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式，重点用于县（市）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特色经济，壮

大龙头企业。赋予巩义、项城、永城、固始、邓州 5 个县

（市）省辖市财政管理权，鼓励其加快发展。省对县（市）

转移支付 168.9 亿元，分三年取消 11 个财政困难县（市）

原体制上解6 421万元，提高县（市）保障水平。利用世行

亚行贷款和国债21.9 亿元，支持县城供（排）水和管网改

造建设。及时出台减免税、费、基金和贴息等扶持政策，缓

解“禽流感”疫情对家禽养殖户和相关企业造成的不利影

响。部分市县也加大了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安阳市

将省下划和原市级参与分成的 10 项税费全部下划县（市），

取消人均财力低于全省县级平均水平的汤阴县体制上解。伊

川县财政每年安排民营企业贴息1 000万元，支持新办民营

企业和新上项目贷款贴息。总体看，2004 年县域经济发展

活力明显增强，收入增势强劲。85 个县（市）提前 1 个月

完成全年收入预算，65 个县一般预算收入超亿元，11个县

超3 亿元，巩义、登封、新密、禹州 4 个县超过 4 亿元。

2004年，县均实际支出规模3.6亿元，比2003年增加6 920

万元；财政供养人员人均财力比2003 年增加近5 000元，县

级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五、突出重点，稳步推进财政改革

2004 年，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在创

新财政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一是财政国库管理制

度改革向纵深发展。省市两级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国库集中收

付制度，50个县（市、区）进行了改革试点，全省纳入改

革单位9 728个，强化了财政管理和监督力度。二是政府采

购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开封、鹤壁等7市 328个农村中小

学危房改造工程政府采购试点成效显著，2004 年起危改工

程全面实行政府采购。全年完成政府采购72.6 亿元，增长

38.8% ，政府采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日益显现。三是财政投

资评审工作进一步加强。财政性基本建设资金支出预算纳入

投资评审范围。全年审核政府投资项目1 563个，核减造价

8.4亿元，节约了政府资金。四是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迈出新

步伐，完成了乡镇卫生院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专

项资金绩效评价，为建立财政绩效评价体系探索了经验。五

是交通、工商和技术监督系统省管收费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

革运行平稳，收缴效率明显提高。六是会计集中核算稳步推

进，一半以上的乡镇实现了会计集中核算，部分行政村实行

了“村账乡监”或 “村账乡理”，强化了会计监督。七是

“乡财县管”改革逐步展开，30 个县（市）进行改革试点，

其中焦作、三门峡两市已在全市推开，乡镇财政管理进一步

加强。八是“金财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绝大部分省辖市

完成了市到所属县、区的广域网和县级财政局域网建设。部

门预算编报、国库集中支付、农业税征管、非税收入征管等

软件管理系统进一步完善，财税库联网、乡财县管、省级财

政供给人员基础数据库等管理系统开发完成并投入使用，为

加强财政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九是政府外债管理力度进一

步加大。探索建立政府外债预警指标，设立偿债准备金，缓

解了外债对预算执行的冲击。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财

政资金收支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透明度不断提高。

（河南省财政厅办公室供稿，马剑平执笔）

湖 北 省

2004年，湖北省实现生产总值6 309.92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1.3% 。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1 020.09亿元，增长6.5% ；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2 994.67

亿元，增长13.9% ；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2 295.16亿元，增

长10.0% 。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 356.38亿元，比上年

增长25.1% 。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67.72 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32.5% ，其中：出口33.84 亿美元，增长27.4% ；

进口33.88亿美元，增长 38.0% 。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及其

他投资 23.5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 ，其中，外商实际

直接投资 20.71 亿美元。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 667.48亿元，比上年增长13.1%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

数为104.9。全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023元，比

上年增长9.6% ；农民人均纯收入2 896元，增长12.6%。

2004 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 844.9 亿元，增长

24.6 % ，考虑农业税降率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等不

可比因素后，可比增长 27.6% ，其中：中央级收入完成

324.8亿元，增长30.2% ；地方收入完成520.1亿元，可比

增长26.5% 。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310.4 亿元，增

长19.5% ，考虑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农业税降率以及取消

除烟叶外的特产税等不可比因素后，可比增长 28.1% 。全

省一般预算支出 64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6% 。按现行

分税制财政体制算账，全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一、努力创新财政运行机制，逐步缓解县乡财

政困难

2004 年，湖北省开始实行省管县（市）财政体制。一

是按照“财力下移、缺口上移”的思路，省对市县实行优惠

的财政政策，省财政继续对贫困县（市）上交省的收入增量

给予全额返还；以2003 年财政收入基数，对13个新增市州

本级和其他县（市、区）2004～2006 年上交省的收入增量

也予以全额返还，2004 年省财政返还市县2.25 亿元。二是

完善省财政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将一般性转移支付改为均

衡性转移支付、政策性转移支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三种方

式，公开转移支付资金和相关专项资金分配办法，2004 年

省财政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达24.52亿元，促进了市县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筹措资金 2.58 亿元，重点支持了老区和

民族地区的发展，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

二、认真落实惠农政策.加大“三农”扶持力度

一是加大农业投入。2004 年，省财政安排农业支出

8.25亿元，筹措农业综合开发投资 7.71 亿元，争取中央财

政对湖北省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方面的扶持资金 27.4

亿元，争取中央扶贫资金 4.28 亿元，稳固农业基础地位，

促进贫困地区发展。二是支持农村稳定。筹措6 000万元支

持实施农村五保户“福星工程”；安排3 000万元，用于全省

农村特困人员 30 万户生活救助；安排血吸虫病防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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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50万元，支持“血防”工作；安排配套资金2 300万元，

支持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三是增加农民收入。安排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22.34 亿元，大力支持农村税费改

革、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国有农场改革；安排补助资金

15.15亿元，积极执行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以外的

农业特产税等政策，并落实农业税灾歉减免 1.53 亿元，促

进减轻农民税收负担；拨付粮食直补资金 5.66 亿元和水稻

良种补贴资金4.15 亿元，组织落实到种粮农民手中，增加

农民收入。

三、发挥财政职能，积极支持新型工业化建设

2004 年，湖北省财政部门积极增加投入，支持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着重支持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提高经济运行效益。省财政筹措企业改革脱困资

金5.5亿元，安排企业破产补偿资金1.22 亿元，争取中央

对湖北省企业破产补偿资金5.31 亿元，支持国有企业改革；

筹措生产调度资金 2.28 亿元，支持有产品、有市场、有效

益的企业发展生产；筹措科技、技改等专项资金4.58 亿元，

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安排资金9 000万元，通过财政贴息和

补助的方式引导社会投入18.22 亿元，支持光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和汽车零部件等产业发展；筹措资金1亿元，支持扩

权县（市）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落实国家出口退税

和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办理出口退税 29.4 亿元，促进

外贸出口和外向型经济发展。

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努力保障重点支出需要

按照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兼顾公平与效率的

原则，全省财政部门科学调整支出结构，有进有退，有保有

压，控制一般性支出，加大了对工资性、稳定性、法定性、

政策性支出的力度。一是推进公务员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

降低行政成本。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建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

目，制止各种铺张浪费；支持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

革，完善公务接待制度，统一机关事业单位津补贴发放标

准，探索了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二是狠抓工资兑现，维护

社会稳定。将兑现干部教师工资作为首要任务，在预算中优

先安排，推行工资支出预决算单列，建立财政供养人员数据

库，实行工资直接发放和源头控制。三是支持社会保障、就

业再就业、落实军转干部待遇及关心困难群体等工作。筹措

资金27.79亿元，用于全省养老保险的提标和缺口补助；在

中央财政安排湖北省下岗和再就业补助资金10.21亿元的基

础上，省财政安排1.05 亿元，支持企业发放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费和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筹措资金9 249万元，用于

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在中央财政安排湖北省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7.98 亿元的基础上，省财政安排

4 541万元，支持2004 年 10 月开始的城市低保提标。四是

大力支持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2004

年，省财政安排政策性转移支付资金4.7亿元，确保农村中

小学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落实对贫困县（市）农村中小

学每生每年30元的公用经费补助资金6 000万元，促进农村

中小学正常运转；筹措资金 2.18 亿元，支持农村中小学 D

级危房改造；积极筹集资金1.07 亿元，资助农村贫困中小

学生入学。安排文体广播事业费支出 3.23 亿元，重点加大

了对图书馆、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和优秀民族民间文化

遗产的投入。安排医疗卫生支出 4.83 亿元，积极支持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省财

政还安排政策性转移支付资金3.51 亿元，确保全省公检法

司系统正常运转。

五、稳步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规范财务收

支行为

一是部门预算改革。改革传统的预算编审办法，建立部

门预算编审员制度和编审组模式，提高民主理财的程度；建

立项目支出评审委员会和项目评审专家小组，提高项目支出

的编制质量；建立健全部门预算编审的制度办法，建立绩效

评价工作体系，探索将绩效预算与部门预算编审相结合的工

作机制。对市（州）、县（市）部门预算改革实行“因地制

宜、积极稳妥、分类指导、逐步规范”的原则，充分调动了

市县自主推进改革的积极性。2004 年省级试行部门预算的

部门和单位扩大到 29 个，其余 89 个部门也试编了部门预

算；全省市、州一级全部编制部门预算，县市一级部门预算

编制面在60 % 以上。二是国库集中收付改革。省直单位改

革的范围和级次进一步扩大，126 个部门共352 个预算单位

纳入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范围；市、州一级财政国库改革基

本覆盖所有单位，103 个县（区）全部建立国库支付系统；

省直和市、州一级实现了财税库横向联网。三是政府采购改

革。全面推行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批复和政府采购计划编

制、下达制度。全省政府采购资金国库直接支付率达到

60 % ，其中省级政府采购资金财政直接支付率达到 80% ，

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2004 年，全省政府采购金

额50亿元，比上年增长38.8% ，节约资金5.5 亿元，节约

率为11% 。四是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2004 年重点加强了

政法系统的收支两条线管理，认真执行国家政策规定，确保

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库，行政性收费等非税收入收支管理进

一步规范。全年完成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73.87 亿元，

同比增长26%。其中；罚没收入完成 21.44 亿元，同比增

长11.4% ；预算外资金缴财政专户150 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122% ，同比增长5% 。

六、切实加强财政监管，不断推进依法理财

一是认真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对涉及财政的行政

审批和许可项目进行了清理和规范。严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

行为，抽取60 个省直单位和 16 个市（州）、县（市、区）

开展了加强财政管理、严肃财经纪律的专项检查，对发现的

问题进行了督促整改。二是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监管，对移民

建镇、长江干堤等国债资金的使用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三是

依据《会计法》，加强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信息管理；按照

自律性、兼顾性、广泛性原则加强会计学会和注册会计师协

会工作，开展中介机构清理整顿和监督管理。四是加强地方

金融企业、融资担保业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防范

外债和财政风险。五是开展县（市）财政基本保障能力分析

工作，为试行对县（市）财政预算合规性审核奠定基础。

（湖北省财政厅供稿，汪汉阳、刘 瑞、姜光剑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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