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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地区一、二线边民补助标准再次提高。加大对下转移支

付力度，提升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项目为抓手，积极发挥

投资拉动作用，全力支持水利、铁路、公路、航空、电网、信

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筹集预算内基建投资，为全

区重点项目及时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税

收优惠政策，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

出台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

商环境，做好取消、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工作，自治区

立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实现清零。制定招商引资财税优

惠政策，设立招商引资奖励资金。支持办好第四届藏博会，

加大对外宣传推广力度。

（四）支持产业提质增效。支持特色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实施“冬游西藏 · 共享地球第三极”活动。支持现代农业青

稞、牦牛特色优势主导产业等高原生物产业以及绿色工业、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落实资金大力支持现代服务业、高新数

字产业、边贸物流产业等协调均衡发展。

五、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国库管理体系不断健全完善。持续向纵深推进国

库集中支付改革，开展 164个乡镇国库集中支付试点工作。

推进国库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进程，健全以国库集中收付

制度为特征的预算执行机制和动态监控机制。市县公务卡

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国库现金管理公开招标工作规范有序。

政府采购改革、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改革继续深化。

（二）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逐步规范。开展全区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强化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行政事

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严控车辆编制，加强车辆配置、使用、

处置等工作。建立政府向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

（三）“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动态调整财政行政权力

和责任事项清单，清理财政系统法律法规设定的证明事项，

进一步简化服务流程。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财政

高频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深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四）财政监督作用有效发挥。严肃财经纪律，加强预算

绩效的审查、监督和评价，重点开展扶贫、环保、社会保障

等财政资金及“三公”经费管理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坚决查

处各种扰乱财经秩序的行为。强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监管和属地中央预算单位预算监管，代行部分中央财政预

算监管职能。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

陕西省

2018年，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 24438.32亿元，比上年增

长 8.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830.19亿元，增长 3.2% ；

第二产业 12157.48亿元，增长 8.7% ；第三产业 10450.65亿

元，增长 8.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2%，增速比上年

加快 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10.4%，其

中民间投资增长 22.3%，加快 11.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8938.27亿元，增长 10.2%。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

涨 2.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 5.4%。进出口总

额 3513.78亿元，增长 29.3%。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30513.81亿元，增长 14.4%。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40567.42亿元，增长 7.4%。

2018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2243.14亿元，为年度

预算 2167亿元的 103.51%，较上年增收 236.45亿元，增长

11.78%，加上返还性收入 160.15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435.16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880.39亿元、发行的地方政

府债券收入 681.25亿元、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年结余 585

万元和国债转贷资金上年结余 375万元、上年结余 196.25亿

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18.35亿元和调入资金390.39亿
元，全省收入总计6205.17亿元。全省财政支出5302.44亿元，

占调整预算的 94.31%，增长 9.7%，加上解中央支出 12.07亿

元、债务还本支出 375.85亿元、增设预算周转金 -2290万元，

国债转贷资金结余 375万元、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结余 191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7.72亿元和调出资金 5485

万元，全省支出总计 5918.45亿元。2018年，年终滚存结余

286.72亿元，结转下年的支出 286.72亿元，净结余为零，全

省上年赤字 41.09亿元全部消化完毕。全年省对下转移支付

共计 2355.86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1428.76亿元，专项

转移支付 927.1亿元。

全省地方税收收入完成 1774.29亿元，增长 19.43%。增

值税完成 776.9亿元，增长 12.46% ；企业所得税完成 228.28
亿元，增长 29.3% ；印花税完成 27.55亿元，增长 15.22%。与

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契税完成 90.67亿元，增长 24.95% ；

土地增值税完成 87.82亿元，增长 95.95%。受居民收入增

长及强化征管的带动，个人所得税完成 102.58亿元，增长

29.76%。受煤炭、石油价格较高位运行的带动，资源税完

成 181.31亿元，增长 25.34%。其中，新开征的水资源税完成

10.14亿元。其他税收中，城市维护建设税增长17.65%，房产

税增长 33.22%，城镇土地使用税增长 11.09%，烟叶税增长

41.45%。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完成 3.29亿元。

全省各级财税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出台的各项减税降费

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税收减收效应加速显现。历年来

出台的减税政策在 2018年累计减免各项税收收入（全口径

税收）500多亿元，其中“营改增”试点减收 256亿元、增值

税改革减收 86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减收 73亿元，西

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减收 44亿元、小微企业增值

税和所得税优惠政策减收 41亿元。2018年国家新出台的一

系列减税政策中，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减少地方税收

3.2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减少地方税收 2

亿元、一次性退还部分企业进项税余额 11.1亿元（地方级）、

增值税税率降低 1个百分点减少地方税收 26.4亿元，上述 5

项合计减少地方税收 42.7亿元。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

时，非税占比明显下降，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2018年，

全省各级不断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落实中省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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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零收费”，共减免车辆通行费和水利建设专项收入 18

亿元。全省非税收入完成 468.9亿元，减收 52.21亿元，下降

10.02%。其中，专项收入完成 175.94亿元，增长 10.24%，主

要是按企事业单位营业收入征收的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

专项收入等增收较多。受清费降费政策以及上年同期一次

性收入较多的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78.11亿元，

下降 24.28% ；罚没收入完成 43.07亿元，增长 3.55%。国有资

本经营收入完成1.03亿元，下降96.83%，其中西安市从2018

年起单独编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减收 29.84亿元。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133.86亿元，下降1.7%，主要是部

分市区上年一次性收入较多。

一、打好“组合拳”，支持经济稳定增长

一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围绕省政府支持实体经济 30

条财税政策，会同相关部门先后制定 45个配套文件，完善

了政策体系。在全省开展“支持实体经济财税政策宣传月”

活动，推进政策落实。制定了金融企业支持陕西经济发展评

价激励暂行办法，设立年度贡献奖和金融创新奖，积极引导

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为企业

降低成本约 21.3亿元。二是支持“三个经济”（枢纽经济、门

户经济、流动经济）发展。省财政研究制定了《关于大力发

展“三个经济”的若干政策》，从支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国

际通道开通、物流企业引进来走出去、促进物流要素流动

和降低物流税收成本五个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省财政

新增安排 23亿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三个经济”、产业转

型、双创升级和中小企业发展，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

活力。三是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安排 34.7亿元，支持稳定粮

食生产。投入 27亿元，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特

色优势主导产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下达资金 52

亿元，支持林业生态建设。筹集资金 95.5亿元，支持水利工

程建设。推进全省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农担业务已拓展

到 11个市区 52个县区。四是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推进政府

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注入资本金 3亿元，助推省再担保公

司加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推进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起草了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的实施意见》，明确由财政部门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

本出资人职责。注入资本金 30亿元，组建了陕西财金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支持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发挥基金引

导作用，整合规范现有政府投资基金，设立了陕西省政府投

资引导基金，首期规模 200亿元，出台了管理办法，明确了

基金投入原则和方向。清理规范PPP项目，全省纳入财政部

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 261个，总投资 3505.92亿元；落地项

目 138个，落地投资 2604.31亿元，入库项目数量、质量及落

地率显著提升。

二、抢抓政策机遇，争取中央支持

密切关注中央宏观政策取向，抢抓机遇，积极谋划，储

备项目，持续跟进，更多项目被纳入中央部委盘子，得到实

实在在的支持。9个利用国外贷款项目获国家批准，贷款额

度 45.4亿元。西安、咸阳两市被列入国家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试点城市，三年可获得中央资金 18亿元。陕西省入选国家

地质灾害防治重点省份、优质粮食工程试点省份，榆林市入

选国家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示范城市，22个贫困

县入选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县。积极向财政部反映延

安财政困难，中央单独安排财力补助 10亿元。紧抓中央出

台的基础设施补短板政策机遇，积极谋划项目，获得中央资

金 28.5亿元，列中西部地区首位。争取中央批准将榆林市煤

炭资源税税率由现行的 6%提高到 9%，每年将增加煤炭资

源税 50亿元左右，对公平企业税负、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增

加财政收入起到积极作用。

三、多管齐下，支持推进“三大攻坚战”

（一）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一是摸清底数。会同省审计厅对全省各级政府隐性债务

进行全面审计，摸清了债务底数。二是遏制增量。严格落实

中央债务管理政策，针对发现的违法违规举债问题，省政府

逐市区约谈政府主要负责人，并责成相关市区限期整改，有

效遏制了债务增长势头。对全省PPP项目逐项进行审核排

查，不符合条件的坚决清库。三是化解存量。印发了《关于

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实施意见》，制定了《全省隐性债

务化解实施方案》，对个别债务规模大、债务风险高的县区

开展重点监控，督促其把化解方案落到实处。四是开好“前

门”。2018年全省共计发行政府债券 1303.5亿元，其中新增

债券 590.6亿元，比上年增加 146.9亿元，增长 33.1%。9月份

提前完成了全年专项债券发行，发行进度位居全国第一，受

到财政部的通报表扬和省政府的肯定。

（二）加大投入力度，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2018

年，各级财政共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129.3亿元，其中 ：中央

资金 54.3亿元，较上年增加 10.2亿元，增长 23% ；省级预算

安排 30亿元，较上年增加 7亿元，增长 30% ；市县两级安排

专项扶贫资金 45亿元，较上年增加 9亿元，增长 25%。通过

财力补助安排脱贫攻坚资金 11亿元，比上年增长 57.1%。整

合贫困县涉农资金 189亿元，重点支持贫困县产业发展和基

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 82.91亿元，支持全省农村安全饮水

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对 11个深度贫困县

的支持力度，投入增幅达到了 50.5%。加快财政扶贫资金支

出进度，实行扶贫资金下达、拨付限时办结制，全省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达到95%，超过了中央不低于92%的要

求。启动建立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将所有用于脱贫攻坚

的资金纳入监管范围，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三）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力支

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省财政筹措环保资金 33.5亿元，比

上年增长 50.4%。落实《关中地区铁腕治霾专项行动奖补办

法》，下达资金 15.3亿元，比上年增长 65.7%。安排 5.5亿元，

加强水源地保护。省财政新增专项资金 3亿元，支持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安排资金 3.34亿元，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下达资金 6.36亿元，支持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

四、提高政策精准性，各项民生政策落实到位

一是完善民生政策体系。对已出台的各项民生政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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