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福建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持续加

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70年，

也是福建财政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

7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

求，福建省紧紧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目标，创新改革思路和举措，充分

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

支柱作用，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

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提供了强有

力的财政保障。

财政实力显著增强

收入规模迅速扩大。1977年，全

省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1993年，

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财政收入突破

100亿元；2006年，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洪流中，财政收入突破1000亿

元；2018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新时代，财政收入突破5000亿元

大关。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充分发挥

先行先试优势，集中精力抓发展，国

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社会商品零

售额和进出口总额屡创新高。1985年

后，财政收入增长进入快车道，收入

规模在“七五”期间（1986—1990年）

全国排名升至第14位。1994年分税制

改革后，福建逐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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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财政厅

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体制，财

政实力逐步增强，从“中央财政补助

省”转变为“收入净上缴省”。

收入结构日臻完善。新中国成立

以后，福建财政收入结构发生重大改

革和转变，收入结构不断优化。特别

是分税制改革后，福建在扩大主体税

种税源的同时，加大了地方小税种的

税源培育，理顺税费关系，逐步建立

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自1999

年起，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连续16年保持在80%以上，2005—

2015年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地方

财力质量明显提高。

财源壮大活力彰显。改革开放以

来，福建坚持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

业创造的财政税收环境，为“爱拼敢

赢”的在闽企业提供施展的天地，有

力支撑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机械装

备三大主导产业的发展壮大，培育出

了宁德新能源、晋江鞋业、安溪铁观

音、德化瓷器等国内外知名民营企业，

千亿产业集群数量持续攀升，推动经

济产业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

福建税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12年

起，以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第三产业

开始发力，税收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

业，达到50.2%，产业税收先于GDP

迈入“三二一”时代。  

财政改革深入推进

预算管理改革亮点纷呈。一是结

余结转资金清理在全国较早开展。建

立并固化年末自动清理机制，以及结

余结转资金与预算编制执行相结合

机制，盘活存量资金集中用于公共服

务设施、脱贫攻坚等领域。二是部分

专项资金碎片化现象得到有效解决。

按照“立项科学、管理规范、注重绩

效、公开透明”的要求，通过取消、减

少、整合、调整等方式，将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数量从2013年的3601项压

减到2019年的204项。三是中期财政

规划制度改革全面推进。2015年起正

式启动省级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工作，

通过中期财政规划改进年度预算控

制方式，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四是预

算公开稳步推进。建立统一的公开平

台，并制定规程对预决算公开给予规

范，省级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

算公开扩大实现省级部门全覆盖。五

是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持续完善。强化

绩效目标约束力，推动专项绩效评价

扩面增效，逐步建立健全以绩效为导

向的资金配置机制，促进财政资源配

置效率的提高。六是政府债务风险防

控体系不断健全。建立了限额管理、

预算管理、风险管理、监督管理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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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闭环”式管理体系，地方政

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中央核定限

额之内。

税制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一是增

值税改革进程不断深化，减税降费政

策落实到位。在实行营改增和增值税

税率减并改革的同时，福建根据中央

部署，实施一系列减税降费和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政策措施。

2016—2018年，全省每年新增减税

降费规模分别达370亿元、260亿元、

290亿元。二是其他税制改革积极推

进。落实环境保护税法、耕地占用税

法，积极推进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

老保险、离境退税改革试点、商业健

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等税

制改革试点工作，税收制度改革取得

明显进展。

财政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一是省

以下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平稳过渡。营

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在每年省级财

力减收约占全省营改增年减收总量

2/3的情况下，福建没有从市县新增集

中财力，确保了中央改革在福建的平

稳推进。二是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稳步跟进。密切跟踪中

央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进展，适时研究出台福建省分领域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案。三是

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福

建出台了省对市、县（区）均衡性转移

支付办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

资金管理办法等，进一步完善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生态保护财力转移支付

办法，建立省对设区市正向激励机制。

公共财政民生分量凸显

以最大的增量投入民生。福建

财政把更多的财力、最大的增量投入

民生事业，突出保基本、办实事、兜

底线，民生重点支出年均增长超过

10%。以教育投入为例，十八大以来

到2018年，全省财政教育经费累计投

入达到5085.7亿元，年均投入726.5

亿元，每年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

比重保持在17%—19%之间，位居全

国前八位，城乡一体的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小学校

舍安全工程任务全面完成，职业教育

基础能力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

量进一步提高，教育经费使用管理更

加规范高效。

为民办实事连续实施30年。从

1990年起，福建已连续30年实施为民

办实事项目，十八大以来共计实施为

民办实事项目214项，总投资2401.5

亿元，其中省级以上财政投入达到

1140.9亿元。惠民实事项目资金投入

规模不断扩大，范围也扩展到民生事

业补短板、乡村振兴、城乡建设和生

态环保补短板等领域，惠及人群越来

越广，群众满意度持续提高。尤其是

2019年，省级27项惠民实事总投资达

到371亿元，总投资和省级财政投入

均创新高。

民生保障长效机制不断健全。一

是转移支付制度更加完善。省级一般

性转移支付支出规模占比从2012年

的42.7%提高到2018年的57.3%，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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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合理制定并逐步提高民生政策财

政保障标准和范围，确保重大民生政

策方面对原中央苏区县补助比例不

低于80%。二是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持续推进。合理制定并动态调整保障

标准，清晰划分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推动市县基层逐步提高保

障水平，促进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

底线。三是财政政策调节作用充分发

挥。持续提高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对市

县基层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更好满

足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建

设需要，积极拉动有效投资，促进补

短板扩内需。2019年福建省安排地方

政府债券资金1156亿元，比2009年

增长34倍。四是市县民生财政保障能

力增强。2018年省对市县税收返还和

各类转移支付补助规模达到1245亿

元，较2000年增长172倍，重点加强

教育、就业、健康、社保、生态等民生

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强度。

构建保护与发展并重生态投入体系

多元投入机制基本建立。一是全

面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在全国率

先建立生态利益共享、治理共担的财

政补偿机制，建立了覆盖全省的全流

域生态补偿机制，实现补偿资金筹集

制度化和分配规范化。二是率先开展

综合生态补偿试点。从解决生态投入

分散问题入手，统筹整合9个部门20

个生态环保类专项资金，集中用于综

合性生态补偿投入，在23个县试行以

综合性生态指标考核为依据、奖惩结

合的综合性生态保护补偿政策。三是

建立生态保护财力转移支付制度。重

点补助生态环境功能较强但财政相对

困难的地区，2012年至今，累计安排

109亿元，重点补助县（市）从13个增

加到20个。四是完善森林生态公益效

益补偿机制。建立省级公益林与国家

级公益林补偿标准联动和稳步增长机

制，累计安排补偿资金94亿元。完成

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改革23.6万亩，

实现“社会得绿、林农得利”。

推进经济绿色发展。一是推进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支持环保督察、监管

能力建设和垂管上收工作，加快推动钢

铁、煤炭去产能工作，支持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支持循环经济、农业可持续

发展示范区创建及畜牧业绿色发展示

范县建设。二是建立碳排放权和排污

权交易制度。支持扩大碳排放权交易

行业范围，推动建立和完善排污权储

备体系。安排专门经费用于支持开展

林业碳汇试点。三是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生态环境保护。严格落实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等支持绿色发展政策，

对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实施政府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四是

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每年筹集不

少于10亿元，采取奖励、贴息和补助，

以及引导设立福建省蓝色产业投资基

金等方式，集中支持海洋重点产业和

新兴产业发展，积极推动福建生态文

明建设向更广更深领域发展。

大力弥补城乡环境短板。一是通

过支持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乡镇污水处

理设施和厕所革命等，采用PPP工程

包模式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乡镇及农村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支持构建

农村环境治理投入运营长效机制。二

是支持小流域及中小河流治理。全面

建立“有专人负责、有检测设施、有

考核办法、有长效机制”的小流域综

合治理模式。加大重点区域水污染防

治，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监测能

力建设提升。三是开展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按照“山水林田湖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综合施策，以全国

第二名的成绩入围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第二批试点省份，共筹措资

金120亿元，项目涵盖闽江流域29个

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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