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

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引

  开创江苏财政工作新局面

包国新十七大代表、江苏省财政厅厅长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

阶段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作为江苏财政系统多年来第一位

出席全国党代会的代表，能够代表全

省 2万多名财政干部职工光荣地出席党

的十七大，亲耳聆听总书记的大会报

告，我万分激动、深受鼓舞，体会深刻。

十七大报告指明了前进方向

通过深入、 系统地学习十七大报

告，我体会到，报告突出体现了三个

“高”：一是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和最新理

论创新成果，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

取得的十个方面的主要成就。篇幅不

长，但分量很重。二是高屋建瓴，全面

深刻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坚持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四位一体”、 统筹兼顾，突出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三是高瞻远瞩，超前研

究并勾画了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提

出了新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充分

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江苏财政工作取得的成绩

靠的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十六大以来的 5年，是江苏发展成

就辉煌的五年，是发展思路重大调整

的五年，是经济社会重大转型的 5年，

也是财政事业发展突飞猛进的一个时

期。我们突出以人为本，努力促进科学

发展、 和谐发展、率先发展。2007 年

江苏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预计将超过

2150亿元，比 2002年的 643亿元增加

1536亿元，5年年均增长 28%。财税政

策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覆盖面越来越

广、操作性越来越强、老百姓得到的实

惠越来越多。2002-2007年，财政教育

支出从 186亿元增加到 483亿元，增长

1 .6 倍；社会保障支出从 44.5 亿元增

加到 171.6亿元，增长2.9倍；三农支

出从47亿元增加到230亿元，增长3.9

倍；科技支出从17亿元增加到63亿元，

增长 2.7倍；文化体育支出从 27亿元

增加到 54亿元，增长 1 倍；医疗卫生

支出从 43亿元增加到 113亿元，增长

1 .6倍；助学助残助老助困支出从 1 .6

亿元增加到 35亿元，增长20.9倍；环

境保护支出从3亿元增加到41.9亿元，

增长 13 倍。

总结5年来取得的成绩，最根本的

经验就是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第一，

公共财政是发展财政。财政不是皮夹

子，也不是简单的出纳会计。要跳出财

政看财政，研究经济、促进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正确处理 “口粮”与“种子”

的关系，在保障政权建设和政府公共

服务经费的同时，发挥财政资金“四两

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支持经济结构优

化升级。第二，公共财政是百姓财政。

富人靠政策，穷人靠财政。要让全省人

民从财政收入增长中得到越来越多的

实惠，让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千家万户。

第三，公共财政是透明财政。要让财政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加自觉地接受

人大监督，接受政协、民主党派、社会

舆论和老百姓的监督。第四，公共财政

是法治财政。要坚持公共管理的原则，

以法制为基础，以规范管理为保障，以

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为目标，努

力做到依法理财、 民主理财、 科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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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第五，公共财政是绩效财政。要深

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

和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整合各类专项

资金，制定财政支出绩效考评体系，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和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

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

开创江苏财政工作新局面

深入学习、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大精神，为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

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而扎实努力，是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任务。江

苏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十七大精神和

省委、省政府对财政工作的要求，综合

运用财政政策工具，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促进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十七大报告指出：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贯

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一是要进一步加

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着力支持江苏

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在制约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支持基

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

术研究。加快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二是要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

运用财税政策、安排服务业引导资金，

支持构筑高增值、多层次、广就业、强

带动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三是要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

稳定的支农投入增长机制，新增财政

支出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巩固完

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四

是要突出环保优先，增强可持续发展

能力。增加对综合性、公益性强的重大

环境建设项目的投入，加强对太湖、淮

河、长江等流域水环境治理；支持林业

生态工程和公益林建设，建设绿色江

苏；重点支持技术先进型、 能源节约

型、 环境保护型、 生态建设型产业发

展，支持循环经济发展，鼓励节约资

源，增强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能力。

——突出以人为本，促进加快富

民惠民步伐。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

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

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

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

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要进一步强化公

共财政是百姓财政的理念，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一是突出科教优先，着力推进

教育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重点突出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职业教育实

训基地建设、 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及省

属重点高校建设。进一步完善扶困助

学机制，切实保障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和社会弱势群体享有接受义务教

育的权利。鼓励产学研结合，充分发挥

江苏高校科研力量的作用，把科教和

人才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增强

江苏发展后劲和综合竞争能力。二是

突出富民优先，充分发挥财政调节收

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就业，鼓励创

业。优先安排职业介绍补贴、职业培训

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小额担保贷款贴

息等促进就业再就业资金。支持建立

创业指导服务体系，建立就业援助制

度，重点扶持困难群众实现就业。三是

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财政对

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快建立统筹城乡、

覆盖各类保障对象的保障体系，不断

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和水平，使社会保

障体系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特别是要在全省农村逐步建立由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

组成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四是支持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重点支持重大疾

病防控体系、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

妇幼保健、 社区卫生以及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支持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实

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保障人民群众

健康安全。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

共财政体系。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围

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

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财政

部门必须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机制体

制，力争财政改革有新突破、理财水平

有新提高。一是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力，

进一步规范完善分配关系，建立激励

约束并重机制，鼓励增收节支，激励发

展富民，促进加快小康社会进程；继续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层、经济薄

弱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缓解县乡财

力紧张状况；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领

域投入，促进公共服务横向、纵向相对

均等化，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

服务。二是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

算管理和监督，深入推进部门预算改

革、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非税收入

管理改革、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及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改革；加快推进财

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加快推进“金财

工程”建设；进一步强化财政、会计监

督。要按照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

制度化、 法制化的总体要求加快建立

与公共财政相适应、以提高政府管理

效能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核心、以

结果为导向的资金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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