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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施零基预算管理改革。改变基数+增长的预算分配方式，

在行政开支上打好铁算盘，一般性支出比上年压减20%以上；

在项目安排上实行零基数，坚持有保有压，区分轻重缓急，压

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进一步扩大结余结转资金清理范围，

收回市级沉淀资金 28.2亿元。二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对市级部门预算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全部编制绩效目标，

建立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三是全力支持国企混改。强

化国资预算统筹管理，修订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办法，

将市属企业混改收入以及政府持有国企股权转让收入纳入预

算，市属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统一调整为 23%，国有资本收益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调整为 30%，支持国有企业集团债务化

解、转型发展。四是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改革。

指导市级单位开展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试点，探索市、区两

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方法，为编报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

报告做好前期准备。五是强化基层财政管理。下大力气清理

暂付款，加大对出借资金的清收力度，累计清理 614亿元，压

减账面财力做实预算，避免长期挂账挤占库款。强化区级“三

保”支出管理，建立 8类 39项区级财政运行监测体系，建立重

点关注名单，对风险等级较高的区实行监测结果推送，对运行

中出现困难的区及时通过提前调入库款、加大转移支付等方

式给予资金支持，确保“三保”不出问题。

（天津市财政局供稿）

河北省

2019年，河北省生产总值实现35104.5亿元，比2018年增

长6.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518.4亿元，增长1.6% ；第二

产业增加值13597.3亿元，增长4.9% ；第三产业增加值17988.8
亿元，增长9.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8%。进出口总值

完成4001.6亿元，增长12.6%。其中，出口总值2370.3亿元，增

长5.7% ；进口总值1631.3亿元，增长24.4%。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实现 17934.2亿元，增长 8.4%。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完成13611.8亿元，增长8.1% ；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完成 4322.4亿元，增长 9.5%。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3.0%。其中，城市上涨2.8%，农村上涨3.2%。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739.0亿元，增长 6.4%。其

中，税收收入完成 2630.7亿元，增长 2.9% ；非税收入完成

1108.3亿元，增长15.7%。分级次看，省级收入完成751.8亿元，

增长 0.5% ；地市收入完成 2987.2亿元，增长 8.0%。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309.0亿元，增长 7.5%。省对市县一般性

转移支付 2346.5亿元，增长 42%。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

成 3830.1亿元，增长 17.1%。

一、全力助推经济稳定增长

一是引导社会投入交出新答卷。规范PPP项目运作，全省

累计签约落地项目 275个，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4621亿元。完

善财政金融合力支持企业发展政策体系，促进企业直接融资

365亿元。落实省以上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19.8亿元，为

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近 1000亿元。二是助推转型升级取得

新成效。规范省级产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统筹资金 56.7亿

元，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业转型升级等三年行动

计划和万企转型等部署落实。统筹省以上专项资金 2亿元，助

推钢铁、煤炭等去产能任务顺利完成。深入推动促进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十条财政政策落实，兑现奖补资金 20亿元，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超 10亿元的县达到 41个，较上年增加 6个。三

是推动科技创新收获新成果。认真落实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

划，完善科技计划专项资金政策体系，全省投入资金 94.8亿

元，增长 23.6%，重点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引导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全省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1万家。

四是支持对外开放再上新水平。落实省级开发区发展专项资

金 3.3亿元，推动开发区能级提升 ；统筹省以上外贸发展专项

资金 5.8亿元，支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对中美经贸

摩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外贸进出口增长 10%以上。

二、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把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财税工作

头等大事来抓，坚持实打实、硬碰硬，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

企业效益的加法。先后制定出台全面落实中央减税降费部署

专项计划和加强财政收支预算管理支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14

条措施，对中央有明确规定的不折不扣落实，对中央授权地方

自由裁量的顶格减征，对 41项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实行清单动

态管理，大规模、全方位开展宣传培训和专项督导，巩固省立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清零”成果，确保企业和群众充分

享受政策红利，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近 800亿元。其中，将制造

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由 16%降至 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

等行业税率由 10%降至 9%，全省 39.1万户企业受益，为企业

减负 343.8亿元，增值税增幅比上年回落 9.8个百分点 ；全面

落实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由每月 3500元提高到 5000元政策，并

增加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累

计 1142.7余万人（次）受益，新增减税 100.8亿元，个人所得税

收入比上年下降 33.6% ；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加大企业所

得税优惠力度，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由 3万元提高

到10万元，对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等“六税两费”

全部按 50%幅度减征，共惠及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214.9万

户，98%以上的民营企业税负下降，新增减税 108.2亿元，企

业所得税增幅比上年回落 14.2个百分点 ；将职工养老保险单

位缴费比例由 20%一次性降至 16%，13.8万户企业受益，同时

调整平均工资计算口径、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实施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全年新增降费 157亿元。

三、积极推进“三件大事”实施

一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筹措资金 139.5亿元、发

行债券 68.6亿元，支持延崇高速公路、雄安新区对外交通骨

干路网和京津冀“断头路”建设，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格局

不断完善。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协同创新科技

成果转化基金等加快运作，引导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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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建设。争取每年中央奖励3亿元、北京市补偿3亿元，

推动密云水库上游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落实，

并与天津市修订引滦入津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同时，与北京市

就大兴国际机场运营期收入分享框架协议达成一致意见，提

出廊坊市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以及香河县与北京通州

区协同发展相关财税政策建议。二是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积极推动财政部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6方面 23条财税政策

落实 ；及时拨付各类资金 209亿元，发行债券 400亿元，支持

高铁站片区等重点项目建设。争取中央下达雄安新区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资金 10亿元 ；统筹省以上资金 7.66
亿元，推进白洋淀及周边生态环境治理。筹措省以上资金 40.8
亿元，支持新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三是推进冬奥会筹

办。下达省级冬奥补助资金 8亿元，安排张家口市新增政府债

务资金 60.7亿元，用于冬奥会筹办及公益性项目建设，76个

冬奥项目全部开工建设。

四、强力保障精准脱贫攻坚

一是加大专项投入力度。全省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24.6亿元，增长 26.1% ；在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进入

“好”的行列，获得奖励 4亿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被

评为优秀等次，获得奖励 8000万元 ；省级安排 55亿元，增长

33.9%。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省级安排 10个深度

贫困县扶贫专项资金 10亿元，合计下达十项财政支持政策资

金 143.2亿元，增长 22.9%，并分配政府债券 67.5亿元。积极筹

措财政贴息资金 2.8亿元，支持提前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

搬迁任务。二是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全年下达贫困县省以上

财政涉农整合使用资金 174.4亿元，增长 22.2%。逐一审核涉

农资金整合使用方案，建立整合资金台账，实行资金下达会签

制度，确保精准使用。三是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将财政扶贫资

金动态监控系统在全省推开，严格落实扶贫资金监督管理追

责办法、资金支付“四方联审联签”、公告公示等制度，狠抓国

家考核检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省市县三级联动开展财政扶

贫资金专项检查，实现贫困县全覆盖。经过全省各级共同努

力，剩余 1448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3个国定贫困县将全部摘

帽，35.4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五、大力支持生态环境治理

一是支持打好蓝天保卫战。在石家庄、唐山等 9个城市

成功申报国家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后，2019年又将定州、辛集

两市纳入试点。省级统筹资金 95亿元，重点用于冬季清洁取

暖等，PM2.5平均浓度下降 5.8%，大气质量持续改善。二是支

持开展水环境治理保护。统筹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8亿元，优

先支持水环境质量改善工程项目实施。投入省以上资金 7.3亿

元，支持开展中小河流治理 360公里。统筹省以上资金 54亿

元，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压减地下水超采量 7.3亿立方

米。三是支持加强生态治理修复。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

保护修复试点工作，试点项目完工 143个、在建 15个。统筹

省以上资金 6.76亿元，支持全省废弃露天矿山环境修复治理。

筹集省以上资金 28.1亿元，支持营造林 1026万亩。同时，争

取中央资金 2.9亿元，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推动历史

遗留污染场地治理修复。

六、扎实办好惠民利民实事

制定《财政保障民生政策落实十项举措》，国家和省各项

民生政策得到较好保障 ；多渠道筹措资金 829亿元，支持 20

项民心工程全部完成 ；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完成 6714.2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0.8%，增长 8.9%。一是大力支持就

业创业。筹集就业补助资金 29.8亿元，增长 24%，促进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拨付贴息资金

1.27亿元，撬动创业担保贷款 21.5亿元，直接扶持 1.8万人自

主创业，带动 5.4万人实现就业。二是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全

省教育支出达 1543.6亿元，增长 11.8%，实现“两个只增不减”

目标。投入省以上资金 30.7亿元，支持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245所、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校舍 58万平方米。

在 149个县（市、区）农村小学推行营养餐，安排省以上资金

12亿元，393万名学生受益。统筹下达省以上资金 38.55亿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从 55元提高到 69元。筹集资

金 3.6亿元，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全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支出 154.2亿元，增长 34%，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县级

融媒体中心和体育强省建设。三是加大社保支持力度。全省

社会保障支出 1199.4亿元，增长 8.7%。连续 15年提高企业职

工基础养老金水平，人均达到 2784元 /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4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490元提

高到 520元。全省城乡低保指导标准分别提高到每年 7260元

和 4000元。落实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 78亿元，支

持解决困难群体不愁吃、不愁穿问题。支持设立退役军人关爱

基金，全省财政投入引导资金 10亿元。筹集省以上资金 67.3
亿元，推进棚户区改造开工 12.7万套 ；统筹省以上资金 17.34
亿元，支持改造老旧小区2779个，群众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四

是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省

级统筹资金 60亿元，积极支持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品

牌农业和质量农业 ；落实资金 53.5亿元，实施季节性休耕 200

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280万亩；出台促进生猪生产组合政策，

做好非洲猪瘟防控，稳定生猪生产及市场供应。落实资金 23

亿元，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改造卫生厕所 200万座，4.4万
个村完成清洁行动任务。落实补助资金 46.88亿元，支持建成

农村公路 9741公里 ；筹集省以上资金 4.9亿元，支持实施农

村危房改造 ；投入资金 7.35亿元，支持 366万农村人口稳定

实现饮水安全。统筹省以上资金 6.75亿元，支持全省 1500个

村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七、加快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一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研究制定推进工作方案，

在省市县三级开展重点培育示范引领行动，制定部门预算、

对下转移支付、事前绩效评估、重点绩效评价等 10项管理制

度，建立 17类共性指标框架和涵盖 73个部门的分行业分领

域指标标准体系，在全国率先单独编制部门预算绩效文本，

形成预算、绩效“1+1”双文本。推进预算公开，2019年人代

会批准预算当天，就批复预算、公开预算，比规定时间提前

40天。二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