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人员一次性抚恤金补助标准。安排资金解决社会保障方面

的突出问题，对州（地、市）、县破产企业退休职工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安排资金予以支持；积极支持解决社会

救助体系建设方面的突出问题，完善农村特困群众生活医疗

救助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制度等，支持解决全省城镇

贫困群体医疗救助问题；实施了低保家庭冬季取暖救助制度

和廉租房补助；提高了离退休干部无固定收入遗属生活困难

补助费标准。

（六）积极支持重点工程和项目建设。2005 年，共下达

基本建设资金预算和国债转贷资金计划26 亿元，比上年增

长24.8% ，按工程进度及时拨付资金，基本保证了生态、水

利、公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

继续发挥财政贴息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的杠杆作用，下

达基本建设贴息资金 1 亿元，带动贴息贷款投资 21 亿元。

安排下达地质勘探费、科技三项费和挖潜改造资金 3.7 亿

元，争取外国政府贷款1 040 万美元，支持资源开发和深加

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

三、不断创新管理机制，稳步推进财政改革

（一）进一步理顺财政管理体制，推进县乡（镇）财政

管理方式改革。按照中央“三奖一补”政策精神，出台了

《关于省对财政困难县（市）财政激励性转移支付奖补办

法》，并加大了对下转移支付力度，较好地激发了财政困难

县发展经济、精简机构、控制人员和消化职工个人欠账的积

极性。进一步深化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面免征

农牧业税的同时，为适应农村牧区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转变

职能的要求，规范和加强乡镇财政管理，在西宁市、海东地

区和果洛州的部分县探索开展了以“乡财县管乡用”为主要

内容的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并在海西州开展了综合配套

改革试点。

（二）深入推进以“金财工程”为依托的部门预算、国

库集中收付和非税收入收缴分离管理改革。2005 年在总结省

级部门预算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部门预算人员基本数

据库，强化了预算编审和监督，增强了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

力，同时探索建立符合青海实际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实现

了省级预算单位全面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目标，海西、

海北州、海东地区和格尔木市组建了国库支付中心，同时积

极推进支农、扶贫等资金由国库集中支付的试点工作；“收

支两条线”改革在省级单位全面推行的基础上，积极支持有

条件的地区稳步推进；省人大批准颁布了《青海省实施 <政

府采购法> 办法》，同时为进一步规范采购工作规程，建立

了《青海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和《青海省政府

采购评标工作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认真抓好落实，积

极推行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制度，探索上下联动、资源共享、

分级管理的区域联动采购新模式，方便了采购单位，提高了

采购效率，降低了采购成本。政府采购规模进一步扩大，全

年采购规模达到4.7 亿元，比上年增长14.6%

（三）规范资金分配管理，探索建立了财政补助资金直

接到达机制。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粮食补助价款、对种粮农

民直接补贴及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资金全都实行了银

行代发现金（存折），确保了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农牧民手

中；农业良种和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补助分别实行了供应券

和“管护补助卡”制度，对农村初高中毕业回乡青年职业技

能培训财政补助资金实行了“培训券”补助方式，减少了资

金流转的中间环节。

四、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

（一）认真贯彻《预算法》，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执

行和管理等各个环节的财政监督机制，强化对财政政策执行

情况和财政资金运行质量的监督检查，规范财经秩序，切实

维护预算的严肃性。

（二）认真落实已出台的各项制度措施，力求用制度约

束和规范理财行为。继续推行了政府公益性投资项目统建

制、财政支农和扶贫资金报账制、重点项目资金公示制，广

泛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对预算资金审计和监督检查中发

现的违纪违规问题进行跟踪落实，督促认真整改，维护了财

政执法的严肃性。加大财政投资评审力度，审减投资 1.67

亿元。

（三）探索创新财政监督机制。在建立财政专项资金支

出绩效监督并努力扩大试点范围的基础上，建立了财政预算

绩效评价制度。财政专项支出绩效监督在2004 年试点的基

础上，又选择了支农、扶贫、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人畜饮

水、农业产业化、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防洪工程等 18 个

项目，在西宁、海东、海西、海南、海北、黄南州及所属部

分县进行了扩大试点工作。启动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工程监

理省级委派和专家封闭评审论证的工作机制，强化了对农发

项目的管理。利用信息网络启动了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信

息系统，强化了对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动态监管。

（四）加强了对各类专项资金的监管，特别是加大对转

移支付资金、工资和社保、支农、教育、国债、生态保护以

及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等的监督检查力度，加强分析

研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着力纠正违规行为。同时，延

伸检查了部分预算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及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确保了财政资金有效使用和安全运行。

（五）加强了财会人员管理教育，提高业务素质。加强

对财务单位会计信息质量和社会中介组织执业情况的监督检

查，落实财务管理制度，维护诚信守法的经济秩序。

（六）加强了财政内部监管，继续坚持开放办财政，开

门办财政的方针，坚持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制度，认

真接受各级人大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积极推动政务公开和

机关效能评价工作，使财政内部在行政效能、预算分配、资

金管理和内部监督等方面逐步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青海省财政厅供稿，竺向东执笔）

宁夏回族自 治区

200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606.1 亿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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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长10.9% 。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72.08 亿元，

增长 3.2% ；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281.23 亿元，增长

15.3% ；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252.79 亿元，增长8.9% 。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44.7 亿元，增长16.8% 。实际利用

外资 1.38 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9.67 亿美元。全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74.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6% 。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1.5% 。

2005 年全自治区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完成 87 亿元，比

上年增长30% ，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7.7 亿元，

增收10.2 亿元，超收7.4 亿元，增长 27.4% 。财政一般预

算总支出完成 158.7 亿元，增长 29.2% ，其中区本级完成

71.9 亿元，增长 38.4% ；市县级完成 86.8 亿元，增长

22.4% 。

二、调整支农方式，创新支农机制

（一）继续实行农民补助资金“一卡通”发放，切实保

障农民利益。2005 年，纳入“一卡通”系统直接兑现农民

的资金有退耕还林、良种补贴、化肥补贴、粮食补贴、少生

快富补贴等资金，累计发放 11 亿元。这种拨付方式改革减

少了资金拨付环节，杜绝了资金挤占挪用、浪费现象的发

生，提高了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益，保障了农民的利益。

（二）积极探索生态扶贫综合治理，改善贫困地区生产

生活条件，通过整合财政资源，有效调动信贷资金及农户投

入的积极性，缓解资金短缺矛盾，因地制宜建设南部山区科

技示范项目区，取得显著成效。其中，小虎洼生态扶贫综合

治理示范区、长城塬节水高效农业示范区、庙台流域治理开

发示范区等已经显现成效，实现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的共赢。

（三）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005 年，自治区财政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6.85

亿元，先后免征了农业税及其附加、牧业税、农业特产税，

减免涉农税费3 亿多元，自治区农民人均增收114 元，占同

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额的19.6% 。

（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拨

付资金18 亿元重点支持了扶贫扬黄灌溉工程、黄河治理、

西夏渠工程、百万亩中低产田改造、生态保护等一大批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项目。

（五）支持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协调发展。

一是全面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安排专项资金用于

实现“村村通”的行政村台（站）维护和设备更新，免费

向80% 左右的农民传送8 套电视节目。二是支持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建设。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卫生室设备配备

标准有关规定，通过政府集中采购，对全区卫生院、卫生室

一次性配齐所需医疗设备。对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实行全

额工资财政供给制度，财力缺口由区财政实施转移支付补

助，对村卫生室医生每月补助100 元，由区财政和市县财政

共同负担，保证了一线工作人员工资的正常发放。同时加大

培训力度，对现有乡镇卫生院年龄在45 岁以下的医护人员，

按一年一乡一人进行轮训。三是在平罗、隆德等五个县进行

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如制定下发了《宁夏回族自

治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风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

规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风险基金的收支行为和管理程序，提

高了风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水平；及时拨付补助资金和试点

县启动经费，提高各试点县的工作积极性；按照财政部有关

规定，指导试点县实现基金收支分离，管用分开，封闭运行

的管理模式。四是集中资金改善农村困难群众生活条件。拨

付专项资金3 750 万元对南部山区8 000 户危房危窑进行了

改造，并计划用3—5 年时间全部完成这项民心工程。针对

农村敬老院基础设施陈旧老化的问题，自治区财政通过补助

专项资金和对市县转移支付 1 200 余万元对全区农村敬老院

进行改扩建，将原有较为分散的 136 所乡镇敬老院建设改造

成为相对集中、规模适中、设施配套、服务完善的 52 所中

心敬老院，让五保老人安度晚年。

（六）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按照

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带的布局，保障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综合

开发的资金需求，完善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专业合作组织、

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民技能培训体系。

三、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促进教科文事业发展

（一）积极发展教育事业。一是积极支持农村中小学义

务教育事业发展。扩大国家“两免一补”政策范围，对山区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全部免收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

对寄宿制学生给予生活补助，全区有 53.7 万名学生受益，

使8 100 多名贫困家庭学生重返课堂，3 万多名家庭经济困

难的寄宿生得到了生活补助。努力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

件，为贫困地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2005 年，自

治区二期义务教育工程、二期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寄宿制学

校建设项目资金投放工作基本完成，累计共建中小学 283

所，完成353 所的学校的改扩建任务，新建、改扩建校舍

393 221 平方米，采购图书568 854 册，购置课桌凳 127 507

套，购置学生用床39 196 张。安排资金3 430 万元用于实施

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等市县农村中小学远程

教育工程，建设206 个教学光盘播放点、699 个卫星教学收

视点和150 个计算机教室，全区农村学校面貌正在发生崭新

的变化。二是努力促进高中教育事业发展，自治区财政共筹

集资金8 000 万元支持市县高中建设。到2005 年自治区财政

已连续3 年安排2 577 万元资金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

自治区高中教育资源紧缺的突出矛盾。三是支持宁夏大学、

固原师专、宁夏医学院等高等院校提升办学水平，不断促进

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各项教育事业发展。

（二）稳步促进科技文化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继续大力

推进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累计投入资金 1 100 万元，选派

1 101 名专职特派员深入自治区24 个市县开展活动。积极支

持科研院所管理体制改革，开展了转制院所的清产核资工

作，明确了转制院所的财务管理体制，26 个公益类院所的分

类改革全部完成。大力支持文化事业发展，投入资金保障宁

夏第一届文化艺术节的顺利进行，支持文艺精品创作，开展

文化下乡，加强山区 8 县和川区吊庄的乡镇文化中心建设，

初步搭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宁夏分中心框架，加强

宁夏灵武恐龙化石遗址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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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筹措资金，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一）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首先，加强普通大中专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筹集拨付专项资金2 142 万元，通过

到南部山区支教、到事业单位实习等手段帮助2 600 名大学

生解决就业问题。其次，积极推进劳务产业发展。自治区财

政筹集1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区、市、县、乡四级劳动力

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完善了劳动力市场服务工作体系。拨付

劳务输出专项资金2 994 万元，用于10 万名农村劳动力技能

培训和2 万名农民工技能鉴定等，逐步实现了自治区劳务输

出规模化、技能化。第三，加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

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自治区再就业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及

时拨付再就业补贴资金2 185 万元，用于下岗失业人员职业

培训、职业介绍、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为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筹措1 859 万

元资金购买3 000 个公益性岗位帮助“4050”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具体用于支付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补贴和社会保险

费。通过努力，2005 年实现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8 060 人。

（二）做好“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2005 年，区

财政加大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力度，当年累计征收基本养老金

14.45 亿元，累计支出14.11亿元，支付率为100% ；拨付下

岗职工阶段性救助资金1 638 万元，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

活需求。同时，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认真做好国有

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拨付1.88

亿元专项资金，帮助约2 万名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大力

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工作，按照财政分级负担的

原则，对试点地区给予补助。

（三）做好社会救助工作。针对2005 年自治区自然灾害

频繁的实际情况，区级财政全年共拨付救灾救济资金6 260

万元，并合理确定分配资金方案，保证救灾资金迅速送达灾

区。认真落实伤残军人抚恤政策，解决其生活医疗问题，从

2005 年1 月 1 日起，给予每人每年500 元生活补助。加大残

疾人爱心工程投入力度，改善残疾人生产生活条件。初步建

立了农村特困群众的救助制度，努力完善农村特困户医疗救

助管理办法，构建以常规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救

助、单一大病医疗救助为内容的救助体系，全年共拨付农村

特困户医疗救助专项资金1 027 万元，帮助解决农村困难群

众看病难问题。

（四）加大公共卫生建设投入。筹集公共卫生经费支出

6 101万元，重点用于传染病防治和计划免疫、医院医疗救

治能力建设项目、卫生监督项目等，并严格项目资金管理，

发挥项目资金效益。支持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安排专项

资金，对达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一次性奖励 10 万

元，奖励资金重点用于购置设备，加强社区全科医师的规范

化教育培训，计划用三年时间，对五市 300 名社区全科医师

和护士进行岗位培训。

五、支持工业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

一是支持工业园区建设。针对自治区各工业园区普遍存

在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滞后、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全年

共下达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4 500 万元，促进工

业园区健康发展。二是支持企业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集中

拨付技术创新资金重点支持东方有色集团、西北轴承集团、

西北奔牛集团、长城数控机床公司等企业的钽铌铍新材料、

镁合金、新型轴承、大型煤机设备、数控机床等项目，提高

企业产品竞争力。三是扶持各类企业发展。对青铝集团一、

二期自焙槽改造、圣雪绒集团 50 万件羊绒衫扩建、美利纸

业集团3 万吨铜版纸及碱回收等一批自治区支柱产业的重点

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资金支持。鼓励自治区30 户重点非公有

制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支持重点外贸企业发展，针对出口退

税负担机制改革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效缓解出口

退税地方负担部分对市县财政增加的支出压力，从2005 年

开始，出口退税地方负担部分全部由自治区财政统一负担，

市县不再承担出口退税增量部分，有效缓解了部分出口规模

较大市县的财政压力。同时，通过实施外贸企业出口奖励政

策鼓励宁夏惠冶镁业有限公司、宁夏灵武中银绒业公司等78

户自治区重点出口创汇企业开拓新兴市场，下达外贸发展资

金2 400 万元资助启元药业、东方有色、佳通轮胎、华源冶

金等一批出口创汇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成长性好的企业

实施改扩建。四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困难企业脱困。参与

自治区政策性破产企业和依法破产企业的破产清算工作，安

排资金7 000 万元，重点解决宁夏建设集团三建公司、吴仪

集团宁光电表公司等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根据部分自治

区属企业经营困难的实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拨付流通

现代化贴息资金对商业集团公司、农垦集团公司的糖酒连锁

公司、畜牧发展公司和清真肉产业发展公司的连锁经营给予

扶持，从而带动整个集团生产、经营。

六、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保障基层政权运转

通过充分调研和精心测算，根据自治区实际制定下发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奖励补助办法》、《宁夏

回族自治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绩效考评办法》，提出了缓解

县乡财政困难奖励补助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并及时下达了缓

解县乡财政困难奖补资金 1.5 亿元，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

为增强对乡镇正常运转的保障能力，按乡镇人员编制人均 2

485 元对乡镇公用经费给予直接补助，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

乡镇公用经费紧张的局面，同时，从机制上规范了乡镇收支

行为，控制了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和债务的不合理增长。

七、稳步推进财政改革，创新财政管理

一是加快部门预算改革步伐。进一步完善了部门预算的

制度框架和预算定额体系，简化程序、规范服务，充分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效率，实行了综合预算管理，所有市县均

已推行了部门预算的编制方法。二是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完善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制度框架，自治区本

级有195 个预算单位的政府采购资金和327 个预算单位的工

资支出实行了财政直接支付，市县级集中支付改革试点已扩

大到288 个预算单位，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财政国库集中支付

网络信息系统。三是不断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全区全

面推行了“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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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收费项目、银行账户和票据的清理规范工作，先后取

消收费项目332 项，降低收费标准20 项，取消政府性基金3

项，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3.2 亿元。四是深化了政府采购改

革。建立了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实现了政府采购机构转

型和监督、采购职能分离，采购品目和覆盖范围进一步扩

大，多角度探索提高政府采购质量和效率的途径，2005 年采

购规模达到10.1 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1.8% 。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王心农，柳 静执笔）

新疆维吾 尔自 治区

200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2 60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9%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09.99 亿元，

增长6.5% ；第二产业增加值 1 164.79 亿元，增长11.4% ；

第三产业增加值 927.41 亿元，增长9.4% 。按常住人口计

算，人均生产总值13 108 元，增长8.8% ，以当年平均汇率

折算，约合 1 590 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

成1 352.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4%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637.78 亿元，比上年增长13.2% 。全年海关进

出口总额79.42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9% 。其中，出口

50.40 亿美元，增长65.5% ；进口总额29.02 亿美元，增长

12.1%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 100.7，比上年回落 2

个百分点。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100 元，比上年

增长8% ，农民人均纯收入2 482 元，比上年增长10.6% 。

在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新疆财政收入得到快速增

长。2005 年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397.86 亿元，比上年增收

63.2 亿元，同口径增长22.8% 。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220.93

亿元，增收29.65 亿元，同口径增长17.3% ，其中，地方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80.32 亿元，增收 24.61 亿元，同口

径增长18.5% ；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0.61 亿元，增收 5.04

亿元，同口径增长12.5% 。财政支出完成556.15 亿元，增

支96.81亿元，同口径增长18.3% 。财政收入总计544.29

亿元，支出总计 522.6 亿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21.69亿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36 亿元，净结余为赤字

14.39 亿元，比上年减少 1.69 亿元。对下转移支付 192.25

亿元。

一、完善收入管理机制，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

长

（一）进一步落实财政收支责任制，强化收入征管。强

化财政收支运行情况的分析监督，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税

源的税收收入的监控力度；严格税收减免政策的管理，大力

清缴欠税；加大了非税收入的收缴管理力度，进一步规范和

完善了非税收入政策。同时，密切与国、地税部门的工作联

系，加强对纳税户的齐抓共管，强化和完善各项征管措施，

确保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积极实施收入上台阶工程。制定了鼓励县（市）

财政收入上台阶的相关办法，第一批有库车、新源、喀什市

等七个具发展潜力的县市被确定为收入上台阶的奖励对象，

并一次性给予支持资金7 400 万元。通过激励性转移支付、

财政信用担保资金、财政贴息资金、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前

期费等多种形式对重点县（市）实施全方位的支持，力争使

这些县市的财政收入在三年后达到奋斗目标并有较明显的提

高。
（三）加强财税政策研究。积极开展对石油、天然气等

资源税税收政策的研究，并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

提高石油、天然气资源税标准的政策建议。同时，加强了政

府执政特殊支出因素的分析，其中民族宗教人士生活补助等

特殊支出，已成为财政部出台转移支付政策首要考虑的重要

因素。

二、培植财源，大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一）加大投入，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建设。2005 年，财

政安排基本建设支出83.24 亿元，重点支持了一批水利、生

态环境保护、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重点项目。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抓好重点国债项目收尾工作，强化督促

检查，规范国债项目的资金管理和财务管理，提高了国债资

金的使用效益。通过采取上述举措，有力地拉动了新疆经济

的增长。同时，累计安排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前期费 1.29 亿

元，主要用于重点行业“十一五”规划、水利、机场、铁路

等重大建设项目的前期研究，资金投入力度创新疆历年来最

高水平。

（二）集中财力，突出支持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对各

类支持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进行分类整合管理，将同类资金

集中捆绑使用，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支持了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的发展。如将技术改造类专项资金主要投向石油石

化下游产品加工、重化工、冶金、矿业、纺织、食品加工等

支柱产业，突出支持了美克集团 1 - 4 丁二醇项目等一批重

点技术改造项目，并及时建立了重点项目库。同时，为加快

县域经济发展，突出支持了库车、轮台、富蕴等县市工业园

区和重点财源项目的建设。

（三）支持改革，优化经济结构。认真做好国有企业政

策性关闭破产和企业分离办社会工作，支持国有企业改组改

造。新疆本级有8户企业完成关闭破产终结工作，10 户企业

进入关闭破产程序。全年共安排2 亿元改革成本支出，用于

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挥财政信用担保融资作用，鼓励和支

持中小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落实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政

策，认真研究解决出口退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扩大出口，

支持企业“走出去”。

（四）积极推进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经济一体化进程。

2005 年，再次调整了乌鲁木齐市财政体制上解办法，取消了

2005—2007 年8% 的环比递增比例，实行定额上解。两次体

制调整三年累计下放乌鲁木齐市财力15.71 亿元，有力地支

持了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经济的融合和迅速发展。

三、落实财政政策. 加大财政支持“三农” 力

度

（一）深化农村税费改革。2005 年，全面取消了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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