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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增强成都集聚集成和转化国际国内高端战略资源能

力。推动干支联动协同发展，支持甘眉工业园区、德阿生态

经济产业园等 9个贫困地区跨区域合作项目加快发展。支持

开展“魅力自贸 •开放四川”链动全球活动，打造“万企出国

门”“川货出川”“川货新春大拜年”等对外开放展示平台。

支持成南达万、成自宜等出川高铁大通道建设，支持高速铁

路建设运营，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三）支持构建四川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全省投入

1039亿元，支持产业加快发展，重点支持五大万亿级支柱产

业和数字经济，加强对新经济和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的支持

力度。出台支持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基金加快投资，多层次支持军民融合产

业发展。调整优化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保险补偿政策，

全年支持项目 125个。支持成都市高新区纳入“园保贷”风

险补偿试点，帮助企业成功贷款 499笔，累计贷款金额 19.3
亿元。支持粮油千亿级产业打造，重点推进“天府菜油”品

牌创建，支持 15个示范县、4个示范企业、53个粮油质检机

构和 1个“天府菜油”产业联盟发展。支持 91个电子商务和

商贸流通示范县建设，培育服务业强县。

（四）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省投入 1234亿元，落

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农

村经济实现平稳发展。制定财政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

策，建立乡村振兴财政投入优先保障机制，重点推进财政补

助改为股份、基金、购买服务、农业担保、贴息分险“五补五

改”，引导带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支持乡村振兴。加大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支

持创建 26个农民增收新产业新业态示范县。完善农业信贷

担保体系，创新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分险制度，解决

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落实非洲

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政策，支持应急物资采购储备，有力支持

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五）推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全省投入 1495亿元，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推进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落实学

前教育激励奖补机制，支持各地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新增 4.2万个公办幼儿学位，进一

步缓解“入园难”“入园贵”。启动实施化解义务教育“大班

额”三年攻坚计划，建立激励奖补机制支持“大班额”有效

化解。连续第三年提高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省级补助标

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支持 25所示范校、30

个示范（特色）专业和 94所薄弱校标准化建设。构建省属公

办高校绩效生均拨款制度，支持在川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和世界一流学科。

（六）支持建设文化强省。全省投入 145亿元，广泛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支持

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巴蜀文化繁荣兴盛。支持加强理论研

究，加快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和

“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运行维护省级补助标准，实施广

播电视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等，进一步构建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支持实施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传承、文化精品打造、文化产业提速提质等“四大文

化工程”，群众美好生活的精神食粮更加丰富。

（七）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省投入 1676亿元，支

持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织牢基本

民生保障网。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

会签订 1000亿元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全面落实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连续第 14年调整

企业养老金水平 ,连续第 3年同步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养老待遇 , 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从每人每月 75元

提高至每人每月 100元。健全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制定加强

医保基金预算管理的意见，将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由每人每年 450元提高到 490元，将大病保险筹资上限由 40

元提高到 60元，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由本人扩大

到直系亲属、使用地域由本地扩大到全省。支持 2.8万名失

业保险参保职工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增强职业转换能力。启

动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完善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保障

500余万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八）推进健康四川建设。全省投入 929亿元，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的问题。落实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财政补偿政策，巩

固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减轻群众就医费用负担。落实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渠道补偿政策，支持所有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由 50元提高至 55元，为城

乡居民免费提供14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持续加大艾滋病、

包虫病等重大疾病防控力度，继续实施贫困白内障患者复

明、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落实计划

生育家庭扶助保障等政策，建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

理保险制度。集中支持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中

医药产业发展。落实城乡医疗救助政策，提高困难群众医

疗保障水平。

（九）支持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投入 916亿元，支持

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落实“项目年”部署，

发挥政府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安排下达预算内

基本建设资金 286亿元，保障天府国际机场、岷江港航电综

合枢纽、川藏公路改造、都江堰灌区建设等重大项目顺利推

进。加大向中央争取力度，组织申报生态环境保护、污水垃

圾处理、矿山环境治理等重大储备项目 319个，总投资 2547

亿元。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推进宜居县城建设，深

化拓展“百镇建设行动”，大力实施“两个一批”行动计划和

“两个千亿”工程。建立健全绩效奖补机制，强化试点示范，

推动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建设。

（四川省财政厅供稿，余 翔执笔）

贵州省

2018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4806.45亿元，第一产业增

加值 2159.54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5755.54亿元，第三产业

增加值 6891.37亿元。进出口总额 760348万美元。商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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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 101.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1.8。
全省财政总收入 2973.36亿元，比上年增加 325.05亿

元，增长 12.3%。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6.85亿元，增加

113.01亿元，增长 7%。其中，税收收入 1266.02亿元，增加

86.28亿元，增长 7.3% ；非税收入 460.84亿元，增加 26.73亿

元，增长 6.2%，非税收入占比为 26.7%，比上年下降 0.2个百

分点。加上中央补助、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含置换债券

部分）、上年滚存结余收入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收

入总计 6935.16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029.68亿元，

增加417.16亿元，增长9%。加上上解中央支出、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含置换债券还本）、结转下年安排支出和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总计 6935.16亿元。收支平衡。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1.47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19.2%，比上年增加 46.14亿元，增长 15.6%。其中，税收收

入229.78亿元，为调整预算的112.8%，增加37.76亿元，增长

19.7% ；非税收入 111.69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34.9%，增加

8.38亿元，增长 8.1%。加上中央补助、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

入（含置换债券部分）、上年结转收入和调入省级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等，收入总计 5128.91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948.12亿元（其中权责发生制列支数 5.75亿元），为调

整预算的 92.6%，增加 141.59亿元，增长 17.6%。加上省对市

县补助支出、置换债券转贷市县支出、上解中央支出、结转

下年安排支出和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总计

5128.91亿元。收支平衡。

省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2471.41亿元，比上年增加

130.91亿元，增长 5.6%。其中，税收返还 130.77亿元，与上

年持平；一般性转移支付 1236.43亿元，增加 84.08亿元，增

长 7.3% ；专项转移支付 1104.2亿元，增加 46.83亿元，增长

4.4%。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1249.89亿元，比上年增加 288.73
亿元，增长 30%。加上中央补助、上年结转、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收入等，收入合计 2308.8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1081.94亿元，增加203.23亿元，增长23.1%。加上调出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待偿债置换专项债券结余等，

支出合计 2144.16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64.64亿元。

收支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各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

加，安排的支出也相应增加。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48.4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78.2%，比上年增加 21.42亿元，增长

79.4%。加上中央补助、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收入等，收入合计994.27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

出 39.57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4.5%，比上年增加 7.34亿元，

增长 22.8%。加上省对市县补助支出、调出资金、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和转贷市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出等，

支出合计 922.04亿元。收支相抵，结转 72.23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均为 47.91亿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加 38.66亿元，增长 417.9%，收支平衡。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260.31亿元，为预算的122.6%，

比上年增加 84.53亿元，增长 7.2%。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 1021.26亿元，完成预算的 107.1%，增加 7.43亿元，增长

0.1%。当年基金收支结余为 239.02亿元，年末滚存结余为

1352.49亿元。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97.76亿元，为预算

的 108.1%，比上年减少 34.67亿元，下降 14.9%。省本级社会

保险基金支出 142.20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7%，减少 41.36
亿元，下降 22.5%。当年基金收支结余为 55.56亿元，年末滚

存结余为 359.13亿元。2018年决算数比 2017年决算数降幅

较大，是因为按照国家要求省本级 2017年启动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征缴发放、清算等相关工作，2017年决算数包含

以前年度一次性清算数据。

一、持续聚焦重大任务，打好脱贫攻坚战

一是主攻“四场硬仗”。（1）基础设施建设硬仗。从中央

车购税补助资金中安排 106.53亿元用于农村公路三年会战，

安排21.65亿元助力高速公路加密网建设。“组组通”贷款由

省级财政全额贴息6.28亿元，超额建成“组组通”公路7.75万
公里，完成投资200亿元。（2）易地扶贫搬迁硬仗。全省易地

扶贫搬迁 188万人，已划拨 915.01亿元补助资金到各县，已

搬迁入住128.52万人。其中2018年计划建设的136个安置项

目已建成住房14.33万套。（3）产业扶贫硬仗。农村产业革命

蓬勃兴起，农业保险、农业担保、政策性担保跟进助力 ；绿

色产业扶贫投资基金、普惠金融政策、民贸民品补贴持续推

动，财政和金融联动保障，玉米调减指标超额完成，县有主

业、乡有特色、村有一品的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初见雏

形。（4）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硬仗。省级下达教育精准扶贫

资助资金10.45亿元，46.51万寒门学子受益，实现了“精准资

助，应助尽助”。农村“危改”“三改”补助资金 24.33亿元及

时到位，11.48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4类重点对象受益，解

决了88.4万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保障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三年提升计划，安排 12.66亿元，支持全省县级医

疗机构5+2重点学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骨科、神经内

科、儿科、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中医馆建设和基层人才队伍培训，补齐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薄弱的短板。支持完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等有效衔接的多重保障机制，有效防止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因病致贫返贫。二是主攻深度贫困地区。统筹中央和省级

财政资金 464.3亿元，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转移支付补助力

度，在省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

补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以及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等

转移支付分配时，加大贫困因素和权重。三是主攻乡村振兴。

下达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 51.62亿元，重点用于耕地地力

保护、农业产业发展、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等方面。全省

小康寨行动计划完成投资45.06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28.7%，广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继续支持贫困

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66个贫困县整合资金269.81亿元。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闲置扶贫资金专项清查工作，逐一提出整改

时限，共清理16.58亿元，全部整改完毕。启动扶贫资金动态

监控，实现扶贫资金与项目精准对接。

二、聚焦发展和生态底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安排信息化项目预算 15.52
亿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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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省大数据、信息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二是支持实施

大生态战略。及时下达中央和省环保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环

境整治和水污染防治。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赤水

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运行良好 ；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意见中涉及财政投入问题，省级财政整改任务已全部销

号整改，督促指导各级财政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并追踪问效；

“贵州省乌蒙山国家脱贫攻坚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重大工程”成功入围全国第三批试点。三是扶持实体经济

发展。省级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 14.4亿元，60%以

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安排省级资金 7亿元扶持微型企业

发展，优化微型企业“3个 15万元”扶持政策 ；省级安排 10

亿元支持煤矿企业“一去二化三利用”（一去指煤炭行业淘

汰落后产能 ；二化指煤炭企业智能化机械化改造 ；三利用

指煤层气、煤矸石、矿井水综合利用。省级设立煤炭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专项资金，重点促进智能化机械化改造，加快

培育释放先进产能，提升煤矿安全水平），完善能源工业运

行新机制，加强煤电要素保障，极大地缓解了电煤供应紧张

局面 ；下达支持科技资金 19.44亿元，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加强科技力量建设 ；深入推进“政银担”合作模式，“4321”

（贷款项目所在地本级担保机构、省级风险补偿、合作银行

及所在地财政风险补偿分别按 4 ：3 ：2 ：1比例承担融资担

保业务代偿风险。即本级担保机构承担40%，省级风险补偿

承担30%，合作银行承担20%，担保机构所在地本级财政风

险补偿承担10%）政策性融资担保完成担保额53.66亿元。推

动农担体制改革，推广“一县一业农担产业贷”产品包试点

取得明显成效。持续推进“贵工贷”（由省和企业所在地政府

按一定比例建立并分摊<贫困县按 9 ：1，非贫困县按 8 ：2>
贷款风险奖补金，金融机构以 1 ：20倍数新增融资为目标，

向工业中小企业进行单个企业 1亿以内 <超过 1亿元的融

资事项，按“一事一议原则报批>贷款的融资模式。管理部

门视金融机构放贷完成情况按比例实施贷款风险补偿及以

奖代补后，融资风险由金融机构承担）“黔微贷”(从微型企

业扶持资金中安排一定资金作为贷款风险补偿金，选择与

金融机构合作，按 1 ：30以上倍数放大，对符合贷款条件的

微型企业及其创业者发放贷款，完成目标后将贷款风险补

偿金按“以奖代补”方式兑现给承贷机构的融资模式 )“贵

园信贷通”(省级有关部门、产业园区共同筹措资金，与银

行合作设立企业贷款风险代偿补偿金，按 1 ：8以上倍数放

大，帮助产业园区企业申请获得 1年期以内、1000万元以下

贷款的融资模式。主要支持贵州省产业园区内有融资需求，

但抵押担保达不到银行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 )等融资政策，

进一步缓解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四是落

实减税降费措施。落实供给侧结构性减税政策，全年共减

税 431.61亿元，减轻了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

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下调增值税税率 1个点、年应纳税所

得额低于 100万元的小微企业按 20%的税率减半征收所得

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提高至年销售额 500万元等减税政

策的实施，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贯彻中央和省关于政府

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优惠政策，全年为全省社会

和企业共减负约 3亿元。

三、聚焦改革开放，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一是推进财政与金融深度融合。探索PPP模式与脱贫攻

坚的有机结合，截至年底，全省已进入执行阶段的PPP项目

共 211个，总投资 5501.91亿元，PPP项目的实施助推近 100

万人实现脱贫。承办亚太地区PPP和基础设施融资联络网首

次活动。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之间的贷款合作，

提升外贷项目的示范性和创新性。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考察

调研了全省农村电商、养老产业、大数据发展和满帮集团，

对贵州通过发展农村电商和大数据助力脱贫攻坚给予了充

分肯定，为加强世界银行与贵州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

基础。二是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加快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确定了八大类 18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

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分担办法，推进医疗卫生领

域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逐步建立起全省权责

清晰、依法规范、运转高效的医疗卫生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效率

和水平。全面实施零基预算管理，改变原有“基数加增长”

的省级部门预算编制方式，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造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从年初预算编制、年度预算执行、预算

调整控制、资金支付管理和预决算编报等各环节的数据规

范、业务流程、节点控制等方面实行技术管控，强化政府预

算刚性约束，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预算管理水平。三是推进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扩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范围，

实现省、市、县三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全覆盖 ；完善

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建立起集事前、事中、事后监控于

一体覆盖省、市、县三级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突出专

项监控，重点加强“三公”经费监控力度，与省纪委、监委实

现“三公”经费监控信息共享，助力监督执纪精准化。四是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制定完善绩效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提高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督促指导 107家省级预算部

门编制2018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并随同预算同步批复407个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第三

方专业机构，对 74个财政专项资金进行重点绩效评价，为

项目后续资金投入和政策完善提供决策依据。 

四、聚焦财政风险，化解政府债务

一是稳妥化解存量债务。平均成本从 7.8%降至 3.5%，

平均年限从 4.2年拉长至 6.1年，2015—2018年累计节约利

息约 1000亿元，极大缓解了全省集中还本付息压力。政府

债务已全部置换为政府债券，按规定可通过发行再融资债

券予以置换，加上政府债券利息已纳入预算安排，政府债务

风险总体可控。二是坚决遏制债务增量。严格落实贵州省政

府性债务管理“七严禁”（严禁违法违规举债 ；严禁违法违

规担保 ；严禁违法违规进行政府购买服务 ；严禁“名股实

债”；严禁“三边”工程 ；严禁违规建设楼堂馆所 ；严禁政

府性债务管理不作为）。从严控制新建投资项目，强化融资

平台公司的风险意识、成本意识和底线意识，从严监管、审

核国有企事业及平台公司新增债务。严格落实各市县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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