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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文件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在山东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东省省长　龚正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

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９年工作回顾

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也是山东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效

的重要一年.一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

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

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统筹推进 “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按照省委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目标要求,牢牢

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践行新发

展理念,深入实施八大发展战略,聚焦

“工作落实年”,全力以赴抓贯彻、抓执

行、抓推进、抓见效,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基本实现.全年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５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０６％ (剔除减税降费等因素,可比

口径实际增长１３％以上);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７０％和９１％;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２９％,城镇新增

就业１３８３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１００件重要

事项得到有效落实.

这一年,我们坚决顶住经济下行压

力,超前谋划、精准实施 “六稳”３０条、

稳就业２０条、稳外资２１条、稳外贸２５

条、拓展消费市场１２条、支持数字经济

发展１９条、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２５条,

全年为各类市场主体新增减免税费１５００

亿元以上,督导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账款３６２亿元,助力企业轻装上阵,经

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我们始终保持高质

量发展定力,坚决不走 “五个过度依赖”

回头路,坚定不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启

动实施 “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

十大工程,自我加压推动钢铁、焦化、地

炼、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迈出新步伐.我们全面增强改革开

放动力,扎实推进 “扩权强县”、开发区

体制机制等１２个领域改革,形成制度创

新、流程再造成果７０多个;成功举办或

承办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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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城合作发展大会、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

坛、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国际

超算产业博览会、国际工程战略高端论

坛、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等重

大活动,与日韩合作全面深化,获批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合组

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改革开放实现新

突破.我们广泛凝聚狠抓落实合力,扎实

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掀起 “七赛七比”热潮,圆满完成新中国

成立７０周年庆祝活动、海军建军７０周年

海上阅兵服务保障任务,开展 “问政山

东”等多种形式的舆论监督,深化基层减

负,广大干部群众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共识

越来越强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

越来越笃定.经过全省上下一年来的拼搏

实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结构、

体制机制、生态环境加快重塑,呈现出一

系列影响山东未来的趋势性、关键性重大

变化.

(一)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 “四新”

经济增势强劲.８６５个新旧动能转换优选

项目和１０４个省重大建设项目,分别完成

投资２４０７亿元和１１７２亿元以上,“四新”

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２８％、投资占比达

到４４８％.新培育省级产业互联网平台

７０家, “上云用云”企业超过１０万家,

全国首个５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落户青

岛,全省开通５G基站超过１万个.创新

驱动战略深入实施.山东产业技术研究

院、高等技术研究院、能源研究院、高端

石化研究院、稀土催化研究院等相继揭

牌,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达到２２家.济

南超算科技园投入启用,中科院济南科创

城落地建设,６００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下线.海洋优势持续彰显.整合组建省港

口集团,“透明海洋”“蓝色药库”等重大

工程顺利实施,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达

到４４处、占全国的４０％,新增海洋工程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６３家,全省海洋生产

总值增长９％左右,经略海洋迈出新步

伐.

(二)结构布局正在加速优化.“四减

四增”深入推进.两年多来累计治理 “散

乱污”企业１１万家,关停化工企业１５００

多家,化工园区从１９９家压减到８５家.

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获批同意纳入国家

规划,世界高端铝业基地、先进钢铁基

地、山东重工商用车生产基地建设加快推

进.全年压减煤炭产能８７５万吨、生铁

４６５万吨、粗钢 ９２３ 万吨、焦化 ７７７ 万

吨,海阳核电一期工程建成投运,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２５％.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

过绝对半数、达到５３％,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 达 到 ７８２％.新 增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２５００余家,总量突破１１万家;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４０１％,比上年提

高３２个百分点.城乡融合发展更趋协

调.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显著进

展, “十百千”示范创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美丽村居 “四一三”行动扎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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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新增省级田园综合体２８个.农村改

厕规范升级和后续管护长效机制建设全面

启动,城乡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有序推进,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基本完成.我们扛

牢粮食大省责任,粮食总产连续６年稳定

在１０００亿斤以上,去年达到１０７１亿斤.

(三)发展底板正在加速筑牢.金融

风险防控有力推进. “金安工程”防控监

测大数据平台启动运行,互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恒丰银行改革

重组顺利实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

０４５个百分点,政府综合债务率也显著

下降.脱贫攻坚成果有效巩固.实施产业

扶贫项目 １５８１ 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

８５９万人,４００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饮水

安全 工 程 全 部 完 工,改 造 贫 困 户 危 房

３１６万户.黄河滩区２７个外迁社区主体

全部封顶,２８个新建村台完成淤筑.污

染防治持续加力.中央环保督察及 “回头

看”反馈问题整改、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治

扎实推进,清理整治河湖违法问题１８万

余处,１６市建成区内１６６条黑臭水体整

治全部完成,PM２５改善约束性指标提前

一年完成国家下达的 “十三五”任务.在

我们山东,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正由

“奢侈品”变成 “日常品”.

(四)动力活力正在加速增强.重点

领域改革纵深推进.省属国有企业混改三

年行动计划启动实施,省机场管理集团挂

牌成立,山东重工、中国重汽完成战略重

组.省财政直管县由２０个调整扩大到４１

个,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实现新突

破.新增上市企业１８家,科创板首批上

市企业４家.５４家开发区体制创新试点

单位内设机构撤减６４９％,代管乡镇压

减４６２％.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进出口

增长５８％,对 “一带一路”沿线增长

１５９％,“齐鲁号”欧亚班列开行超千列,

是年度计划的２倍.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突

破２０００家,实际使用外资１４６９亿美元,

增长１８６％.泛北方区域签证中心投入

运营.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济郑高铁

山东段、济莱高铁等４条高铁开工建设、

里程３８０公里.鲁南高铁日照至曲阜段建

成通车,新增里程２４０公里,总里程达到

１９８７公里,省内高铁成环运行,圆了千

万老区人民期盼已久的 “高铁梦”.濮阳

至阳新菏泽段等５条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里程３３３公里,济青高速改扩建等９条高

速公路建成通车,新增 “四改八”和新建

里程７７１公里,总里程达到６４４７公里,

实现县县通高速.强力疏通城市 “毛细血

管”,全年打通各类断头路４００多条.济

南遥墙国际机场和临沂机场改扩建、青岛

胶东国际机场建设顺利推进.加快补齐水

利设施短板,黄水东调二期工程、峡山水

库胶东调蓄战略水源地工程和引黄济青改

扩建主体工程相继建成并通水,完成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１２２３座.这一年,我省基

础设施建设全面开花、驶入快车道,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五)社会民生正在加速改善.２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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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民生实事扎实推进,民生支出占财政

支出比重达到７９％.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月人均增加１５８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５２０元.推进国家药

品集中采购试点扩围工作,２５个药品中

选价格平均下降５９％.医养结合示范省

建设深入推进,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加

快建设,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正式招生,康

复大 学 启 动 筹 建.新 建 改 扩 建 幼 儿 园

５５３７所、中小学２８７所.棚户区、老旧

小区、农村危房改造和清洁取暖超额完成

年度任务.尼山世界儒学中心挂牌成立,

孔子博物馆建成开放,歌剧 «沂蒙山»等

四部作品入选 “五个一工程”,全国美展、

书法篆刻展、摄影展齐聚山东,第八届山

东文博会成果斐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

于一切,我们有效应对 “利奇马”台风灾

害,科学处置梁宝寺煤矿火灾事故,生产

安全 事 故 起 数、 死 亡 人 数 分 别 下 降

４１１％和 ２１０％,１０ 年 以 上 信 访 积 案

“清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丰硕,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国防动员、退役军人、

档案史志、地震气象、民族宗教、妇女儿

童、残疾人工作等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

(六)政务生态正在加速重塑.自觉

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的

民主监督,提请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地

方性法规 １７ 件,办理省人大代表建议

８０３件、政协提案８１０件.市县机构改革

全面完成.制定县乡属地管理责任清单,

明确承担５１项具体事项,为基层减负划

出 “硬杠杠”.“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

革扎实推进,帮办代办、吐槽找茬、窗口

无权否决服务机制全面推行.全省 “一云

一网一平台”体系初步建立, “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总门户上线运行,省级１２０９

项事 项 全 程 网 办,１７９７ 项 “最 多 跑 一

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正式启

用,省政府连续三届获得中国政府政务公

开 “金秤砣奖”.精简高效的政务服务极

大激发市场活力,市场主体快速增长,总

量超过１０００万户,其中新登记２１６８万

户、增长２９％,总量和增幅连创新高.

这些重大变化表明,全省高质量发展

的良 好 态 势 越 来 越 巩 固,结 构 优 化 的

“形”和此消彼长的 “势”越来越清晰,

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的美好前景日益展

现.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坚强领导的结

果,是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

部委精心指导、支持帮助的结果,是省委

科学决策、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结果,

是省人大、省政协和社会各界有效监督、

鼎力支持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克难攻坚、

奋力拼搏的结果.在此,我代表省人民政

府,向全省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

人士,向离退休老同志,向驻鲁人民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中央驻鲁单位,向所

有关心支持山东发展的港澳台同胞、海外

侨胞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致以崇

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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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清醒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还

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新旧动能转换

接续不畅, “四新”经济规模偏小、比重

较低,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高,区域分

化态势明显.二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

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较突出,土地、

能耗、环境容量接近 “天花板”.三是科

技创新能力不够强,创新投入产出比不

高,高层次人才明显不足.四是市场化改

革深度不够,开放潜力尚未充分释放,营

商环境还有不少差距,市场有效、政府有

为、企业有利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健

全.五是金融风险仍处于易发多发期,财

政收支矛盾突出,污染防治任务艰巨,安

全生产容不得半点松懈.六是民生保障存

在不少短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

住房等方面,与群众期盼还有差距.七是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一些

干部专业素养、专业能力有所欠缺.八是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

一些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

我们一定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竭尽全力

做好工作,决不辜负全省人民期待!

二、２０２０年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

２０２０年,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我省新旧

动能转换 “三年初见成效”之年,更是我

们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

要求、各项工作都要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

一年.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

我省经济发展处于深度调整期、瓶颈突破

期、动能转换胶着期, “两难、三难、多

难”问题更加凸显,“既要、又要、还要”

任务更加繁重.越是考验如火,越能淬炼

真金.我省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总体

判断没有改变,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

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转型蝶变、浴火重

生的强大势能蓄力待发,支撑高质量发展

的红利效应加速释放.一是政策红利不断

集聚.减税降费政策效果持续放大,新旧

动能转换综试区、自贸试验区、上合示范

区叠加发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明确要 “发挥

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我们的政策、

资源、平台优势前所未有,历史机遇千载

难逢.二是市场红利持续扩大.我省常住

和户籍人口 “双过亿”,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全国第二,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居民

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庞大

市场规模、巨大消费潜力,是我们扩内

需、稳增长、促转型的强力支撑.三是人

才红利加快形成.我省劳动年龄人口有

６７００多万,普通高校１４６所、在校生２３０

万,拥有全国近一半的高层次海洋科研人

员,人才回流态势已经形成,仅去年住鲁

院士就新增３８８％,我们的人力资源优

势正在加快转化为人才优势、创新优势.

四是转型红利全面汇聚.我省制造业基础

雄厚,涵盖全部４１个工业大类、１９７个

中类,拥有规上工业企业２８万家,产业

赋能潜力巨大,随着５G、云计算、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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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广泛应用,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

必将迸发出澎湃动力.五是改革红利加速

释放.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步伐加快,“１

＋４”生态系统整体重构,“换位思考、主

动服务、有求必应、无事无需不扰、结果

评价”服务理念加快落地,尊商重商亲商

护商的氛围愈加浓厚.在全国工商联开展

的万家民企评价营商环境中,我省进入前

６强,各方面都关注山东、看好山东.多

重红利交汇叠加,“黄金机遇”就在脚下.

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奋力趟出一

条高质量发展路子来.

省委对今年工作已作出全面部署,总

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按照 “走在前

列、全面开创”目标要求,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

动力,贯彻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方

针,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

战,全面做好 “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深入实施八大发展战略,扎

实开展重点工作攻坚行动,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确保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

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

２０２０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

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６％以上;城

镇新增就业１１０万人,工作中努力实现不

低于去年实际完成数,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４５％以内,城镇调查失业率５５％

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３５％左

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１％以上 (可

比口径增长８％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５％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６５％以上;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吸引

外资保持稳定,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７５％左

右,其中城镇和农村分别增长７％左右和

７％以上;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

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降碳约束性指标

和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全省上下付出艰

辛努力.必须整体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社会稳

定、民生改善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深入

实施八大发展战略,强力落实 “重点工作

攻坚年”,做到靶心不偏、焦点不散、标

准不降、力度不减,在高质量发展上奋力

趟出路子、取得突破.

(一)聚力腾笼换鸟,确保新旧动能

转换初见成效.统筹做好 “去、增、提”

三篇文章,以 “四新”促 “四化”,深耕

“十强”现代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制造业

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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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培育壮大新动能.做强产业生

态.出台培育优良产业生态的意见,启动

“一条龙”培育计划,对重点产业链实施

补链、延链、强链,培植一批具有 “链

主”地位的引领型企业、具有 “撒手锏”

产品的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具有公共服

务功能的平台型企业,形成 “产业＋配

套、平台＋生态、技术＋赋能”的集群发

展格局.支持浪潮集团打造中国 “算谷”,

加快培育数字产业生态.做强载体支撑.

加快布局 “新基建”,年内新开通５G 基

站４万个,建设省级区块链产业园区,在

金融科技、电子政务、社会治理等领域,

加速场景应用.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建

设运营好海尔、浪潮两个国家级 “双跨”

平台,争创国家工业互联网发展示范区.

实施数字经济园区建设突破行动,支持建

设５０个省级数字经济园区.做强数字赋

能.深入推进 “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

智能”,培育轨道交通、动力装备、智能

家电等先进制造业集群,推进新能源汽

车、核电装备等提升发展,加快氢能及燃

料电池、８K 超高清视频产业布局建设.

实施 “互联网＋医疗健康”,加快建设国

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高水平打造

医养结合示范省.全力推进企业 “上云用

云”,让数字化为山东产业发展插上 “云

翅膀”.

坚决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抓紧抓实企

业技改.实施智能化技改三年行动,把

“万项技改、万企转型”落实到市县、园

区和企业,强化 “零增地”技改激励,加

快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步伐,

全年完成技改投资４０００亿元.共建共享

“好品山东”.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抓

好国家标准化综合试点,培育一批体现山

东优势、山东特色的先进标准,加快建设

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做好 “泰山品

质”认证工作,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保

护和运用.大力实施百年品牌企业培育工

程,打造１００家制造业、５０家服务业高

端品牌,提升一批优质农产品地理标志品

牌,形成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体

系,助力 “鲁字号”产品和服务赢得口

碑、开拓市场、品行天下.

坚决推动过剩产能调整转型.坚持

“减量替代是常态,等量替代是例外,亩

产效益论英雄,安全环保守底线”的原则

导向,统筹实施 “压旧上新、压小上大、

压低上高、压散上整”,推动高耗能行业

高质量发展.全面启动裕龙岛炼化一体化

项目一期工程建设,坚决完成既定地炼产

能整合任务.按时完成通道城市钢铁产能

置换、焦化产能压减等任务目标,加快推

动化肥、轮胎等行业落后产能退出.深入

开展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

动,高标准推进智慧园区建设,提升化工

绿色发展和本质安全水平.坚决 “去”,

是为了更好地 “增”和 “提”,只要我们

牵紧新旧动能转换这个 “牛鼻子”,持续

用力、精准发力,一定能跑出动能转换的

“加速度”,早日实现 “凤凰涅槃、浴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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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二)聚力筑牢底板,坚决打好三大

攻坚战.巩固既有成果,解决薄弱环节,

构建长效机制,确保取得决定性胜利.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紧盯革命老

区、黄河滩区、湖区、库区等重点区域,

聚焦老弱病残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解决

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

题,完成新排查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健

全完善即时发现即时帮扶机制,有效防止

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推行所有权、经营

权、收益权、监督权 “四权分置”,促进

扶贫资金资产持续积累使用,探索解决相

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加快黄河滩区迁建进度,在确保

质量安全前提下,能快则快,早日圆６０

万滩区群众 “安居梦”.持续深化省内 “６

＋６”扶贫协作,加强同渝黔甘湘东西部

扶贫协作,做细做实 “携手奔小康”行

动.我们要尽锐出战、善作善成,以脱贫

攻坚的实干实效,提升全面小康成色,让

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定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力推进 “四减四

增”,打赢八场标志性战役.我们要全力

保护好蓝天.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全面完成大气污染物总量减

排任务,确保大气环境质量不反弹.持续

加大推进力度,坚决完成３７００万吨煤炭

消费压减任务.加快优化能源结构,全年

接纳外电１０００亿千瓦时以上,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３７５０万千瓦以

上.重拳打击黑加油站点和非法流动加油

车,决不允许劣质油品充斥市场.我们要

全力爱护好碧水.统筹推进 “五水共享、

四水共治”,落实好河长制、湖长制,抓

好南四湖、东平湖综合治理,开展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国家试点,高标准推进节水型

社会建设,确保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９８％,地表水国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达到６５１％.我们要全力守护好净土.

继续开展化肥减量增效、农药减量控害行

动,加快废旧地膜回收处理,加强土壤管

控和修复,受污染耕地、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率达到９０％.从严加强危险废物处置

监管,继续实施好城乡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打造一批示范社区、示范村镇,济

南、青岛、泰安三个试点城市生活垃圾回

用率提高到３５％以上.完成泰山区域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崂山、昆

嵛山等生态治理,全面落实林长制,建设

绿色廊道１０００公里以上,扮靓我们绿水

青山常在、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家园.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建好用好 “金安

工程”.统筹利用金融风险防控监测大数

据平台,一体推进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加

强重点领域风险研判分析,推动担保圈破

圈断链,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恶意逃废金

融债务等行为.有序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风险,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

守住守牢稳定底线.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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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斗争,集中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严

防危害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大力推广新时

代 “枫桥经验”,做实社会治理网格化服

务管理体系,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建立信访积案常态化解机制,锻造平

安山东、法治山东 “金招牌”.压紧压实

安全责任.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整治,

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突出抓好化工、

煤矿和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药品、

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坚

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严密防范中

小学生溺水、一氧化碳中毒等非生产类伤

亡事故,全面加强自然灾害防治,持续巩

固安全稳定向好态势.安全关乎千万家庭

的幸福,一定要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三)聚力协同拉动,持续提高三大

需求有效支撑力.充分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和消费基础作用,推动进出口稳中提质,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集中谋划一批、

储备一批、开工一批、竣工一批重大项

目,重点抓好日照先进钢铁制造基地、重

汽智能网联重卡、一汽华东智能网联汽车

试验场、威联化学等产业升级项目,山东

国瓷５G 关键材料、有研大尺寸硅材料、

浪潮云计算装备、中船重工船用发动机等

前沿引领项目,济南超算中心、青岛５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烟台万华全球研发中

心等重大平台项目,国际医学科学中心、

第一医科大学、康复大学等社会民生项

目.实施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年改

造老旧小区４０万户以上,稳妥推进城镇

棚户区改造,新建修复污水管网１０００公

里以上.完善 “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

重点支持大项目好项目,及时跟进专项债

券、引导基金,全面推开 “亩产效益”评

价改革.在济青烟三市划定一定区域,以

“标准地”方式全球精准招商,做到 “落

地即可开工”.定期发布项目推介清单,

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

狠抓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高

铁、高速、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开

工京沪高铁二通道天津至潍坊段、潍坊至

烟台、莱西至荣成、济南至滨州、济南至

枣庄旅游高铁等５个高铁项目;加快京雄

商高铁、京沪高铁二通道潍坊至新沂段、

青岛西至京沪高铁二通道、德州至商河高

铁等４个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年内开工;

加快推进鲁南高铁曲阜至兰考段、济莱、

济郑、黄台联络线等高铁项目建设,建成

潍莱高铁.我们规划,到２０２２年全省高

铁建成和在建里程达到３９００公里,运营

里程２０２５年达到４４００公里、２０３５年达

到５７００公里.高速公路重在加密、扩容、

提质,开工建设临淄至临沂等５条高速,

加快推进莱芜至临沂等２３条在建高速,

１４条高速年内建成通车,抓好济青中线、

京台高速泰安至枣庄段２条智慧高速示范

项目,全省高速通车里程达到７４００公里.

加快烟台机场二期工程等４个机场项目建

设,力争开工建设济南机场二期、济宁机

场迁建,投运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菏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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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过这两年台风灾害的切肤之痛,我

们下定决心根治水患、防治干旱,制定了

总投资１３００多亿元的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方案,今年实施的项目总投资５８３亿元,

主汛期前完成８条骨干河道治理、５条台

风中出险河道治理主体工程,以及９４６处

水毁工程修复、３７５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持续释放消费需求潜力.积极参与强

大国内市场建设,加快专业市场转型升

级,培育服务消费、信息消费、智能消

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定制消费、时

尚消费等热点,打造一批新零售标杆城

市、新零售示范企业、高品位步行街,繁

荣 “夜经济”等消费业态,大力发展会展

经济.积极推进家政服务业城市试点,抓

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城乡高效配送等国

家试点,加快青岛、临沂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创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实施电

商平台与优质鲁货对接工程,扩大跨境电

商直购规模,建设好济南、烟台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作为农业农村大省,我们拥

有巨大的农村消费潜能,要着眼满足群众

消费需求,打通农村物流网络体系,有效

激活农村市场.常态化打击各类侵权假冒

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安全消费、放心消

费.

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

中美经贸摩擦和地区贸易救济调查,健全

预警体系,积极扩大对欧盟、日韩的进出

口,稳定高端市场.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RCEP)即将签订的重大机

遇,深化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持续开

拓２０个重点潜力市场,提高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和自贸伙伴的贸易占比.创建国

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抓好外贸转

型升级试点县和基地建设,做强 “齐鲁

号”欧亚班列品牌,继续压缩整体通关时

间、降低进出口合规成本.拓展中医药、

文化旅游、数字服务贸易市场,培育对外

贸易竞争新优势.

(四)聚力制度供给,全面增强改革

开放创新三大动力.用好改革开放 “关键

一招”,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目标集

成、政策集成、效果集成,有效激发市场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推进国企

“倒计时”改革,“一对一”落实国企混改

方案,探索建立充满活力、利益共享的激

励机制,拿出优质资产、优质企业、优质

资源,加大 “双招双引”,对非公资本不

设准入门槛、不设比例限定、不设行业限

制,实现资本、技术、人才、管理、品牌

“五个增量”,到２０２１年省属企业混改户

数和资产占比均达到７５％.深化财税金

融改革,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开展

行政事业资产统筹运营和财政资金股权投

资改革试点,从今年开始,省级全面实行

零基预算管理.金融生态环境是竞争力,

也是生产力,我们要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为主攻方向,优化金融供给结

构,推进数字化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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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完善基金对产业全生

命周期支持体系.发挥农业信贷担保增

信、分险、赋能作用,积极创建临沂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引导更多资金

投向农业农村,探索金融支持东营高质量

发展改革举措.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创

新,总结提升试点经验,加快开放合作、

土地财税、薪酬管理等１８项配套政策落

地,促进开发区聚焦主业、重塑优势、创

新发展.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用好自贸试验

区、上合示范区两大战略平台,省市协同

发力,在首创式改革、差异化探索、集成

式创新上实现突破.落实好自贸区总体方

案１１２项试点任务,复制推广国家推出的

２２３项改革试点经验,尽快形成投资贸易

便利化的综合性创新成果.打造 “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在推动形成东西双

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上作

出山东贡献.深化与日韩交流合作,在自

贸区设立与日韩合作专属区,建设中日

(韩)产业 (科技)园区,建立山东－日

本对话机制,推动与日韩已签协议、项

目、机制、平台落地,力争在构建多层次

合作机制、示范区建设、新兴产业对接、

提升通关便利化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提

高 “双招双引”精准度,在全球范围绘制

“产业地图” “人才地图”,高水平办好第

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儒商大

会、中国－中东欧国家民间友好大会.全

面贯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落实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让外

资开办企业更便利、准入大门更宽敞.

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强化重大创新

平台建设,布局建设４家山东省实验室,

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为

主体,争创国家实验室;推动我省重点实

验室整体转型、优化重组,在网络空间安

全、“蓝色药库”、前沿新材料等领域,实

施好２０项左右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在新

一代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机

器人等领域,实施好１００项左右重大科技

创新工程项目.创新科技治理,开展职务

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完善以知

识价值为导向的收益分配和期权激励机

制.支持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等技术

研究院、能源研究院、中科院济南科创城

等建立更加灵活的机制,推动高校、科研

院所去行政化,高标准打造３０家省级创

新创业共同体,鼓励各地建设各具特色的

共同体.用好研发经费加计扣除政策,将

财政支持由后补助转向前端引导,实现大

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实施重大技

术攻关 “揭榜制”,在基础研究领域试点

科研经费 “包干制”.以更大力度培育行

业 “单项冠军”和 “瞪羚” “独角兽”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 再 增 ２０００ 家.实施

“人才兴鲁”行动,制定更具吸引力和竞

争力的人才政策,推动出台 «山东省人才

发展条例»,坚决破除隐性门槛,拿出突

破性的硬招实招,通过技术入股、合作经

营等方式,引进一批高端人才和团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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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高层次人才住房、社保、就医、出访、

子女就学等保障政策.优化规范做实国际

院士港.对于大国工匠等高技能人才,要

有特殊政策予以保障.亿万山东人民拥有

无穷的创新智慧、创造潜能,只要我们搭

好平台、用好人才、育好环境,必能 “近

者悦、远者来”,率先建成创新强省.

(五)聚力样板打造,加快塑造高质

量发展特色优势.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建设海洋强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是山东的三大特色优势,我们要做好优势

转化文章,推动优势变强势、特色成亮

点.

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按照 “五个振

兴”要求,完善东中西分类推进机制,形

成一整套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政策、制度、

标准和考核体系.现代农业要提质增效.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和农业 “良种工

程”,新增高标准农田５４２万亩,粮食播

种面积稳定在１２亿亩以上,粮食总产稳

定在１０００亿斤以上.深化农业 “新六产”

示范创建,加力推动终端型、体验型、循

环型、智慧型 “四型发展”,新增示范县

１０个、示范主体１８０家以上.发挥潍坊

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全国蔬菜

质量标准中心的引领作用,深化科技特派

员制度建设,打造 “齐鲁粮油”公共品

牌,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省.完善生猪保

供稳价等政策措施,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农村人居环境要提档升级.科学编

制村庄规划,深化美丽乡村和美丽村居标

准化建设,新改建农村公路８０００公里,

基本实现全省农村通户道路硬化,８５％的

县 (市、区)农村改厕因地制宜、分类实

施规范升级,３０％以上的行政村完成生活

污水治理任务.农村改革要提速深化.开

展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推进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实施集体经济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年内集体经济收入３万元

以下的村实现清零,１０万元以上的达到

３０％.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和示范

村镇创建,深化绿色殡葬改革,推动移风

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

加快海洋强省建设.扎实推进 “十大

行动”,深化陆海联动、港产城融合,大

力培育航运金融、船舶交易等现代航运服

务,推动由物流港向贸易港、目的港向枢

纽港升级,打造世界一流港口.加快建设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扎实推进国家级现代

化海洋牧场综合试点,抢抓机遇发展海洋

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

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响 “山东海工”

品牌,建设好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推进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实体化运作.持续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全面推行湾长制,严

格管控围填海,深化渤海综合治理,高标

准建设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全

省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达到８８％

以上.

提升齐鲁文化影响力.扛牢新时代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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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山东的文化使命,加快曲阜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齐文化传承创新两大示范区

建设,巩固提升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机制化

成果,整合资源推进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建

设,将儒学这一世界文化瑰宝守护好、传

承好、发扬好.加快建设大运河、齐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推进济南－泰安－曲阜文

化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支持建设国家

级齐鲁文化 (潍坊)生态保护区,实施红

色基因传承工程,精心办好旅游发展大

会、文化旅游博览会、第四届中国歌剧

节、第六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释放文旅融合发展的巨大潜能.深入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配套完善基层文化阵地,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文脉绵长,山东人民勤劳智

慧、崇信尚义、强韧果敢,我们有充足底

气坚定文化自信,讲好美德山东、文明山

东、诚信山东故事,当好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先行者,展现齐鲁大地钟

灵毓秀、蓬勃向上的崭新气象!

(六)聚力协调发展,着力构建更加

有效的区域发展新机制.突出三大重点,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

造山东半岛城市群,全面融入国家区域发

展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格局.

扬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龙头.抢抓重大历史机遇,扛牢重大责任

使命,高水平编制规划实施方案,统筹谋

划、协同推进一批重大事项.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加强沿黄国土综合保护,

狠抓黄河水体、河岸、河口、黄河故道系

统治理,实施好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

修复工程,建设好东营河口湿地、济齐湿

地,高标准抓好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东平

湖滞洪区安居工程,高水平建设黄河三角

洲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规划建设千里

生态廊带,坚定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

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

带.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深化

与沿黄省份交流合作,探索建立区域协作

机制,构建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勇当黄河

流域对外开放桥头堡和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山东半岛城市

群.出台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鲁南

经济圈三大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指导意见,

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差别化扶持政

策,引导各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支持

济南、青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培育发展

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着力提升综合

承载力、辐射带动力、创新引领力、人才

集聚力,在服务国家区域战略中谋取主

动、增强能级、赢得优势.以更大力度推

进突破菏泽,加快鲁西崛起.分级分类推

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争创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从今年起,全面取消城区常

住人口３００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

放宽城区常住人口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的大城

市落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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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入重大国家战略.落实与京沪

战略合作协议,健全对接京津冀、雄安新

区、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

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工作机制,建立产业对

接指导目录,精准开展各领域合作.继续

做好对口支援西藏、新疆、青海等工作.

(七)聚力兜底普惠,有效保障和改

善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就业、社

保、教育、健康四件民生大事,办好解民

忧、纾民困、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

事.

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把稳就业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千方百计稳定就业总

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清理

取消不合理限制灵活就业的规定,推动产

业、企业、创业、就业 “四业联动”.抓

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稳定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大力推动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做好去产能过程中的职工安置,确

保城镇 “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加大援

企稳岗力度,将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

伤保险费率政策、困难企业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及职工在岗培训补贴政策,延续实施

１年.面向就业重点群体、企业职工、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梯次实施大规模职业技

能培训,全年培训１００万人次以上.落实

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推动监管平台对

工程建设项目全覆盖,农民工兄弟的辛苦

钱,一分一厘都不允许拖欠.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

保计划,以农民工、个体从业、灵活就业

和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群体为重点,持续扩

大参保覆盖面.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制度,实施工伤保险

基金省级统筹.扩大异地就医联网结算覆

盖范围,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

点,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医保门诊用

药报销比例达到５０％以上,把更多救命

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统筹完善社会救助

体系,推动城乡低保应保尽保,加强对孤

儿、残疾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关怀

帮扶,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

达到５０％以上.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合理增加公租房供给.推行覆盖全民的灾

害民生综合保险,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多

一份保障.

提升教育发展质量.着眼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扩增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支

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机构,学前３年

毛入 园 率 达 到 ９０％ 以 上,普 惠 率 达 到

８０％以上.加强中小学规划建设,基本消

除城镇普通中小学５６人以上大班额,实

施乡村教育振兴计划,推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发挥好师德师风建设基地作

用.积极推动高考综合改革落地实施,让

更多优秀学子脱颖而出.支持民办教育健

康规范发展.举全省之力推动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坚持 “筑高峰、冲一流、强特

色”,启动实施 “重点大学建设计划”“高

峰学科建设计划”,省部共建国家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高地,努力把我省高校建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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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各类英才的摇篮、引领创新创造的前

沿.

推进健康山东行动.建好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强化 “三医联动”,完善分级诊

疗制度,加强基层卫生和疾控能力建设,

提升县域医共体医疗服务水平.深化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建立药品、医用耗材、医

疗服务价格监测和政策动态调整机制,落

实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制度,减

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实施 “品质鲁

药”建设工程,健全药品、疫苗监管追溯

体系,全面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深入实

施母婴安全行动计划、健康儿童行动计

划,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改造提升

特困人员供养机构和新建街道综合性养老

服务机构、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农村幸福院６００处,不断织密 “一老

一小”健康保障网.办好博鳌亚洲论坛全

球健康论坛大会、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

会,抓好２０２０年奥运会、残奥会选拔备

战,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用全民健康

托起全面小康.

(八)聚力流程再造,培育优化 “少

高优强”营商环境.重点在深化 “放管

服”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两个方面狠下功

夫,推动服务理念、制度机制全方位深层

次变革.

深化 “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革.

全面减权放权授权.坚持 “应放尽放、减

无可减、放无可放”,在依法依规、充分

考虑基层承接能力前提下,除重大敏感事

项外,省级权力事项全面下放济青烟,逐

步扩展至其他１３市实施.深化 “扩权强

县”改革,推进审批权限扁平化.根据自

贸试验区、上合示范区、青岛西海岸新

区、国家级开发区等功能区用权需求,实

施精准定向赋权,做到 “区内事区内办”.

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加强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开展 “数聚赋能”行动,深化

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政务大厅 “一窗

受理”、民生服务 “一链办理”,面向企业

和群众分别再推出５０项主题式服务.优

化 “爱山东”APP服务,推动更多事项

网上办、掌上办,打造 “２４小时不打烊

政府”.强化公平公正监管.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深化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互联网＋监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

立 “非请勿扰”诚信管理机制.推动出台

«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山东省社会

信用条例»,开展优化法治环境专项行动,

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

们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让各类市场主

体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更加充沛,做到

“办事不求人、便捷又高效、结果可预

期”.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建立覆盖省市县

三级的企业跟踪服务平台和联动工作体

系,健全重点行业企业 “一对一”双向联

系服务机制,当好 “店小二”、提供 “保

姆式”服务,推动 “个转企、小升规、规

改股、股 上 市”,培 育 “小 升 规”企 业

４０００家.打好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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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推出首贷培植、无还本续贷、应急

转贷基金、应收账款融资服务、纾困基

金、银税互动等六项重点举措,探索建立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小

微金融组织体系、直接融资促进体系等四

大政策体系,与 “金安工程”风险防控协

同发力,疏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渠道.

坚决有力推进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确保年底前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

决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弘扬企业家精

神,尊重、激励、保护、服务、关爱、培

养企业家,引导企业坚守实业、做强主

业,打造 “百年老店”.

今年是 “十四五”规划谋划之年,我

们要加强事关全局的前瞻性、战略性问题

研究,论证提出一批重大事项、重大工

程、重大项目,精心编制 “十四五”规划

纲要,努力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节点谋好

篇、布好局.

各位代表! 山东是驻军大省、兵员大

省、拥军大省,我们要深入开展全民国防

教育,支持国防和军队深化改革,推动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体系,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

结,让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

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永葆长青!

各位代表!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我

们一定强化宗旨意识,忠诚履职尽责,全

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人

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我们要扎实推进政

治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持之以恒学懂

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

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

课题,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把

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和落实到政府工作各领

域各方面,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确保中央大政方针不折不扣落地见

效.我们要扎实推进法治建设.坚持法定

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执行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自觉接受省

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自觉接受人民

政协民主监督,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群众

监督.深化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强化

制度意识,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

权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

作、破解难题.我们要扎实推进效能建

设.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着力推进

政府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提高专业

素养、专业能力,完善担当作为激励机

制,持续为基层松绑减压,让基层干部把

更多精力用在狠抓落实、为民服务上.各

级政府要带头过 “紧日子”,严控行政开

支,一般性支出再压减１０％以上,一律

不再新增一般公务用车,除危房改造外一

律不再新建、改扩建办公用房,重点支持

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我们

要扎实推进廉政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政治责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本领,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

整治民生领域的 “微腐败”、放纵包庇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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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势力的 “保护伞”、妨碍惠民政策落实

的 “绊脚石”,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

态势,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

气.人民政府植根人民、服务人民, “人

民”二字重于泰山,我们一定牢记初心使

命,让清正廉洁成为每一名政府工作人员

的行为自觉,让勤政为民成为每一级人民

政府的永恒本色.

各位代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年我们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

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壮举.让我

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意 识”、坚 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全面落

实省委部署要求,苦干实干加油干,合心

合力强山东,坚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伟大胜利,全面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

设新局面!

关于山东省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０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在山东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东省财政厅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全省２０１９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年预算草案提请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请省政协

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

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

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执行省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及其常委会决议,紧紧围

绕 “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目标定位,牢

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践行新

发展理念,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实

施八大发展战略,全力以赴抓贯彻、抓执

行、抓推进、抓见效,全省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各级全面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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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运行总体平稳,较好地完成了各级

人大批准的预算任务.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１１８２７８８亿元,其中:当年收入６５２６６４

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３％,比上年增长

０６％,剔除减税降费等因素后可比增长

１３６％;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

２９６６８２亿元,新增一般债券收入２２７５１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１７０８亿

元,调入资金等１１８４２９亿元,上年结转

收入４０５５４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

支出 １１４２３４４ 亿 元,其 中:当 年 支 出

１０７３６８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２４％,增

长６３％;上解中央支出等６８６６２亿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４０４４４亿元.

２０１９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４３０２８４亿元,其中:当年收入 ２３５５３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１７６％,比上年

下降０３％;上年结转收入８４８７亿元,

转移支付收入２２９０８６亿元,新增一般债

券收入１４７５１亿元,税收返还及市县上

解等收入１５４４０７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

算总支出４２５０９５亿元,其中:省本级支

出１０７３０５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３％,

增长１８１％;省对下税收返还、转移支

付及新增一般债券转贷市县支出２８７５７８

亿元,上解中央支出２１９７８亿元,补充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８２３４亿元.收支相

抵,结转下年支出５１８９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 省 政 府 性 基 金 总 收 入

８９５２１６亿元,其中:当年收入６７４２７１

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３３％,比上年增长

１２４％;中央转移支付收入５９９５亿元,

新增专项债券收入１６３５亿元,上年结转

收入及调入资金等５１４５亿元.全省政府

性基金总支出８３４１９９亿元,其中:当年

支 出 ７５２７４３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０４３％,增长１２２％;调出资金及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８１４５６亿元.收

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６１０１７亿元.

２０１９年,省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总 收 入

１５６５４５亿元,其中:当年收入８６６２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８８１％,比 上 年 增 长

２０２％;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及市县上解收

入等 ６２７１ 亿 元,新 增 专 项 债 券 收 入

１４０４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１２１２ 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１５５６０７亿元,其

中:当年支出１０７０４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２６％,增长５０５％;补助市县及调出

资金等１０８０７亿元,新增专项债券转贷

市县支出１３４０９６亿元.收支相抵,结转

下年支出９３８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

收入９０５３亿元,其中:当年收入７８８４

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３７８％,比上年增长

３７５％;中央转移支付收入１７６亿元,

上年结转收入９９３亿元.全省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总支出７９９７亿元,其中:当年

支出４５２９亿元,扣除中央转移支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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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补助减少等不可比因素后,完成预算的

９７８％,增 长 ２４６％;调 出 资 金 ３４６８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１０５６亿

元.

２０１９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

收入２３０１亿元,其中:当年收入１４０７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２８６％, 增 长

１６３％;中央转移支付和市县上解收入

３１２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５８２亿元.省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２１２９亿元,

其中:当年支出１３９７亿元,扣除中央转

移支付一次性补助减少等不可比因素后,

完成预算的９３２％,增长９２１％;调出

资金和补助市县支出７３２亿元.收支相

抵,结转下年支出１７２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收 入

５２３７７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２３％,比

上年增长４７％.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５２３２６６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１２％,增

长１７４％.年末滚存结余５０６０６亿元.

２０１９年,省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收 入

２４２５７８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２６％,比

上年增长８３％.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２６６３８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７％,增

长２４１％.年末滚存结余２２１３７４亿元.

以上四本预算收支科目增减变化情

况,详见 «山东省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０年预算草案».

(五)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落

实情况

１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

策部署,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确

保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实打实、硬碰硬,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一方面,严格落实

“规定动作”.深化增值税改革,自４月１

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１６％的税率降至

１３％,将 交 通 运 输 业、建 筑 业 等 行 业

１０％的税率降至９％,并扩大进项税抵扣

范围、完善抵扣链条,建立起常态化增量

留抵税额退税制度,大幅减轻了企业负

担,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受益最为明显.实

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费减免,大幅放宽可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

准.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

制,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优化调整税

率结构,落实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居

民税收负担.另一方面,顶格推出 “自选

动作”.深挖减税潜力,在权限范围内自

行出台了降低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 (高新

技术企业按调整后税额标准的 ５０％ 执

行)、下调６类合同核定征收印花税征收

比例、减半征收四类货运车辆车船税税额

标准三项政策,并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降至１６％.在各级共同努力下,预计

全年实现新增减税降费超过１５００亿元.

在为企业减负的同时,改善了市场预期、

增强了企业信心,全省新旧动能转换、经

济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发展动力显著

增强.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２１６８万户,

增长２９％;企业投资积极性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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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个人所得税改革

成效显著,全省１６００余万人受益,居民

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

２加强财税管理,积极化解收支矛

盾.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实施大规模减税

降费等因素带来的财政减收压力,各级多

措并举保障财政平稳运行.多方开源 “统

筹一块”.全口径、一体化编制 “四本预

算”和政府债务计划并加大预算统筹力

度,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

预算的比例达到２５％,年终超收全部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扩大存量资金

回收范围,将存量资金收回财政的期限由

结转超过２年改为１年,并组织开展存量

资金集中清理,切实减少资金沉淀.抓好

税收 “保障一块”.进一步完善税收保障

机制,积极推动涉税信息互联互通,组织

开展 “有奖发票”活动,全面提升税源管

控和税收征管水平,确保依法依规、应收

尽收.压减支出 “腾挪一块”.省直部门

日常公用经费一律压减１０％,业务类项

目在年初预算压减８％的基础上再压减

２％,对 “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

实行总额控制,腾出资金用于保障重点项

目和民生等支出.用好债券 “弥补一块”.

全省共发行政府债券２６７３８９亿元,其中

发行新增债券１８６２５１亿元,比财政部规

定时限提前一个月完成发行任务,并首次

发行２０年和３０年长期债券１９７亿元.

３创新财政政策措施,全力支持实

施八大发展战略.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目

标,用活用好财政政策工具,支持八大发

展战略顺利实施.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各

级财政多渠道投入１６０５亿元,保障新旧

动能转换 “１＋５”财政政策体系落实落

地.省级科技资金规模达到１２０亿元,是

上年的３７５倍,集中用于新旧动能转换

的重点领域.建立完善与新旧动能转换成

效挂钩的财税利益分配、生态文明建设财

政奖补、财政涉企资金分配 “绿色门槛”

等制度,激发了各方面加快动能转换积极

性.聚焦乡村振兴,加大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力度,省级整合落实４０７亿元乡村振兴

重大专项资金,带动市县统筹整合资金

３７８亿元,集中用于乡村 “五大振兴”的

关键环节,支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出台财政奖补政策,引导工商资本助力乡

村振兴.发挥农业信贷担保作用,累计担

保额达到５４４亿元、担保项目２０５万

个.聚焦海洋强省建设,统筹整合中央和

省级财政资金７１８亿元,集中投向海洋

强省建设 “十大行动”重点领域,积极推

动海洋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大力支持发展

现代海洋产业,推动打造中高端海洋战略

性产业体系.支持港口重组整合,全省港

口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聚焦军民融合发

展,印发支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若干财

政政策实施意见,细化提出２２条财政政

策措施,推动军民融合产业加快发展.聚

焦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省级落实资金７

亿元,大力扶持跨境电商、海外公共仓等

外贸新业态,支持企业积极参与 “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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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支持成功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

青岛峰会、国际友城大会等系列重大活

动,推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聚焦脱贫

攻坚,全省财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７２７８

亿元,着力支持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向 “４个２”重点区域、黄河

滩区、４８个革命老区县精准投放,滩区

居民防洪安全和安居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聚焦污染防治,全省实现节能环保支出

３０６４４亿元,支持打好 “蓝天保卫战”

等八场标志性战役,深入推进 “四减四

增”三年行动计划,支持推进泰山区域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清洁取暖

改造、黑臭水体治理等重点任务,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环境有效改善.聚焦防控地方

债务风险,制定出台隐性债务风险防控三

级响应预案和置换融资平台存量隐性债务

实施意见,建立 “红橙黄绿”风险等级评

定制度,多渠道压减消化隐性债务.２０１９

年,全省隐性债务规模与综合债务率 “双

下降”,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４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高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将

民生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选项,２０１９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

占比达到 ７９％.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省实现教育支出２１５５６１亿元,增长

７４％,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

２０１％,支持提升教育均衡发展水平.各

级财政共支持新建及改扩建幼儿园５５３７

所,中小学５６人以上大班额比例下降至

５９８％.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实现卫生健

康支出９１１７亿元,连续第七年提高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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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每人每年不低于

４９０元提高到５２０元,降低并统一了全省

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提高贫困人口大病

保险报销比例并取消封顶线.完善社会保

障和就业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１４４３２８亿元,增长１５１％,整合

提高了困难老年人补贴和特殊困难群众保

障政策标准,月人均增加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１５８元,设立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和困

难帮扶基金,发放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和培

训补贴,支持落实稳就业政策措施.满足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支出１８９８２亿元,增长２３６％,

支持打造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支持文艺精

品创作巡演和政府购买文化惠民演出服

务,继续推进文体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改善群

众居住条件,筹集资金５６４６４亿元,支

持改造棚户区２２４万户、老旧小区２０６

万户、农村危房４４万户,加快构建 “住

有所居、居有所安”的财政保障体系.推

动济南市成功入选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

市场发展首批试点城市,三年补助２４亿

元.关爱基层工作人员,出台加快推进镇

街机关 “五小”建设、保障基层工作人员

加班值班用餐的意见,推动落实县乡工作

人员工资和津贴补贴待遇,进一步改善基

层干部职工工作生活条件.积极应对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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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马”超强台风灾情,多方筹集财政资金

２４亿元,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建设

等工作.此外,积极做好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扫黑除恶、食品安全等经费保障工

作,切实增进群众福祉.

５扎实推进财税改革,着力创新财

政体制机制.深入开展预算管理改革.实

行 “抓两头、放中间”,聚焦预算编制和

绩效管理,压实主管部门预算执行主体责

任.将省级专项资金由９３项整合压减为

３９项,逐项重新制定管理办法,并实行

“大专项＋任务清单”模式,资金合力进

一步增强.全面加强省级预算项目库管

理,出台文化场馆运行维护、政务系统运

行维护、重点展会布展等省级重点支出标

准,并启动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系统建

设,现代预算制度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大

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省以下

财政收入划分,使新增财力在级次之间、

地区之间合理配置,推出教育、科技、医

疗卫生等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办法,将１７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列

入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将省财政直管

县范围由２０个县 (市)调整扩大到４１

个,加快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

均衡的省与市县财政分配关系.在省市财

政的大力帮扶下,４１个直管县人均支出

水平达到５０１８元,增长６７％,高于全

省县级平均增幅４８个百分点,财政困难

状况得到缓解.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出台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及部门预算、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

理２个配套办法,建立健全涵盖事前绩效

评估、结果应用等各环节的管理制度和实

施细则,形成 “１＋２＋N”的预算绩效管

理制度框架.选择８个省级部门、８个

市、８个县开展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试点,

加大绩效评价力度,２０１９年省级重点绩

效评价项目资金规模达到６１３４５亿元,

比上年增长５２２％.扎实推进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改革.研究制定 «完善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和省级实施方案,

推动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扎实开

展国有金融资本产权登记,建立国有金融

企业财务季报制度,推动国有金融资本做

大做强.深化财政投融资改革.出台２０

条政策措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加快投

资运作,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全省共设立

政府投资基金４７６只,认缴规模６７３１亿

元,基金投资１７８１亿元.规范推动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２０１９年,全省

实 现 PPP 投 资 额 ５５８３ 亿 元, 增 长

１３５％,管理库项目数、签约落地项目

数、已开工建设项目数等继续领跑全国.

成立省投融资担保集团,组建纾困基金,

设立应急转贷基金,加大政府采购合同融

资力度,支持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完善基层 “三保”兜底保障机制.省财政

安排对下转移支付２５０５６８亿元,同比增

加３０２９６亿元,增强基层 “保工资、保

运转、保基本民生”能力.建立与基层财

力相匹配的民生支出分担机制,减轻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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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民生支出压力.建立县级 “三保”实时

监控、风险防范机制,强化县级工资专户

管理,有效防范资金支付风险.加快推进

财政管理流程再造.对标先进省市,对财

政预算管理、政府采购监管、非税收入收

缴管理等实施流程再造,解决了一批制约

财政改革发展的堵点痛点问题.继２０１８

年推出３１项放权措施后,再推３３项实招

加码 “放管服”改革,财政服务效能进一

步提升.

各位代表,２０１９年全省财政运行状

况总体较好,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容

忽视.突出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减税

降费政策性减收因素叠加,财政持续增收

面临较大制约;基层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部分地区 “三保”压力较大;各级政府面

临集中偿债压力,部分区县债务风险居高

不下;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不够到位,

在事前绩效评估、部门整体绩效管理、绩

效指标标准建设方面与先进省市还有差

距;一些单位对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重

视程度不够、内控机制不健全,影响了资

产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会计基础工作比

较薄弱,财政财务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

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

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０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０年财政收支形势

总的看,我省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

总体判断没有变,经济总体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变,支撑我省发展的积极因素加快集

聚,将为财政增收奠定较好基础.但受各

方面减收增支因素叠加影响,２０２０年财

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收入方面,制约财

政增收的因素依然较多.主要是全球经济

整体下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我省

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产业布局

正深刻变化,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我省动

能转换仍处于阵痛期、胶着期,土地、能

源消耗、环境容量等要素制约长期存在,

这些都会影响税收的增长.今年继续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也将对财政增收带来持续

影响.支出方面,刚性增支 压 力 不 减.

２０２０年国家将进一步提高部分民生政策

标准,我省深入实施八大发展战略以及保

障教育、养老、就业等重点民生需求,方

方面面都需要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另外,

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弥补社保基金收支缺

口等,相关刚性支出大幅增长,各级预算

平衡难度很大.

(二)２０２０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２０２０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

重要指示要求,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全力支持

八大发展战略和 “六稳”工作,推动高质

量发展,统筹支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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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大力提质

增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结构

调整,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坚持政

府过 “紧日子”,强化财政资金统筹,着

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基层 “保工

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底线;用足用

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范地方政府举债

融资行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创新财政投入方

式,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

设提供有力保障.

贯彻落实上述指导思想,预算编制中

着重把握了以下原则:一是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思想,坚

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压缩一般性支

出,大力压减非重点、非急需、非刚性项

目支出,集中资金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二是深入推进全口径

预算一体化编制.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

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以及新增政府债券、中央补

助资金全部编入预算盘子,加强政策和资

金衔接,增强统筹调控能力.三是全面实

行零基预算管理.坚持以收定支、量财办

事,打破 “基数＋增长”的预算编制方

式,对存量基数全部 “清零”,严格依据

政策排项目、定资金,依据不充分以及非

刚性、不急需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四是

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领域支出.优化支出结

构,创新支持方式,突出保障重点,切实

加大对基层 “三保”、农业、教育、科技

等领域投入力度.为化解收支矛盾,省级

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１坚持过 “紧日子”,压 “一般开

支”保 “重点项目”.坚决压缩一般性支

出,对日常公用支出、一般业务经费和发

展类项目一律压减１０％,对绩效评价结

果为优良等次以下的项目压减２０％,对

投向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资金 (不含政策性

支出)压减３０％,同时不再安排一般公

务用车购置经费,除危房外不再安排办公

用房维修改造支出.

２加大清理力度,清 “到期项目”

保 “新增支出”.逐条逐项梳理各类预算

项目,到期的一律清理收回,全部调整用

于落实硬性刚性增支政策.

３深挖单位潜力,盘 “存量资金”

保 “增量投入”.对单位各类存量资金进

行全面核查,并加大事业基金消化力度,

与财政资金统筹安排,用于保障重点项目

支出.

４ 用 足 债 券 政 策,引 “远 水” 解

“近渴”.在继续充分用好一般债券的基础

上,紧紧抓住中央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

的有利契机,积极通过专项债券支持铁

路、机场、重点水利工程等建设.

５ 优 化 年 度 安 排,以 “时 间” 换

“空间”.对需要履行审批立项程序、实施

(建设)周期长、跨年度安排的基建、研

发等项目,以及预算执行慢、结转大的项

目,通过压茬安排、预采购等方式延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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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年度安排,从源头防止 “一边急需资

金、另一边钱等项目”问题发生.

６ 创 新 投 入 方 式,以 “四 两” 拨

“千斤”.在产业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大力推行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试

点,通过阶段性持股、适时退出、循环使

用,放大资金使用效果.在财力性转移支

付分配领域,坚持保障与激励并重,建立

激励性转移支付制度,树立 “谁发展质量

高、谁得奖励多”的激励导向,充分调动财

政困难县乡加快发展、培植财源的积极性.

(三)２０２０年全省预算安排意见

１一般公共预算.２０２０年,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６５９１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以上,剔除减税降费翘尾等因

素,可比口径增长８％以上;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安排１０８９７亿元 (含中央补助安排

的支出),增长１５％.按现行财政体制

计算,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

以及 上 解 中 央 支 出 等 因 素 后,总 收 入

１１３１９５８亿元,总支出１１０９０７９亿元,

结转下年支出２２８７９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２０２０年,全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６１００３亿元,

比上年下降９５％.当年收入,加上新增

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转及中央转移支付

收入等因素后,总收入８４０５２８亿元.全

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８２３９６１亿

元,结转下年支出１６５６７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２０２０年,全

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６４７２亿

元,比上年下降１７９％.当年收入,加

上年结转及中央转移支付收入等因素后,

总收入８０２９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安排７９１８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１１１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２０２０年,全

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５３７５４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６％.全省社会保险基

金预 算 支 出 安 排 ５６８９２９ 亿 元,增 长

８７％.年末滚存结余４７４６７８亿元.

以上收支计划是预期性的,待各级预

算经同级人大批准后,我们将及时汇总,

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四)２０２０年省级预算安排意见

收入安排意见:２０２０年省级全口径

预算总收入安排６２９３８４亿元.具体安排

意见如下:

１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３４亿

元,比上年预算减少３０４亿元.其中:

税收收入１２０３５亿元,减少１４１５亿元,

主要是受经济下行和减税翘尾等因素影

响;非税收入７３０５亿元,减少１６２５亿

元,主要是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减少,并重

点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土

地有偿使用费减少.

２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８７８

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４５亿元.主要是

受中央停止部分彩票品种销售因素影响,

彩票公益金减收较多.

３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３０２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１２０７亿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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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２０２０年将省属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提高

１０个百分点.

４ 省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８８２８１亿元 (剔除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

金省级统收统支因素),比上年预算增加

１５５４５亿元.主要是２０２０年中央调剂金

比例由３５％提高到４％,中央调剂补助

地方的资金相应增加.

５ 中 央 税 收 返 还 和 转 移 支 付 补 助

２６７２６５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８８３３亿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２６１２４６亿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５５１９亿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５亿元.

６市县上解、上年结转及收回各类

存量资金等８７１６７亿元,比上年预算增

加 ６４８ 亿 元. 其 中: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８５８６４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１１３１亿

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１７２亿元.

７地方政府新增债券１５５１５１亿元,

比上年预算增加４４８２４亿元,与上年实

际执行数持平.其中:一般债券１４７５１

亿元,专项债券１４０４亿元.

支出安排意见:按照以收定支、收支

平衡的原则,２０２０年省级全口径预算总

支出安排６２９３８４亿元.其中:部门正常

运转支出安排２３２３９亿元,对市县体制

性返还和上解中央支出等６２１７１亿元,

转贷市县专项债券１２４８亿元,省本级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８８２８１亿元,重点项目

支出３３０８９３亿元.重点项目支出主要包

括:

１ 安排乡村振兴资金６５５８５亿元.

继续整合安排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着

力加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脱贫攻坚等方

面投入,带动市县涉农资金整合,集中财

力支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面落实

各项涉农补贴,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

策,开展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

扩大生猪目标价格保险补贴范围,保障主

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２ 安排科技创新和人才资金１３６５１

亿元.围绕全省科技创新总体布局,重点

推动实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完善

科技创新平台财政支持机制,支持重大研

究、重大装置、重大平台建设,着力打造

科技创新引擎.全面落实各项招才引智政

策,支持实施泰山学者、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和 “一事一议”引进顶尖人才等重大人

才战略工程,推动 “人才兴鲁”,打造人

才强省.

３ 安排产业发展资金１０７９６亿元.

大力推动５G 技术应用,加快 “数字山

东”建设,支持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

兴产业.加大对重点企业技术改造支持力

度,推动重点高耗能行业结构调整,促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落实财政支持新旧动

能转换 “１＋５”系列政策,以及开发区体

制创新、招商引资、欧亚班列综合奖补等

政策,推进质量强省建设,增强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能力,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４安排生态环境建设资金９９８７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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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政策,支

持打好污染防治八场标志性战役,完善重

点领域补偿机制,加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力度,实施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加强采煤塌陷地和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促进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５ 安排教育发展资金４１５９９亿元.

实施 “基础拨款＋绩效拨款＋竞争性项目

拨款”的高校预算拨款制度,加大对重点

建设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专业、重点实

验室的支持力度.加大学前教育奖补力

度,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支持义

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基本消

除城镇普通中小学５６人以上大班额.

６ 安 排 社 会 保 障 和 文 化 旅 游 资 金

７６２９１亿元.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

及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政策,提高计划

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支持实施稳就

业政策,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制

度,筑牢社会保障 “托底”防线.支持

“好客山东”品牌推广,加强公共文化建

设,促进文化、精品旅游、体育事业发

展.

７安排基础设施建设资金４８６９５亿

元.把各项稳投资措施落到实处,重点推

动高速铁路和机场建设,支持实施普通国

省道建设养护,打造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加强住房保障和城镇化建设,支持棚户

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改善群众居住条

件.

８安排公共安全保障资金 ６０５ 亿

元.支持消防、应急救援装备能力建设和

安全生产,增强政法基础保障能力,扎实

推进平安山东建设,促进社会安定有序.

９ 安 排 对 下 财 力 性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５１９３２亿元.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实施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加大对革

命老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

度,推动财政困难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

展,支持基层兜牢 “三保”底线.

１０安排预备费１５亿元.

以上预算安排情况,按现行预算管理

规定,分别编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详见 «山东省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２０２０年预算草案».根据预算法第

五十四条规定,在本草案经本次大会审议

批准前,截至１月１５日,省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３２４１亿元,主要是参照上年同

期预算支出数额拨付的本年度省级部门基

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三、确保完成预算任务的工作措施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十三五”规划目标和我省新旧动能转换

初见成效的决战决胜之年.财政部门将坚

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

一步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推动各项政策

措施落实落地,确保圆满完成预算任务.

(一)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

力提质增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紧盯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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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战略,强化财政政策集成整合,加

大支持保障力度.优化财政体制导向,将

财政分配与结构调整、动能转换、高质量

发展成效挂钩,形成 “谁发展快、发展

好,谁得实惠”的利益分配导向,引导各

方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创新财政资

金投入方式,灵活运用政府引导基金、

PPP、贷款贴息、风险补偿、股权投资等

方式,吸引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不

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二)全面保障改善民生.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统筹城乡的民

生保障制度体系,推进２０项重点民生实

事落实,集中财力支持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切实增强困难地

区和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的能力.创新公

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

事业,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

强化民生资金监管,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

老百姓身上.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

行,使民生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和财

力状况相适应,确保民生保障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三)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深化

预算管理改革,强化各类政府预算统筹衔

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和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积

极推进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拓展预决

算公开的广度、深度、精度,着力建设标

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

度.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分领域

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

善转移支付制度,调动基层发展积极性.

深化税费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地方税收立

法.深化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改革,加

强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深化财政

工作流程再造,进一步精简流程、提升效

能.

(四)落实落细财政管理措施.完善

财源保障机制,充分运用财政大数据应用

平台,强化综合治税管费.加强行政事业

国有资产管理,大力推进资产统筹运营和

共享共用,提高资产配置使用效率.注重

依法理财,加强财政监督检查,管住管严

扶贫、低保等民生资金,严肃查处挤占挪

用和损失浪费财政资金行为.加大预算绩

效运行监控力度,积极推进地方政府财政

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扩大省直部门整体绩

效管理试点,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加快构

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

各位代表,今年全省财政改革发展任

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

议,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扎实

做好各项工作,为全面开创新时代现代化

强省建设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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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PR－２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对 “亩产效益”评价企业试行

差别化价格政策的通知
鲁发改价格 〔２０２０〕５１号

各市发展改革委,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为进一步促进我省新旧动能转换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根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开展 “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的指导

意见» (鲁政字 〔２０１９〕２３５号)、 «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

价格机制的意见» (发改价格规 〔２０１８〕

９４３号)等文件规定,决定对 “亩产效

益”评价企业试行差别化价格政策.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差别化用电价格政策

对 “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列入 D 类

(限制发展类,下同)企业用电,实行年

度递增加价政策.即:第一年列入 D 类

的,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元 (含

税,含市场化交易电量,下同);连续两

年列入 D 类的,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

０１元;连续三年及以上列入 D类的,用

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０１５元.

企业同时执行淘汰类、限制类差别电

价,惩罚性电价或阶梯电价的,按最高加

价标准政策执行,不再重复加价.

二、差别化用水价格政策

D类企业执行差别化用水价格政策,

具体加价标准、执行程序,由有价格管理

权限的市、县 (市、区,下同)发展改革

部门制定.

三、差别化用气价格政策

各地应充分论证辖区执行差别化用气

价格政策外部基础 (如全县统一燃气销售

公司等).具备执行条件的,D 类企业可

执行差别化用气价格政策,具体加价标

准、执行程序,由有价格管理权限的市、

县发展改革部门制定.

四、其他事项

(一)基于 “亩产效益”评价的差别

化用电、用水、用气价格政策,各地可对

D类企业执行其中一种或多种,以倒逼企

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差别化电价政策以年度为周期

执行,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要根据当地政

府有关部门公布的企业评价结果,自次月

抄见电量起收取加价电费,并及时上缴财

政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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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发展改革委将根据政策执行

效果,适时调整差别化电价加价标准.各

县 (市、区)可结合当地评价改革需要,

提出进一步提高差别化电价加价标准建

议,报省发展改革委批复后执行.政策执

行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请及时报告.

本通知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起试行,

有效期至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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