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方案报经国务院批准后，自治区财政厅和人事厅及时对全

区各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及区直机关规范公务员津贴

补贴的具体实施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研究制定了操作性文

件。8月起，区直机关已按规范后的津贴补贴发放。同时，

针对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改革工作复杂的情况，自治区财政

厅组织力量进一步加强对规范津贴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

问题的研究，及时组织区直部门开展规范津贴补贴实施情况

自查工作。此外，加强对市县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的指

导，并做好方案审核工作，截至2007年年底，自治区14个地

级市上报的方案已经自治区政府审核批复并付诸实施。

2.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建设。《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非税收入管理条例》于2007年9月29日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全票通过，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这标

志着广西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步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轨

道。自治区财政厅制发了《关于印发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

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

非税收入管理建立了制度保障。并在整合分散在财政部门内部

对政府非税收入的各项管理职能的基础上，成立了非税收入管

理专门机构，开展对部门综合预算试点部门的非税收入计划的

核定工作，从而确保政府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库。

六、推进广西 “十百千”会计人才培养工程

建设

2007年2月，自治区财政厅下发《关于选拔培养广西

“十百千”拔尖会计人才（企业类）的通知》，启动了

“十百千”拔尖会计人才培养工作。全区共有204人报名参

考，实际出考173名。经过笔试、申报材料审核量化评分、

面试等环节，50名企业类的优秀会计人才脱颖而出，成为

“十百”层次拔尖会计人才的首期培养对象，自治区财政厅

将委托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用3年时间对其进行科学、严格的培

养。5月26日，自治区财政厅在南宁市举行广西“十百千”

拔尖会计人才（企业类）首期培养对象培训开班仪式，原自

治区主席陆兵到会并作重要讲话。首批培养对象分别于6月

10- 26日和9月17- 30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进行了两次集中

培训。首期培训项目已取得初步成效。

七、全面加强财政监管

（一）财政监督法制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广西壮族自治

区财政监督条例》于2007年7月27日经过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

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成为我国

出台的第七部地方性财政监督法规。该条例的出台，明确了

财政部门所属财政监督机构作为财政监督实施主体的地位，

有效衔接了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共同构

筑了广西比较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二）采取多项措施切实履行会计监督职责。一是按照

财政部的统一部署，继续组织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结合新审计准则体系的颁布实施，

适时转变监督重点，联合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重点对15家

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了执业质量检查。二是进一步完善了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报备制度。2007年3月，根据财政部统一部

署，在广西顺利启用了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的注册会计师

行业监管功能，为会计师事务所实现高效快捷的网上实时报

备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三是认真做好涉及会计师事务

所和注册会计师移交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2007年，共接收

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移交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违

法违规执业案件4件，经过调查，依法向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和

注册会计师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4份，有效地打击了会计师事

务所违法违规执业行为。

（三）继续深入开展部门预算监督检查工作。自治区本

级在总结前两年部门预算监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

大监督范围，被检查单位从2006年的9个区直属部门扩大到18

个部门。结合在检查中发现的这些部门在预算编制和执行方

面存在的结余和部分收入未纳入部门预算、项目预算不够细

化、资金沉淀闲置、自行调整项目支出、项目支出进度慢、

基本支出挤占项目支出、未按规定进行政府采购等问题，向

有关业务处室提出了2008年部门预算编制的意见和建议，为

科学编制部门预算提供了参考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冯翊明执笔）

海 南 省

2007年，海南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229.6亿元，比上

年增长14.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82.8 亿元，增长

8.0% ；第二产业增加值363.8亿元，增长25.8%；第三产业增

加值483.0亿元，增长12.5 %。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全省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2.25亿元，比上年增长 17.9%。对外贸

易快速增长，全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73.58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85.1 %。其中：进口总额55.20亿元，增长1.2倍；出口

总额18.38亿美元，增长26.3 %。消费品市场繁荣活跃，消费

结构加快升级，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稳步增长，全

年累计完成361.97亿元，比上年增长17.4 % ，其中：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287.08亿元，增长17.9 %；农村消费品零售额74.89

亿元，增长15.7 %。

2007年，海南省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52.46亿元，为年度

预算的130.4% ，增收50.11亿元，比上年增长49.0% ，同口径

增长30.1% （指剔除土地出让金后增长比率，下同）。其中，

一般预算收入108.29亿元，增收26.48亿元，增长32.4% ；基金

收入44.16亿元，增收23.63亿元，增长115.1%。加上中央补助

收入145.81亿元，调入资金6.31亿元和上年结余44.27亿元，

全省财政总收入348.86亿元。全省地方财政支出完成287.10

亿元，为年度预算113.1% ，比上年增长46.4%。加上上解中

央支出9700万元、增设预算周转金400万元和调出资金1.92亿

元，财政总支出290.04亿元。全省财政总收入与财政总支出

相抵，结余结转58.82亿元。

一、加强收入征管，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2007年，海南省经济加快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突

破性进展，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在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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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下，财税部门加强征管，依法征收，预测税收增长目标，

及时组织入库，做到应收尽收，应缴尽缴。财政收入增幅和

增收额均创近年新高，财政收入结构明显优化：一是各级财

政收入均实现较快增长。来自全省的财政收入达280.23亿

元，增收100.35亿元，增长55.8%。其中，中央级收入增长

64.7% ；省级收入增长54.9% ，同口径增长30.0% ；市县级收

入增长 45.0% ，同口径增长29.4% 。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同口

径增速快于G D P增速15.6个百分点。三是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突破百亿元，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其中，税收收入87.99亿

元，增长33.8% ，增速快于G D P增速19.3个百分点，占地方

一般预算收入的81.3 %，比上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四是地

方财政收入提前一个月完成年初预算。五是县域经济发展促

进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地方财政收入超亿元市县达到13个，

比上年增加3个。

二、创新支出管理，加快支出进度

2007年，海南省财政积极创新支出管理，提高预算执行

质量。一是建立待分指标分配预警、预算项目执行情况通报

考评和项目提前启动机制，制定了《海南省财政厅加强支出

预算执行管理暂行办法》。二是加强项目预算执行工作的指

导和监督，通过召开支出分析会，跟踪了解用款情况，解决

支出难点。针对基本建设支出及交通、环保项目实施用款滞

后的情况，财政厅领导亲自带队到相关部门了解项目进展，

与部门共同探讨促进项目实施、加快支出进度的措施。三是

将2008年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情况挂钩，增强预算部门加

快支出的积极性和紧迫感。四是对历年结余结转指标进行清

理，加快结转指标分配，制定了《海南省省本级国库集中支

付单位结余指标管理暂行办法》，初步建立起奖罚并重的激

励机制。五是对预拨款、借款情况进行了清理，抓紧办理预

算追加手续，及时调整账务。

三、调整支出结构，突出支出重点

2007年，在巩固民生成果的基础上，海南省委、省政府

把城乡合作医疗、城乡低保、职业教育、科技110、生态等

方面作为民生重点。为此，财政部门积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

构，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省本级新增可用财力主要用于教

育、支农、医疗、社保、生态等民生项目，促进社会事业和

谐发展。一是支农惠农力度加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

善。农林水事务支出8.42亿元，比上年增长46.0% ；加上补

助市县支出8.45亿元，共16.87亿元。主要用于农业综合开

发、基础设施建设、病险水库治理、民房改造、动植物疫病

防治、扶持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海防

林建设和农业保险试点等。二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推动科

技进步，繁荣文体事业。教育事务支出8.36亿元，比上年增

长24.7% ，加上补助市县支出1.33亿元，共9.69亿元。主要用

于“两免一补”、支持职业教育、支持省部共建新海南大学

和“211”工程建设立项等。科学技术事务支出1.07亿元，比

上年增长23.5% ，加上补助市县支出836万元，共1.15亿元。

主要用于农业科技服务110、科技三项费用、科技富民强县

等。文化体育与传媒事务支出2.11亿元，比上年增长49.7% ，

加上补助市县支出2922万元，共2.40亿元。主要用于文化公

园、乡镇宣传文化中心、“村村通”工程、运动员参赛、环

岛自行车赛和《黄道婆》剧目等。三是大力支持覆盖城乡的

医疗保险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

生事务支出3.64亿元，比上年增长35.7% ，加上补助市县支出

2.21亿元，共5.85亿元。主要用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购买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机构基础设施

建设、医疗救助等。四是认真落实就业与社会保障、环境保

护等惠民政策，努力构建和谐海南。社会保障和就业事务支

出12.31亿元，比上年增长28.0% ，加上补助市县支出8.32亿

元，共20.63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就业再就业、企业离退休人

员养老金、城乡低保、优抚补助等。环境保护事务支出2.67

亿元，比上年增长23.0% ，加上补助市县支出1.80亿元，共

4.47亿元。主要用于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生态补偿转移支

出、退耕还林补助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此外，还继

续对公益行业企业实行油价补贴，积极调整税收和行政事业

收费政策，为城乡居民减负。

四、增强服务意识，主动服务大局

2007年，海南财政转变工作作风，主动服务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一是积极配合，成功申办洋浦保税港区。二

是支持旅游业升级转型，配合做好国际旅游岛申办工作。三

是做好算账和对口联系工作，全力支持农垦管理体制改革。

四是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华侨农场改革顺利进行。五是支持

国有企业改革。省财政安排3.7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省属462

家国企的改革、关闭和重组。六是认真落实住房补贴政策，

切实推动住房分配货币化。此外，还积极支持农村信用社改

革、林权制度改革、老城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调整、海口保

税区西移等多项改革。

五、做大经济“蛋糕”，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海南财政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发展为先、

发展为大、发展为重的重大决策，紧紧扭住发展第一要务，

支持推进 “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的战略，为做大经济

“蛋糕”服务，支持和促进海南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一是

多方筹集资金，全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省财政积极筹集资

金支持东环铁路、海口市国际会展中心、海口保税区、定安

塔岭工业区和万宁神州半岛供水主管线等重点项目建设。二

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省财政拨付19.11亿

元，主要用于公路、小城镇建设、城乡供水及配套管网工程

和城市维护建设等。三是足额拨付偿债资金，防范财政风

险。省财政拨付偿债准备金1.09亿元，为11个国外贷款项目

偿还拖欠或到期债务，并提前清偿五指山和保亭外国政府贷

款协议项下未到期债务，规避汇率风险；完成日元贷款高速

公路项目2个贷款协议下的货币掉期业务，节省了财务成本。

此外，还积极争取各类中央资金，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支持

航权开放等。

六、完善财政体制，加大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

2007年，海南省财政深化财政改革，进一步完善财政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体制。一是调整财政管理体制，理顺省与市县政府间财政分

配关系。经海南省政府批准，新的财政体制方案从2007年1

月1日起执行。该方案在遵循“保证既得利益、适当增加省

级财政调控能力、优化分配机制、力求简明规范、保持政策

稳定”的基本原则上，对省与市县的支出责任、固定收入、

共享税范围与分享比例、体制补助与增量收入补助、国家级

和省级开发区财政政策等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明确。新财政体

制的实施，进一步理顺了省与市县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初步

建立起既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加快发展，又有利于充分调动省

与市县两级政府增收节支积极性的合理分配机制。二是完善

转移支付体系，加大对市县的扶持力度。2007年，省对市县

财力性转移支付71.13亿元，比上年增加19.67亿元，增长

38.2% ，快于省级财力增长速度。省对市县转移支付规模逐

年扩大，财力分配格局整体呈现均等化发展趋势，在保证基

层政权运转和集中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问题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三是继续深化财政改革。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继续

深化，调整政府预算编报口径，一般预算与基金预算分表反

映，部门预算编制更加科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改革开

展顺利，完成了对4512家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清查工作，

对现行资产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初步建立起行政事

业国有资产管理框架。琼海市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通过验

收，全省地方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和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清理核

实工作基本完成。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不断推进，全省实行国

库集中支付的市县达到12个，基本实现年初目标。财税库银

横向联网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全国率先实现联网范围覆盖全

省。会计集中核算改革继续深化，正式启动省本级预算单位

财务信息汇总和综合财务分析工作。网络版财政工资统发系

统成功开发，工资统发工作更加高效。非税收入收缴方式实

现银行卡PO S刷卡电子化缴款。政府采购改革稳步推进，省本

级政府采购规模达6亿元。金财工程建设加快，G FM IS功能得

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

七、加强财政监督，规范资金管理

2007年，海南财政以 “财政管理年”为契机，强化资金

管理，坚持依法理财，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一是加强财

政资金监督检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先后开展部分市县中

央与省级专项资金，特别是农村低保资金发放和部分项目建

设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此外，还对非税收入“收支两

条线”、党政机关楼堂管所建设、教育收费、农村义务教育

债务清理核实、地方农场农工负担、基层派出所建设、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散装水泥资金、土地出让金征缴、福利

彩票资金管理等进行了检查，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二是加强土地出让金管理，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

用。全省土地出让金收入27.70亿元，比上年增长302.3% ，

是地方财政收入增收的重要来源。三是积极采取措施，回收

工业发展资金借款。累计收回到期工业发展资金2.85亿元。

通过法律程序执行收回睿丰光纤光缆有限公司逾期借款抵债

资产3225万元，催收天然气专项资金和气价补偿款3850万

元，收回金元公司资产处置款4.1 0亿元。四是充分运作财

政存量资金，增加财政收入。在确保预算支出和安全的前提

下，加强财政现金管理，省本级全年利息收入1.12亿元，

比上年增长46.0%。五是组织做好规范津贴补贴工作。严格

按照中央要求，制定全省、省本级津贴补贴方案，并批复市

县方案，各市县均已兑现公务员的津贴补贴。同时，开展省

本级津贴补贴发放情况自查，积极配合中央审计组的检查工

作。六是加强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建立健全国有资

源有偿使用制度。从2007年9月起，对优选九二式小汽车号

牌举行每月一期的竞价拍卖。三亚、儋州、琼中等市县还对

户外广告权、民营橡胶收购权、海域使用权等国有资源进行

公开招标拍卖，拓展了财政收入渠道。七是加强会计评审工

作，进一步规范财经秩序。对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质量、上市公司新的会计准则执行、建账情况进行检

查，做好全国会计知识大赛海南赛区组织工作，进一步规范

会计行为，强化依法建账。继续完善财政评审职能，全年评

审基建项目100个，涉审金额16.66亿元，核减资金7805万

元，综合核减率6.7%。八是进一步健全财政法律制度体系。

按计划开展了《海南省财政资金管理监督条例》的草拟、调

研和上报工作，执法检查、行政执法水平、依法理财水平明

显提高。

（海南省财政厅供稿，李清丽执笔）

重 庆 市

2007年，重庆市实现生产总值4122.51亿元，比上年增

长15.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82.39亿元，比上年增长

9.5% ；第二产业增加值1892.10亿元，增长20.6% ；第三产业

增加值1748.02亿元，增长12.4%。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比例为11.7：45.9：42.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161.51亿

元，比上年增长28.9% ，其中，城镇投资2971.36亿元，增长

29.7% ；农村投资190.15亿元，增长18.6%。全年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661.23亿元，比上年增长18.4% ，居民消费价

格总指数104.7%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15元，增长

18.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09元，增长22.1%。全年进出

口总值74.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1%。其中：进口29.38亿

美元，增长38.7%；出口45.08亿美元，增长34.5%。

2007年，重庆市财政收入预算598.3亿元，完成788.6亿

元，比上年增长48.9%。全市财政支出预算799.7亿元，完成

1102.4亿元，增长34.4%。全年财政收支平衡，并消除历年赤

字1.9亿元。

一、财经良性互动，增收更稳定

2007年，重庆市各级财政、税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稳

健的财政政策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充分发挥财

政宏观调控作用。全市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向好，企业效益提

升，资本市场活跃，房地产业稳定发展，居民收入增加，投

资、消费、出口共同推动经济增长再创新高。在财经良性互

动和征管效益提高的双重作用下，全年地方财政超额完成预

算收入任务，增收259.1亿元，一是主体税源日趋巩固，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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