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27977 万元

■一般公共服务87745万元

■公共安全72199万元

■教育223743万元

■科学技术24293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12557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91781万元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57893万元

■农林水事务85612万元

■交通运输139189万元

■住房保障15944万元

■城乡社区42276万元

■节能环保35396万元

■其他 39349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结构

如何保障钱花到实处？“加减乘除”算好经济账

农林水事务支出 123423 万元
（包括政府性基金支出37811万元）

事例分解：位于桐浦镇辖域的云峰

山上东寺前村，春节期间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观光游玩。从 2014 年起，该村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充分利用生态资

源做好乡村旅游文章，让美丽环境变成

“摇钱树”。修建古栈道、搞农家乐⋯⋯

现如今，东寺前村已成为瑞安、瓯海等地

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之一，带动了村居

发展。

资金详解：市财政投入资金 30000

万元，有力保障全市污水处理厂及主管

网、截污纳管工程，凤山水厂和集镇四

大水厂工程等项目建设。落实飞云江

治理一期、天井垟综合治理等水利项目

建设资金 38637 万元、“农业两区”建设

资 金 3200 万 元 ，提 高 农 业 发 展 水 平 。

拨付“美丽乡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

资金 2650 万元，改善农村环境和生活

条件。落实扶贫、农村公益事业“一事

一议”项目资金 6591 万元，促进农村社

会事业发展。

去年，我市的财政“蛋糕”不

但做大做优，而且在分“蛋糕”时

也更侧重重点，做到有的放矢。

那么，我市是如何保障钱花到实

处的呢？

“我们主要运用好‘加减乘

除’四算法则，做好财政这块‘蛋

糕’，确保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财政部门相关人士说。

“加”，就是增收，保障收支

平稳运行。着力克服财政“紧平

衡”压力，抓收入、盘存量、控开

支，确保收支稳健运行。开展个

人出租房和规下企业、个体工商

户税收社会化征管试点，强化司

法处置企业不动产涉税协作、土

地增值税清算、欠税清缴管理等

征管措施，实现精细管理、堵漏

增收。推进非税电子化收缴，交

通罚没款等 13 项收费纳入统一

公共支付平台，有效提升非税管

理水平。加大结余结转资金清

理力度，共清理收回资金 14.85

亿 元 ，统 筹 用 于 急 需 资 金 的 项

目。开展国资盘活专项行动，共

盘活闲置资产 11.76亿元。

“减”，就是减轻企业负担，涵

养税源。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及“三去一降一补”，通过落实“营

改增”结构性减税、普遍性降费等

政策，共为全市企业减负 13 亿

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建立“僵尸企业”涉税处置机制，

创新性解决一些企业的“拍卖难”

问 题 ，实 现 政 府、企 业、银 行 三

赢。密切关注企业融资难，继续

运用应急转贷专项资金为企业累

计垫付 36.7 亿元，通过“银税互

动”助力信用小微企业融资 4769

万元，帮助化解“两链”风险，促进

实体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加快政

府产业基金实质性运作，出台投

资（基金）类企业财税扶持政策，

与杭商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签订母基金委托管理协议，与北

京思致公司合作设立 10 亿元的

子基金，实现浙江马太新能源汽

车项目落地。

“乘”，就是强化监管，提高

乘数效益。推进财政专项资金

管理“清单制”改革，试运行专项

资金项目库，资金绩效管理得到

有效加强。推进公款竞争性存

放，市级财政及预算单位共 65.7

亿公款实行公开招投标，乡镇、

街道银行存款全面实行协定利

率管理。出台新一轮财政财务

管理体制，新体制结算资金比原

体制增长 44%，基层财力显著增

强。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向上

争取置换债券 22.06 亿元，我市

存量债务基本置换为政府债券，

平 均 年 利 率 从 8% 左 右 降 至

3.25%，政府综合债务率远低于

警戒线。加强“五算”审核，共审

核 PPP 等项目 551 个，送审金额

35.72 亿元，核减 2.72 亿元。加

强政府采购监管，共组织政府采

购 28.18 亿 元 ，节 约 资 金 6.4 亿

元。推进财政信息公开，率温州

之先实现市级部门、乡镇、街道

预算信息公开全覆盖，广泛接受

社会监督。

“除”，就是简化办事流程，

除去办事烦恼。去年，财税部门

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满意度，针对

企业反映政策不熟问题，在微信

平台推出财税政策等“电子书”，

关注人数达 8000 多人；建立局班

子成员联系乡镇（镇街）制度，确

定 18 名优秀干部外派交流，提升

服务水平和财税形象；开展满意

度 调 查 工 作 ，走 访 联 系 纳 税 人

4139 家，回访面达到 50%，化解

企业难题，拉近税企关系；以创

建国地税合作省示范区为契机，

在六个分局和两个政务中心增

设 10 个窗口，配置 36 台专用设

备合作业务，实现纳税人“进一

家门、办两家事”。

■记者 黄国夫 通讯员 刘彪/文 陈立波/图

（注解：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

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两部分，

其中，非税收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

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等。）

税收收入530830万元

增长 6.62%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9.90%

非税收入 59651万元

增长 10.53%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10%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0481 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结构

（注解：一般公共预算是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15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6 年

590481 万元

927977 万元

551815万元

734009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

编者按：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财政收支数据是解读一座

城市的经济密码。昨日，在我市“两会”上，每位代表的手中都

拎着资料袋，装有各类文件，其中包括了《关于瑞安市2016年预

算执行情况及201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和《财政预算读本》。

那么，去年我市的财政收入如何，钱又花在哪些地方了？

2017年又有怎样的预算？为了大家更好地了解有关情况，为

此，我们根据《财政预算报告》和《读本》内容，为大家进行了梳

理，制作了一份“图解”报告，轻松助读。

钱花哪儿去了？
71.3%用于民生支出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翻开 2016 年瑞安“账本”，

全市财政运行总体平稳、财政蛋糕不断做大、收支结构持续优

化，经济社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去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05 亿 元 ，增 长 7.01%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92.80 亿 元 ，增 长

26.43%。秉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理念，在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支出依然占有重要的比例，比重达 71.3%，

已连续多年超 70%。

钱花的效果如何？身边变化无处不在

事例分解：去年 12 月 15 日，历经 5 年建设的

飞云江五桥正式通车。飞云江五桥接线工程的起

点为瑞安火车站前的江南大道，向北延伸交新老

56 省道，跨飞云江后，终点接北岸在市区西首江

北水厂处接瑞枫公路，并与规划中的滨江大道西

延伸段连接。该桥的开通，飞云江主桥与飞云江

三桥的车流得到了分流，从而极大地缓解飞云江

两岸的交通通行压力。

资金详解：筹措落实交通道路、市政道路等建

设资金 260489 万元，保障飞云江五桥建成通车，

温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南线、甬台温高速复线瑞安

段、飞云江六桥等项目加快推进。投入围垦造地建

设资金28400万元，推进丁山二期、三期项目建设。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

划的重要一年，是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2017 年，

我市将力争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到达 627545 万元，同比增长

7%；拟安排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881018万元，下降5.1%。

“今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有

所减少，为此在花钱的项目上我们

更加谨慎细致，持续关注民生和提

升产业发展，依旧是我们的重点。”

财政部门相关人士介绍。

按照我市“加快融合发展、打

造至美瑞安”的发展理念，今年，我

市将着力推进产业创新融合。多

渠道筹措资金支持产业平台建设，

推进东新产城融合示范带建设，保

障丁山三期围涂、瓯飞一期围垦工

程和土地整治项目，努力缓解产业

发展要素制约。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安排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1.1 亿

元，支持现代服务业、旅游业发展，

鼓励外贸出口、质量强市和企业挂

牌上市。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安排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人才等经

费 1.14 亿元，促进先进制造业发

展。继续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安排产业发展基金 1.9 亿元、人力

资源产业园和侨贸小镇建设资金

2000万元，促进新兴经济发展。

教育在支出预算中依然占有

重要的比例。2017 年全市共安

排教育支出 22.61 亿元，切实促进

教育事业发展。中小学生生均公

用经费定额分别提高 100 元、70

元，分别达到 1250 元、1000 元，

分别高于省级水平 400 元、350

元。继续落实义务教育“两免一

补”和国家助学政策补助 5170 万

元，支持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市建设。加大教育基础设施

投 入 ，安 排 教 育 建 设 项 目 支 出

2.36 亿元，并利用 PPP 模式引导

社会资源参与教育事业发展，着

力支持瑞安四中扩建、温职院瑞

安学院、瑞祥实验学校、东新产城

高中等基建项目，继续推进现代

化和标准化学校建设。

在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方面，

强化基本医疗服务保障。安排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及疫苗经费7587

万元，强化基本医疗服务保障；安

排经费 1.03 亿元，支持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基层卫生院维修和市

人民医院瑞祥分院迁建工程等；

继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

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

制。继续强化社会保障能力建

设，健全优抚对象生活补助、就业

帮助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和困难群众临时救

助制度，继续实施困境儿童、农村

五保老人集中供养、困难和重度

残疾人补助制度，大力支持社会

福利院、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

安排保障房建设资金 9000 万元，

推进安居工程建设。

此外，我市将加大各类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大力支持“大拆大整”、“三改一

拆”工作，实施城中村改造和低效

用地开发，加快城市转型。全力

保障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

进轻轨、高速、国道等建设，支持

市区高速出口改建工程，努力缓

解城乡交通压力。持续推进农业

发展，重点支持土地整治、生态公

益林及水利工程建设。助推生态

文明建设，安排城市和农村污水

处理建设经费 3.11 亿元，支持城

镇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建设、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和江南、江北

污水处理厂改造提升。继续推进

环境优化治理，支持飞云江、温瑞

塘河、中塘河、天井垟综合治理及

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着力打造宜居瑞安。

农贸市场更干净了、身边可健身的公园更多了、出行更方便了、河道更加清洁了

⋯⋯过去一年，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而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我市财

政对社会各类事业的大力投入，不少市民感慨：“每一分钱都用到了刀刃上。”

事例分解：新年刚过，在瑞安市第四高

级中学内，已是机械声隆隆，该学校的校园

扩建工程正在有序建设中。据了解，项目

总投资 7811 万元,总建筑面积 22000 平方

米，项目建设工期620天，主要包括教学综

合楼、合班教室、体育艺术中心等建筑。扩

建之后，瑞安市第四中学总的校园面积将

达到 57000 平方米，将可容纳 48 个班级

2160名学生。

资金详解：投入经费 24303 万元，用

于兑现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困难学生资

助等政策。落实校网调整及校舍改造维

修经费 11974 万元，重点保障瑞安四中、

站前小学、第三实验小学、第二外国语学

校等新建和改扩建项目。落实创建现代

化和标准化学校教学设备购置费 4389 万

元，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均衡化水平。加

大学前教育投入，学前教育经费达 11523

万元，促进公益性和普惠性学前教育发

展。落实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瑞安学院、职

业中专等建设资金 4858 万元，推进职业

教育发展。

教育支出 229251 万元
（包括政府性基金支出5508万元）

事例分解：去年 12 月份市人民医院

瑞祥分院投入使用，市民看病难现象得

到有效缓解。瑞祥分院总用地面积 10.5

公顷，一期建设项目总投资概算 7.99 亿

元，设置床位 1000 张，总建筑面积 8.2 万

平 方 米 ，门 诊 接 诊 能 力 为 每 日 2400 人

次。它定位为综合性院区，相当于主院

区有的功能它基本也能覆盖。因此，把

人民医院住院区的看病“长队”分流开

来。

资金详解：投入经费 11320 万元，支

持深化医改和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落实

医疗卫生机构修购经费 2880 万元、基本

公共卫生经费 3906 万元，推进医疗卫生

资源统筹配置，市人民医院瑞祥分院投入

使用。落实社会抚养费补助经费 3315 万

元、重大公共卫生经费 300 万元，促进我

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57893 万元

事例分解：新年刚过，在温州地区规模最大的

汽摩配企业——瑞立集团内已经机械声隆隆，车间

里，记者看到 1 名工人操作着多台机械手，完成着

浇注、清洗等工序。企业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在过

去，需五六名工人才能完成。据了解，近年来，瑞立

集团通过“机器换人”先后完成冲焊、注塑、压铸的

自动化改造，并逐步推进到装配和机加工环节，取

得效益、效率、效果的“三效”提升。其中，冲压环节

产能提升了几十倍。去年，这家企业投资 1 亿多

元，继续用于“机器换人”和产能升级。

资金详解：在科学技术方面，拨付技改专项补助

资金（含机器换人）6570万元，将技改最高补助比例从

22%提高至26%，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落实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6147万元，推进科技攻关和成果转

化；出台科技创新券、众创空间等多项财政奖补政策，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实质量强市、技术创新

及新产品奖励资金1916万元，鼓励企业提升产品竞争

力。在文化体育方面，加大市级文化运转经费投入，落

实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运行资金644万元；投入公

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资金1443万元，重点支持游泳

馆、综合文化站、文化礼堂、体育主题公园等建设；拨付

资金525万元，用于群众性的文化及体育活动。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支出 307882 万元

（包括政府性基金支出242124万元）

科学技术和文化体育
支出 38255 万元

（包括政府性基金支出1405万元）

今年钱将主要花在哪些方面？着重民生和产城融合发展

东寺前村东寺前村

瑞安市第四高级中学瑞安市第四高级中学

市人民医院瑞祥分院市人民医院瑞祥分院

飞云江五桥飞云江五桥

瑞立集团车间瑞立集团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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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别报道·聚焦点

增
7.01% 增

26.43%

2016年，纳税人的钱花哪去了？效果如何？2017年，钱又花向哪里？记者带你读懂去年我市财政账本

2016年我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