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努力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全省医疗卫生支出

完成44.6 亿元，比上年增长23.1% ，重点用于支持疾病防

控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和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其

中：省级筹措安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 8 009 万元，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资金7 158 万元，对2002 年以来

尚未安排过设备装备的 114 个县、875 个乡镇卫生院进行急

救设备能力建设，支持500 所边疆民族贫困卫生室建设，缓

解了农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五）及时拨付抗灾救灾资金。在全省自然灾害频繁发

生的情况下，省级财政及时安排拨付各项农业救灾资金1 亿

元，筹措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3.3 亿元，有力支持了各地

的抗灾救灾工作。

五、协调区域发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一）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县乡财政收入。2005 年，云

南省正式启动了县域经济发展规划，省级与 47 个试点县人

民政府签订了《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财政考核目标责

任书》，明确各试点县财政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积极向金融

机构推荐县域经济发展重点项目，并及时拨付县域经济发展

扶持资金7 240 万元，其中，拨付各州市及试点县县域经济

发展规划等工作经费 820 万元，拨付107 个县域经济发展重

点优势农产品推进工程龙头企业基地建设补助资金2 960 万

元，拨付85 个县域经济发展重点项目银行贷款贴息资金 3

460 万元，促进各地按照规划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工作。

（二）全面消除拖欠工资现象。省级财政通过积极争取

中央支持和大力调整支出结构，安排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奖补

资金和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21.7 亿元，同时安排民

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4.6 亿元。经过努力，实现了全省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标准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三）创新扶持、激励和约束机制。出台了《关于切实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意见》、《2005 年云南省缓解县乡财政

困难奖补办法》、《关于对全省县级财政实行分类指导的意

见》和《云南省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试点意见》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促进各地积极解决基层财政困难，引导县乡发

展经济、增收节支，初步形成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扶持、

激励和约束机制。

（四）深化专款切块到县改革。在2004 年省级专款切块

到县改革试点取得成效，基层政府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意识

增强的基础上，2005 年将试点县从3 个扩大到16 个。同时，

重新确定了切块专款范围，更加科学地核定各县切块专款基

数，按照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直接下达各试点县切块专

款8 957 万元。

六、坚持依法理财，完善财政监督管理体系

（一）加强财政机制建设。省级制定了贯彻实施行政许

可法的相关配套制度，规范了法规性文件的制定发布程序，

新出台了一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省级财政部门和昆明市、

红河州金平县建立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财政支出绩效

考核的专业化、制度化和经常化工作开始起步。完善非税收

入管理机制，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省级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

局，清理公布了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不断扩大统一规

范的收费和罚没收入票据使用面。强化了彩票机构财务管理

和彩票市场监管，全年彩票销售总量18.47 亿元，其中福利

彩票销售10.55 亿元，筹集公益金3.67 亿元；体育彩票销

售7.92 亿元，筹集公益金2.77 亿元。

（二）规范预算编制执行。部门预算编制覆盖了所有省

本级部门和州（市）县级预算单位 1 963 个，定员定额标准

不断完善，改进了项目支出预算编制办法。严格控制新增机

构和人员编制，重新界定了事业单位经费核拨形式并实行动

态管理，有效抑制了机构和人员过快增长。国库管理制度改

革试点州、市增加到 13 个，试点部门由上年的 100 个增加

到742 个，改革试点单位由522 个增加到 1 713 个，工资统

发覆盖面达到全省财政全供养人员总数的 89% 。全省政府采

购规模突破 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4% ，资金节约率为

8% ，推进了协议供货、车辆定点保险和维修等改革。

（三）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如期完成了全省机关事业单

位津贴、补贴清理工作。全省清退党政领导干部拖欠公款4

532 万元以及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 3 448 万元，清退

率分别为97.7% 和 100% 。取消了 18 个部门的 59 项收费，

规范了执收执罚行为。财政投资评审工作进一步加强，省级

共审减财政投资项目资金5 414 万元。

（四）提高会计管理水平。加大了《会计法》和《云南

省会计条例》的宣传贯彻和执法检查力度，评选表彰了全省

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成功组织了首次高级会计师资格

考试和评审。继续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和自律惩戒制

度，规范全省会计管理工作。

（云南省财政厅供稿，谭 昕、黄钦明执笔）

西 藏 自 治 区

2005 年，西藏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251.21 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2.1%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8.04 亿元，增长5.5% ；第二产业增加值63.52 亿元，增长

23.6% ；第三产业增加值139.65 亿元，增长9.7% 。2005 年

人均生产总值9 114 元，增长10.8%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196.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5% ，其中，民间投资

32.85 亿元，增长54.0%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3.11亿元，比上年增长15.7%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

年上涨1.5% 。全年进出口总额达2.05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8.1% ，其中，出口总额1.65 亿美元，增长27.1% 。

2005 年，西藏自治区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4.33 亿元，按

同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19.5% 。中央对西藏的财力补助总

量达到191.5 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民族地区转移支

付分别比上年增长38.89% 和53.5% 。全自治区财政支出完

成189.16 亿元，按同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39.0% 。

一、财政收支规模逐年扩大，财力保障水平显

著提高

2005 年，全自治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2.0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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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为预算的 141.29% ，比上年增加 2.01 亿元，增长

20.09%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各项税收达到 8.13 亿

元，比上年增加9 410 万元，增长 13.08% ；各项非税收入

达到 4.81 亿元，比上年增加 1.07 亿元，增长 28.72% 。

2005 年，地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地（市）已达到6 个，过

千万元的县已达到 13 个。地方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和中央

财力补助的大幅提高，有效缓解了财力匮乏的局面。截至

2005 年底，全区财政滚存赤字由上年的 4.07 亿元减少为

1.52 亿元；当年地（市）、县全面消化了历年财政赤字。

2005 年全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185.45 亿元，为年

度调整预算的 101.42% ，同口径比上年决算数增加51.62 亿

元，增长38.57% 。财力保障水平显著提高，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职能作用显著增强。

二、坚持财力向下倾斜，提高基层财政保障能

力

按照“划分收支、专项扶持、财力补助、转移支付”的

自治区对下财政管理体制，坚持财力向基层倾斜与体制约束

相结合，进一步加大了自治区对地县的财力补助力度，直接

安排到地县和实际使用在地县的财力占全区总财力的比重保

持在75% 以上。2005 年自治区财政对地县的一般转移支付

11.5 亿元，比上年增加3.5 亿元，其中73.2% 直接下达到

县。2005 年1 月 1 日起，地（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

费标准达到年人均8 000 元，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标

准达到年人均6 000 元。安排1.5 亿元，增加地县社会事业

发展资金（每个地市 1 000 万元，每县 100 万元）。同时还

落实资金3 500 万元，为基层科技人员改善住房条件。通过

坚持财力向下倾斜，进一步提高了地县财政保障能力和保障

标准，为基层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体制保

障和财力支撑。

三、高度重视“三农” 工作，财政支农力度不

断加大

2005 年，自治区财政累计安排涉农支出 15.83 亿元，比

上年增加4.1 亿元，增长34.95% 。财政支农专项支出 11.2

亿元，比上年增加3.8 亿元，增长51.35% 。以主要支农项

目划分，当年安排化肥补贴，粮食良种补贴、小型农机具补

贴、种粮直补资金 134.17 亿元，确保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安排补助资金2.34 亿元，对边境地区、国道没线的民房进

行改造，带动银行信贷资金和民间投资 1.25 亿元（含群众

投劳折资），不仅使部分农牧民群众率先实现了安居乐业的

愿景，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结构调整；安排特

色产业发展资金 1.65 亿元，有力支持了农牧业特色产业发

展；安排县乡公路养护资金6 324 万元、村道养护资金1 270

万元，提高县、乡、村公路通行能力，促进改善了农牧区综

合发展条件；安排农牧民技能培训专项资金 1 731 万元，开

展农牧民实用技能培训53 620 人次，进一步增强了农牧民的

就业技能和致富能力；安排专项资金 4 650 万元，帮助牧民

购置网围栏，促进了草场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和草场生态环境

建设；安排农牧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1.2 亿元，提高了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标准和五保户供养标准，解决了村民小组

长误工补贴和村级技术人员的相关待遇。2005 年，财政对农

牧民的各类补贴已达到全区农牧民每人每年406 元的水平。

四、统筹兼顾，加大支持社会事业发展

大力推进“科教兴藏”战略，加大对教育、科技事业的

投入。2005 年，投入教育资金 20.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65% 。其中，安排专项资金24.54 亿元，提高教育“三

包”经费标准，全区小学生、初中生“三包”经费标准分

别由600 元、800 元提高到1 000 元、1 150 元，小、初、高

中学生助学金补助年均标准分别从50 元、100 元、800 元提

高到65 元、130 元、900 元。大力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使用

科学技术推广应用，财政对科技的投入比上年增长34.54% ，

达到4 413 万元。

加大对文化、广播影视业的投入，重点支持农牧区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村村通”和“西新工程”顺利实施，村级

文化站建设全面启动；重点文物得到及时修缮和有效保护。

2005 年，财政用于文化事业发展的支出达到1.2 亿元，比上

年增长26.04% 。

全力支持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2005 年，财政用于卫生

事业的投入达到9.47 亿元，比上年增长48.44% 。重点用于

提高农牧民免费医疗经费标准和县乡卫生院医疗设备购置以

及地方病防控工作和城市重点医院改造工程，城乡医疗卫生

条件显著改善，防病救治能力明显加强。其中，用于增加农

牧民免费医疗补助支出9 246 万元，农牧民免费医疗标准由

年人均40 元提高到80 元，有效缓解了农牧民看病难、看病

贵、看不起病的问题。

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2005 年，全区社会保障资

金支出12.1 亿元，比上年增长17.85% 。新建了企业职工工

伤保险和企业女职工生育保险制度；安排专项资金 810 万

元，启动了农牧区特困群众生活救助和医疗救助；进一步提

高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五保户”供养标准；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面工作取得新进展，山南、林

芝、日喀则、昌都4 地区已纳入全区医改试点范围，制订了

阿里、那曲两地区医改试点方案。截至2005 年底，全自治

区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

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积极支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一是继续实施退耕

（牧）还林（草）和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是积极开展草场网

围栏建设，促进草场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推动草原生态保

护；三是大力支持太阳能等替代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进一

步缓解了人为生态破坏现象；四是加大对珠峰、纳木措等自

然保护区的投入，有效促进了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

的可持续发展。

五、切实加大经费保障力度，全力支持稳定工

作

按照高于普通机关的标准，足额安排公、检、法、司和

政法委系统公用经费和业务经费；落实政法专项资金 1.4 亿

元，改善政法部门装备条件，增加办案经费；大幅提高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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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部门公用经费标准，全区县级公安部门的公用经费、业

务经费标准达到了年人均2.1 万元，县级检察机关、法院机

关、司法机关和政法系统的经费保障标准也有了显著提高。

2005 年全自治区公检法司支出达到7.71 亿元，维护社会稳

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加大解决社会热点、难点

问题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资金投入，有力地维护了正常的社会

秩序，妥善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保持了社会局势的长期稳

定。

六、深化财政支出改革. 加强财政法制建设

积极推进财政支出改革，2005 年，自治区财政以推进支

出改革为重点，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为主线，加快推

进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三项改革。截至

2005 年底，自治区本级117 个部门全部实行了部门预算；有

54 个部门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试点，约占部门总数的50% ；

政府采购不断规范，采购范围和金额逐年扩大，2005 年已突

破7 亿元。同时，结合西藏实际，在2004 年试点的基础上，

稳步推行县直党政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和县级会计集中

核算与集中支付并轨工作，降低了县直党政机关的行政成

本，提高了行政效能。

全面加强财政监督工作。2005 年，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批准实施《西藏自治区财政监督条例》，财政监督工作迈上

新台阶；进一步加快财政法制建设步伐，相继出台了工商行

政管理专项补助经费管理、文物单位收入管理、中小企业小

额贷款管理、特色产业资金管理、农机补贴资金管理、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地方财政法规制

度体系进一步完善。

七、开展调查研究，提高工作水平

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 “下基层、办实

事、保稳定、促发展”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倡导求真务实之

风，多次组织调研组深入机关、农牧区开展调查研究，对财

政体制运行情况、财政预算安排落实情况、财政财务制度执

行情况和农牧区税费改革、农牧民免费医疗等开展了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财政工作

质量和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组织力量对西藏公共财政理论、

财政“十一五”规划、社会保障“十一五”建设规划和区

域行政成本差异等重大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

出了“十一五”期间延续完善中央对西藏财税政策和进一步

加大对西藏财政支持的相关建议。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增强

服务意识，财政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和财政工作效率不断提

高。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陈凡彦、边巴旺堆执笔）

陕 西 省

2005 年，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 3 675.66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2.6%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35.77 亿元，增长

7.7% ；第二产业增加值1 849.28 亿元，增长15.8% 。第三

产业增加值1 390.61 亿元，增长10% 。人均生产总值9 899

元，增长12.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 980.52 亿元，

增长28.3%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以上年为 100）上涨

1.2% ，其中城市上升0.9% ，农村上升1.8% 。全年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322.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7% 。商

品零售价格指数（以上年为 100）上涨0.1% 。进出口总值

45.77 亿美元，增长25.7% ，其中出口 30.76 亿美元，增长

28.3% ；进口 15.01亿美元，增长20.5% ，全年实现贸易顺

差15.75 亿美元。全年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56 个，比上

年下降5.5% ；合同外资15.82 亿美元，增长50.9% ；实际

使用外资6.28 亿美元，增长19.3%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8 272 元，比上年增加780 元，增长10.4% ，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4% ；人均消费支出 6 656 元，增长

6.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 052 元，比上年增长 9.9%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9%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 896 元，比上年增长 17.2% ，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5% 。

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2005

年，陕西省财政总收入完成 529.0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3.95% ，比上年增长27.32% 。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完成 275.3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8.96% ，比上年增长

28.08% 。财政支出638.96 亿元，增长23.76% 。

2005 年，陕西省省级财政收入完成 180.90 亿元，完成

预算的 112.48% ，比上年增长25.67% 。其中：地方一般预

算收入完成 85.2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7.1% ，比上年增长

27.44% 。省级财政支出 283.77 亿元，增长25.65% 。当年

财政收支平衡。

一、积极支持经济发展，狠抓增收节支，提高

财政保障能力

（一）狠抓收入征管，财政收入再上新台阶。2005 年，

在全面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免征农业税等政策性

减收的情况下，陕西省财政厅加强与税务部门的联系与协

调，坚持依法治税管费，强化税收征管，严格国有资产收益

收缴管理，加强收入监控，深挖增收潜力，全省财政总收入

再上新的台阶，突破500 亿元。

（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大力支持经济发展。2005

年，省财政厅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有关部

门，认真做好项目筛选、上报工作，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

持陕西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改善环保设

施，促进科技创新。在争取中央财政支持的同时，省财政多

方筹集资金，支持经济发展。在新增财力安排中，省级财政

年初安排的改革与发展资金接近 10 亿元，并改变财政支持

经济发展的方式，取消对企业的借款，减少资本金投资，重

点以企业贷款财政贴息为主的方式支持企业发展。2005 年，

贴息资金占财政投资总额的70% 以上。在资金投向上，重点

用于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能源化工和医药行业等有

发展潜力的重点领域。

（三）压缩一般性开支，保障重点支出。积极调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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