差标准月人均提高5元，达到30元。增加城

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全省财政新增安排5000万元，重

点用于提高城镇特殊困难群众的补助水平。提高精简退职老

弱残职工补助标准，将全省六十年代初期精简退职老弱残职

工的生活补助金每人每月提高50元，全省财政新增安排2100

万元。对国有农场、林场、水利困难企事业单位中未参加养

老保险且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低的退休职工给予适当生活补

助，省财政新增安排4000万元。对城镇大集体困难企业中未

参加养老保险且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低的退休职工给予人均200

元生活补助，全省财政新增安排2.2亿元。提高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金标准。从2007年7月1日开始月人均增加80元，对养老

金收支有缺口的地区，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总额达2.46亿

元。从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1亿元，改建、扩建、新建

城乡敬老院、福利院、光荣院，并改善孤残儿童的生存、生

活条件。

（三）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

县（市、区）由40个扩大到80个，全省财政新增安排2.54亿

元。增加安排1.51亿元，用于城乡困难群众大病医疗救助。

从2007年起，建立城镇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城镇低保

对象以及未享受基本医疗保障的其他城镇居民，可按自愿原

则，参加城镇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资助国有及国有控股困难

企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资助国有农垦、农场、林场、水利

困难企事业单位和城镇大集体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参加城镇居

民合作医疗保险。增强村卫生所服务能力。从2007年起连续

两年，对全省2万个村卫生所按每个补助1万元的标准，改善

业务用房条件，装备基本医疗设备；连续四年加大投入，增

强村卫生所、乡镇中心卫生院、县级综合医院服务能力，当

年新增安排2亿元。

五、财政改革稳步推进

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全面实施；部门预算制度不

断健全，省级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全部编制部门预算，11个设

区市和92个县（市、区）进行了部门预算编制试点；省级国

库集中收付制度进一步完善，设区市改革全面启动，59个县

（市、区）实行了与会计集中核算相结合的试点；全省政府

采购规模75亿元，比上年增加8亿元，节支率达11% ；公务员

工资改革基本完成，规范津贴补贴工作进展平稳，省市两级

全部落实到位，县级正逐步展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与会计

集中核算制度实现有效结合；省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

资产整合运作工作启动；2007年10月底开始全面实施“一卡

通”，将20类37项惠农资金通过银行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

执收执罚 “收支完全脱钩”改革试点取得初步成效；开展

“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年”活动，专项资金监管加强。

（江西省财政厅供稿，肖时林、万 丰、谢宗博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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