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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提高 80多万名优抚对象待遇水平，支持退役军人创新

创业和困难帮扶。就业方面，全省实现就业补助支出 63亿元，

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支持开展政府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 323万人次，通过“稳岗返还”方式稳定就业岗

位 543.9万个，通过担保贷款贴息方式支持发放创业贷款 226

亿元。教育方面，全省实现教育支出2411亿元，支持新建改扩

建幼儿园 527所、中小学 277所，推动普通中小学“大班额”动

态清零，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助力在鲁高校“筑

高峰”“冲一流”“强特色”。医疗卫生方面，连续第 9年提高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将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

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580元。多渠道筹集资金，足额

保障核酸检测、疫苗接种、应急储备等新冠疫情防控支出。住

房保障方面，全省实现住房保障支出 281亿元，同口径增长

29.6%，支持棚户区改造新开工 12.95万套，老旧小区改造新
开工 65.56万户，农村危房改造 1.75万户，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5.6万户。

四、财税改革纵深推进

一是预算管理改革迈出新步伐。制定出台进一步深化预

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行综合预算、零基预算、

刚性预算、绩效预算、透明预算、可持续预算等“六个预算”

改革，增强对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有序推进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建设，省市县三级基于一体化系统全面开展 2022年

度预算编制工作。二是税制改革实现新突破。根据税法授权，

出台全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和减免征办法。创新开展水资源

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改革，促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开展城

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完善

全省罚没财物管理制度。三是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搭起新架构。

省级全面实施部门整体绩效管理，对 10个重大政策项目开展

全周期跟踪问效。加强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与

债券额度分配挂钩。全省 16个市全面开展成本绩效管理、财

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试点，推动提升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和资

金使用效益。四是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改革又有新作为。“一企

一策”细化落实省属骨干金融企业改革方案，加强国有金融资

产动态监测，组织开展产权登记专项行动，将全省 6.5万亿元
国有金融资产纳入统一管理。五是行政事业资产管理改革蹚

开新路子。对省级行政机关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闲置和出租

的土地、房产等实行统筹运营、共享共用。省级政府公物仓启

动运行，14个市建立起政府公物仓制度。六是政府投融资改

革取得新成效。深化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省级统筹资金

97亿元支持基建、科技、制造业等领域重大项目。出台 24条

政策措施推动PPP规范发展，全年新纳入财政部管理库项目
38个，投资额 352亿元。

五、财政管理持续加强

建设“法治财政”，严格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出台财

政法治建设和普法规划，推进地方财政立法，财政部门依法行

政、依法理财水平明显提升。建设“安全财政”，健全完善财力

保障、审查监控、库款调度、发展激励、责任追究、应急处置“六

项机制”，实行工资专户和基本民生专户“直通车”制度，共下

达市县各类转移支付 2529.8亿元，比上年增加 113.8亿元，支
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格实行专项债券“借、用、管、还”

闭环管理，优化完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有序推进融资平台

市场化转型，全省政府债务率保持在合理区间。建设“效能财

政”，持续深化政府采购、财政票据等电子化改革，在省直部门

推行差旅费网上报销，疏通管理堵点，消除服务痛点。实施常

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27项中央资金、16项省级资金、20项

市县资金直达基层，全年分配落实直达资金1630亿元，支持实

施2.2万个惠企利民项目，超1亿人次和5万户企业受益。

           （山东省财政厅供稿）

青岛市

2021年，青岛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136.46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70.06
亿元，增长 6.7%；第二产业增加值 5070.33亿元，增长 6.9%；
第三产业增加值 8596.07亿元，增长 9.2%。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增长 4.1%。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5975.4亿元，增长
14.8%。货物进出口总额8498.4亿元，增长32.4%。其中出口额
4921.3亿元，增长 27.0%；进口额 3577.2亿元，增长 40.7%。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1.5,涨幅缩小 0.9个百分点。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68.3亿元，增长 9.1%。其中
税收收入 1016.88亿元，增长 13.1%；非税收入 351.42亿元，
下降 1%。加上中央、省补助收入 250.66亿元，一般债券收
入 204.14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77亿元，再融资债券 127.14亿
元），上年结转资金 63.59亿元，可供使用的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187.55亿元，调入资金 128.71亿元，收入总计 2202.94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06.76亿元，增长 7.7%。加上上解中
央、省支出 76.36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27.26亿元，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206.33亿元，结转下年等支出 86.22亿元，
支出总计 2202.94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192.73亿元，加上中央、省
补助收入 7.6亿元，专项债券收入 517.17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443亿元，再融资债券74.17亿元），上年结转资金177.23亿元，
调入资金7.17亿元，收入总计1901.9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 1480.5亿元，加上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92.28亿元，调出
资金 110.22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218.9亿元，支出总计 1901.9
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67亿元，加上中央、省补
助收入 0.28亿元，上年结转资金 3.07亿元，收入总计 24.03亿
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2.74亿元，加上调出资金 6.2
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5.09亿元，支出总计 24.03亿元。全市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88.2亿元，加上上年滚存结余
395.92亿元，可供使用的资金共计 884.12亿元。全市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 474.3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409.82亿元。

市对区市的转移支付 217.37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转
移支付 169.4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47.38亿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0.5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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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壮大财政资金池，增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

汇聚财政收入、政府债券、政府投资基金三大资金池，发

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

保障。

（一）财政收入量质齐升。在产业培植、企业培育、项目引

进中涵养扩大税源，增添发展后劲。税收收入占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 74.3%。
（二）政府债券促投资、稳增长。新增政府债券 520亿元，

支持上合示范区、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及民

生领域 221个项目建设，带动项目总投资 4278亿元，充分发

挥政府债券扩内需、稳投资、补短板、惠民生的关键作用。

（三）创投基金跃上千亿层级。发挥政府引导基金杠杆撬

动作用，形成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科创母基金、国有资本股权

制基金“立体式”政府投资基金矩阵，营造资本和项目加速集

聚的良好生态。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综合排名由上年全国第

12位升至第 6位。全年新增政府引导基金参股基金规模 320亿

元，累计参股基金规模达到 1286亿元，直接投资项目 830余

个，90%以上为“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项目，80余个项目入选独角兽、瞪羚、隐形冠军企业榜单，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二、聚焦群众获得感，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

强化公共财政职能，把民生保障放在优先位置，聚焦短

板弱项精准发力。2021年全市民生支出 1235.7亿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2.4%，促进各项民生事业稳步发展。
（一）支持稳就业、保就业。为 8.9万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社

保补贴 3.95亿元，为 5.1万户创业实体发放创业补贴 9.86亿
元，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为 5.3万高校毕业生发放就业、住房
等补贴 4.2亿元，促进大学生就业；投入 3亿元开展技能提升

和转岗转业培训 28万人次，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全市城镇

新增就业 38.1万人，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二）支持保障疫情防控、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加强常态化

疫情防控资金保障，统筹安排12.62亿元支持实施新冠病毒疫
苗全民免费接种；投入8.5亿元用于医院运行补助及卫生健康
能力提升、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等；投入1.2亿元新建3个核酸

检测基地，改造18个医院发热门诊和重症病区；统筹21.3亿元，
支持推进总投资60亿元的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备用医

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二期、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东院区等重

点医疗卫生项目建设，提升应对突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三）支持提升城乡环境、改善居住品质。统筹 210亿元支

持城乡建设和环境提升，胶东国际机场正式转场运营，环湾

路—长沙路立交建成通车，30条未贯通道路打通，让市民出

行顺心顺畅；支持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216个，启动棚户区改

造 1.4万套（户），开工公共租赁住房 1062套，开工既有建筑节

能保暖改造 232万平方米，改造提升农贸市场 13处，完成 11

个山头公园整治提升和 49个口袋公园建设，新建健身场地和

设施 50处，新增城市供热配套面积 977万平方米。青岛市棚

户区改造工作获国务院督查激励表彰。

（四）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建立健全“三农”财政投入

稳定增长机制 ,市级财政“三农”资金投入较上年增长 8.2%。
全市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72亿元，重点支持粮食及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现代农业产业园、农田水利工程、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等，青岛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获全省考核第一名；

投入 13亿元实施黄水东调、中小流域治理等水利项目；为 50

余万农户发放耕地地力保护、种粮补贴 6亿元，全力保障粮食

生产；为 2.4万脱贫享受政策户、边缘易致贫户购买精准防贫
综合保险、扶贫特惠险；支持新建 42个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489个村公益性设施项目，扶持 110个村庄壮大集体经济，让

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

（五）支持促进公共服务补短板。市级财政统筹22.6亿元支
持完成10件32项民生实事。教育方面，支持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和幼儿园50所；改善215所农村中小学食堂，提高学生午餐质

量；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培育蓝领群体。养老方面，连续第17年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每人

每月提高8元；支持建成40个镇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

保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

城乡低保、特困、孤儿等困难群体救助保障标准提高10%左右。

三、打好政策组合拳，支持企业纾困发展

统筹财政资金、政策资源、金融资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截至年底，全市实有市场主体数量 195.4万户，增长 8.2%。
（一）减税降费公平普惠。2021年新增减税降费 131.8亿

元，其中新增减税 95亿元，新增降费 36.8亿元 ,惠及市场主体
100万户以上。落实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减免增值税政策

减税 19.2亿元，落实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政策减税 12.8亿元，落实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起征点政策减税 8.4亿元，落实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再
减半征收所得税政策减税 3.4亿元。将制造业企业研发加计扣
除比例提高至 100%，减免企业所得税 34.5亿元，助力制造业
升级；降低26.6万户企业失业、工伤保险费率，降费11.9亿元，
帮助企业稳岗扩岗。

（二）惠企资金大幅增长。强化财政导向作用，累计出台

188条政策措施，支持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发展。科技创

新发展资金 30.2亿元，增长 17%，支持企业比重由 56%提高

到 81%；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增长 1.5倍，拨付企业技改补
贴 7.7亿元，增长 46.5%，支持工业企业提升竞争力、创新力，
带动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29.6%，制造业投资增长 24.8%，高技
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60.5%。
（三）帮助企业融资增信。联合金融部门建立“四金”引

流渠：设立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转贷“引导金”，累计为 3167户

（次）企业提供转贷资金 479亿元；设立银行机构贷款风险“补

偿金”，鼓励加大小微贷款投放，为银行机构计提风险补偿金，

用于不良贷款置换；设立激励贷款增长“奖励金”，鼓励银行

机构加大实体贷款投放力度，给企业驰援托底；补充融资再

担保机构“资本金”，放大融资担保倍数。2021年，青岛市中

长期贷款、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分别增长 13.4%和 33.6%，有效
缓解企业资金困难。

（四）加力支持外贸出口。加大出口信贷支持和出口退税

力度，用好出口信用保险、关税保证保险、优惠利率贷款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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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等政策，助力 5000多户外贸企业稳订单稳生产、开拓国际

市场；累计为 1.5万户企业办理出口退（免）税 396.34亿元，
减轻外贸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带动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跨越

8000亿元台阶，达到 8498亿元。

四、用好改革关键招，让公共财政提质增效

聚焦难点堵点进行改革攻坚，让财政资金转起来、活起

来、快起来，实现效益最大化。

（一）在资金安排上突出系统性。一方面，集中财力办大

事，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八大发展战略，“重构式”整合资

金和政策，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全年投向重大战略领域的

专项资金占比超过 70%。另一方面，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对市直部门公用经费综合定额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按不低

于 15%的比例压减，专项业务费按上年预算的 10%压减，会

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按不低于上年预算的 30%压减。

（二）在资金保障上突出兜底性。加大财力下沉基层力

度，市财政共下达区市转移支付资金 217.37亿元，同比增长
10.9%。从 443亿元新增专项债券额度中，拿出368.7亿元转贷
给区市，比重达 83.2%，优先保障区市公益性项目建设。完善
库款保障水平监测预警机制，累计向困难区市提前调拨库款

175亿元，切实增强基层“三保”能力，保障基层财政平稳运行。

（三）在资金拨付上突出效率性。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直

达机制，将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等28项资金列入直达范围，

做到民生补助资金基本覆盖，确保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

民。全年共收到财政部下达的直达资金 48.3亿元，分配下达
进度 100%，惠及全市 1.29万户企业和 151万名群众，为基层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四）在资金使用上突出循环性。实施财政资金“拨改投”

改革，对产业、科技、人才等领域项目，变财政无偿拨款为财

政股权投资，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效能，在新能源山东实验室建

设、海洋生物新药研发等方面实现突破。首创“人才金”模式，

创新收益分配、容错量化、以资选才等机制，畅通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人才链”与“资本链”。

（五）在资金管理上突出绩效性。立体化推进财政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组织 95个市级预算部门全面编制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目标和 2316个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实施预算执行情况和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双监控”，及时收回无效低效资金；绩效

评价首次全面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构建涵盖部门整

体支出、项目支出和政府债务等专项领域的绩效评价新体系。

                            （青岛市财政局供稿）

河南省

2021年，河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887亿元，比上年增

长6.3%。第一产业增加值562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4332亿

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8935亿元，分别增长6.4%、4.1%和8.1%。
三次产业结构比为9.6：41.3：49.1。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增长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382亿元，增长8.3%。货物
进出口总额 8208亿元，增长 22.9%。其中出口 5024亿元，增

长 23.3%；进口 3184亿元，增长 22.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
101.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9。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811元，增长8.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7095元和17533元，分别增长6.7%和8.8%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 2.12：1，比上年缩小 0.04。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353.9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4%，增长 4.4%，加上中央补助等收入，总计 12130.4亿
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9784.3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0.2%，下降 5.7%，加上上解中央等支出，总计 11069.2亿元。
收支相抵，年终结余1061.2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198.5亿元，为预算的 88.2%，增长 7.6%，加上中央补助等
收入，总计 7467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375.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86.4%，增长 14.2%，加上补助市县等支
出，总计 7250.5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216.5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368.1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 90.4%，下降 9.9%，加上中央补助等收入，总计 6197.3亿
元。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941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78.9%，下降 19%，加上调出资金等支出，总计 5140.7亿元。收
支相抵，年终结余1056.6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
成 112.8亿元，为预算的 129%，下降 52.6%，加上中央补助等
收入，总计 2470.2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69.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74.6%，下降 58.2%，加上补助市县等支
出，总计 2446.5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23.7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39.9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 92.7%，增长 12.1%，加上中央补助等收入，总计 46.8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9.8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77.8%，下降23.5%，加上调出资金，总计36.7亿元。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 10.1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6.7亿
元，为预算的 134.5%，增长 3.3%，加上中央补助等收入，总计
11.7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2.3亿元，为调
整预算的 65.2%，下降 70.1%，加上调出资金和补助市县，总
计 8.7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3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4245.8亿元，为预算
的 106.1%，增长 20.1%。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963.9亿元，为预算的 102.9%，增长 8.8%。收支相抵，当年结
余 281.9亿元，年终滚存结余 3150.4亿元。省本级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收入完成 2049.5亿元，为预算的 112.3%，增长 38.4%。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914亿元，为预算的

101.6%，增长 12.7%。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135.5亿元，年终滚
存结余 1236.9亿元。

中央下达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计 5241.4
亿元，为预算的 127.6%，增长 1.6%；省对市县一般公共预算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合计4726.8亿元，为预算的 122.4%，
下降 1.3%。中央下达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31.1亿元，为预算
的 165%，下降 90.4%；省对市县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96亿元，

为预算的 127.8%，下降 70.3%。
财政部核定河南省 2021年政府债务限额 14259亿元。经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省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1797.6亿元，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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