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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财政经济促建和谐社会——兰州市财政改革开放30年回顾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8月14日  兰州市财政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兰州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30年，是

全市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30年，也是全市财政体制深刻变革、财政经

济不断壮大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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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兰州市财政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瞩目成绩：财政

收入快速增长，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各项改革纵深推进，财政体制不断完善，财政支出管理逐步趋

于精细化和科学化，“公共财政”、“民生财政”框架逐步建立，有力地保障了全市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加快了和谐兰州建设步伐。 

一、财源建设在改革中不断壮大，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财政保障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兰州市财政按照

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强市富民”第一要务，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协调推进的同时，使财政收入突破长期低水平徘徊的发展局面，步入前

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轨道。 

（一）财源建设成效显著。一是注重政策导向，强化信息调度，不断加大争取外来财源力度，

财政保障能力切实增强。多年来，市财政不断加大向上争取资金的力度，仅2007年共争取中央、省

各类补助资金30.9亿元，其中各类转移支付补助14.43亿元，专项补助16.47亿元，并合理安排、及

时拨付，有力地支持了城乡发展、生态环境、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积极转变发展方式，

深入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工业财源不断发展壮大。积极筹措资金，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步

伐，重点支持兰州铝业26万吨电解铝、金川工业科技园二期等中央省属在兰企业加快发展，极大地

涵养和巩固了全市的主体税源。三是加强项目建设，新的经济和财源增长点在重点培育中发展壮

大。通过深入实施市委、市政府“发展抓项目”的战略，全面推进“3997”项目攻坚计划，市财政

在支出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 每年坚持安排项目前期费用1500万元， 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招商引

资为重点的项目引进工作，三年累计实施各类重大项目320项，规模建设产业基地10个，完成总投资

910多亿元。四是全力支持商贸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和非公经济发展，财源结构不断优化。 

（二）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兰州市的国民经济逐渐步入协调均

衡发展，财政收入呈现出稳定有序、逐步增长的良好势头。1978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43324万元，

1983年为43015万元，1988年达到72020万元，到1993年上升为147321万元，较1978年增长2.4倍，年



均增长48％。1990年全市财政总收入为9.21亿元，1995年增加到18.68亿元，五年翻了一番。在“九

五”期间，兰州市大力推行了“三保一挂”的预算管理责任制，现行分税制体制更加完善，到2000

年全市财政收入达到27.34亿元， 较1995年增长46％，五年期间财政总收入累计达到122.92亿元，

较“八五”时期增加51.43亿元，增长71.9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92％。2002年全市财政收入达

到21.06亿元，较1978年增长3.86倍。2003年，兰州市实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调整和完善了市对县

区规定收入、共享收入划分比例，进一步规范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理顺了市、县区之间的财政

分配关系，充分调动了各级财政的积极性。2007年全市财政收入达到46.33亿元，是1978年的10.76

倍，是1994年的5.25倍，是2003年的2.27倍。这些变化充分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兰州市的经济运

行质量大幅度提升，财政收入已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二、支出结构在改革中不断优化，公共财政建设步伐加快，财政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水

平快速提升 

（一） 优先保证人员和公用经费。一是保证工资正常发放。1999年以来，为了切实提高干部职

工的工资水平，中央几次出台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政策。兰州市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积极推行

工资统发制度，努力确保了干部职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同时随着中央转移支付支持力度的加大以

及全市财力情况的好转， 基层工资欠发的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二是保证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正常运

转。2007年全市人均公用经费为25269元，保证了政府部门各项职能的正常履行。三是基层财政对公

共服务保障能力明显提高。截至2007年底，全市所有县区均摘掉了财政赤字的帽子， 全市财政已由

保工资、保运转的“吃饭”财政正逐步向普惠民众的公共财政转变。 

（二）加大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兰州市财政每年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超过60亿

元，启动实施了一大批关系城市长远发展、提升城市形象与改善市民生活状况的大项目，城市开发

建设和环境治理取得重大突破，城市发展水平和综合服务功能大大提升。一是按照“东扩西展、南

伸北拓”的城市发展战略，2001年到2006年，共投入城市建设和维护资金27亿多元，加快安宁新城

区、榆中东城区和西固石化城骨架道路建设，城市路网结构全面优化，对外交通更加便捷通畅。二

是大力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净化工程，建成40公里黄河风情线等城市景观，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得到明显提升。三是对市政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建设。近年来主

要实施了投资近10亿元的兰州煤气厂及其配套管网等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工程，增强了城市服务功

能，解决了事关市民切身利益的供水、供气、供暖等突出问题。 

（三）加大对农村建设投入。一是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全面落实了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

合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和退耕还林等补贴资金，2003年到

2007年共拨付到位补贴资金25269万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全力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2000年以来， 兰州市财政进一步调整农业支出结构，到2005年全市已投入资金将近5000万

元，实施了农业产业化工程和“放心食品行动”工程。三是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点启

动实施了人畜饮水、退耕还林、农业综合开发、“六小工程”等建设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 

（四）加大社会保障投入。一是逐步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实现了应保尽保。“十

五”时期，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支出4.23亿元，较“九五”时期增加支出3.91亿元，增长

12.35倍。从2006年1月起，又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了10%。2007年落实资金535万元，

将47.2万城镇非职工人员和学生纳入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参保率达到71.55%，并将我市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低保人员医疗保险并轨，实行“两保”合一，提高了保障效果。二是不断

提高基本养老金补助，确保老有所养。“十五”时期，财政对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险基金补助5.92亿

元， 较“九五” 时期增加支出5.13亿元， 增长6.53倍。三是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

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从2006年启动实施农村低保制度，到2007年，财政安排低保补助资金达

到15879万元，全市39434人农村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四是全面落实各项就业政策，积极促

进就业再就业。“十五”期间，城镇居民再就业补助支出8174万元，较“九五”时期增加支出7991

万元，加大了就业安置力度，拓宽了就业渠道。五是关心和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积极筹措各种救灾

救济资金，及时拨付城市低保人员各种政策性补助，并及时拨付、加强管理、专款专用，想方设法

解决了企业下岗职工、城市非职工居民、贫困家庭学生、农村五保户和受灾群众等弱势群体的生产

生活困难问题。 

（五） 加大各项社会事业投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位置，认真落实农村以及城市困难家庭学

生“两免一补”资金，进行百所标准化初中建设和城乡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全市特别是农村地区

办学条件大大改善。2006年以来，兰州共投入约2.42亿元建立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 

累计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1451559人次学生实行免学杂费提供教科书、对149709人次家庭困难寄宿

生提供生活补助。大力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特别是2000年以来，市级共投入科技三项经费1.2亿元，

重点支持了科研课题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成果应用，实施“五大科技行动计划”和“六大国

家专项”计划，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兰州市2005年成为全国科技进步先

进城市。促进文化体育事业发展。2000年到2007年全市财政累计投入63441万元，先后建设了“文化

兰州”十大工程，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得到加强，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开展，竞技体育成绩突出，实

现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有力地保障了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从2003年积极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到2007

年全市基本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全覆盖，参合农民达到109万人，参合率达到88％。从大

的时间段来看，全市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费支出快速增长，占全市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断

提高。“八五”期间，该类支出达到10.47亿元，占全市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23.49%，较“七五”时

期比重提高2.5个百分点，比“七五”时期增加支出5.33亿元，增长一倍多，五年年均增长速度为

15.89%。“九五”时期，该类支出达到22.22亿元，占全市财政总支出的四分之一，比“八五”时期

所占比重提高1.51个百分点，较“八五”增加支出11.75亿元，增长1.12倍，五年年均增长14.61%。 

三、财政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公共财政框架初步建立，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一）不断完善收入管理体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兰州市对财政、税收制度进行了多次重大变革。1978年至1979年，省

对兰州市实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财政体制，总的收支指标、增收分成比例和收支挂钩由省

核定，市对县区也实行同样的增收分成体制。1980年兰州市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

制。1982年至1984年，改为“总额分成”体制。历经1983年、1984年两步利改税后，1985年起实行

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省对兰州市实行上解额递增包干的

新体制。1994年，根据国家分税财政体制改革精神和省政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兰州市对县区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并实施了税收体制配套改革。到1995年底，各县区也分别制定

了对乡镇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管理体制。通过多次大的调整和完善， 兰州市已建立了较为

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市和县区级都有稳定的税收收入来源，建立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体制，

实现了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二）扎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大大减轻。2000年， 红古区作为全省5个试点县区之

一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农业税税率降低到5%征收， 全区农民因此减负55万元。2002年起，兰

州市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除红古区外，其他县区农业税税率一律降为7%， 全市农民减负

2140万元。2004年，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近郊四区全部免征农业税，红古区农业税率降为

4%，其他县区降为6%，全部取消了牧业税，全市农民减负876万元。 

（三） 逐步深化部门预算改革， 财政资金管理进一步加强。2004年，市级部门预算改革在完

善试点办法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试点部门、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同时，部分县区也积极推进这项改

革， 实现了县区部门预算改革的重大突破。2005年，部门预算试点扩大到42个市级预算单位，占市

级一级预算单位总数的41.7%。2007年，全市所有市级预算单位全面推行了部门预算， 部门预算编

制和执行水平进一步提高。通过细化部门预算编制改革，进一步硬化了预算约束，优化了支出结

构，整合了内外财力，强化了监督管理，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了财政支出供给范围“缺位”和“越

位”的问题。 

（四）稳步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预算执行管理更加严格。按照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

系、规范支出拨付程序的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2000年实行工资统一发放制

度，对职工工资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从制度上保障了职工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将政府采购资金纳

入国库集中支付的范围，制定并实施了《兰州市政府采购资金财政直接拨付管理办法》，减少了采

购资金中转环节。 

（五）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采购规模、范围不断扩大。认真贯彻实施《政府采购法》，不

断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制定并实施了《兰州市市级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了《兰州市政府

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 研究制定了供应商准入标准和政府采购公开制度， 规范了政府采购工作

机制和程序。全市政府采购的总规模从2002年的5851.76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36520.98万元， 五年

增长了5.24倍， 资金节约率达到11.35%。 

（六）扎实推进“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财政管理水平稳步提高。从1996年开始，兰州市预

算外资金管理工作落实“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先后制定出台了《兰州市预算外资金管理暂行规

定》、《兰州市票款分离暂行办法》管理办法，规范了票据使用，取得了明显成效。认真清理整顿

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了2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1项政府性基金， 对预算外收入实行了专户管理。

2005年以来，积极探索非税收入管理模式，先后制定出台了《兰州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

和《兰州市市级非税收入激励机制实施办法》， 建立了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和“以票控收、网络

监管、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新模式，加强各类非税收入项目和票据检查、清理及监管工作，促

使各项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加速了政府非税收入征管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

化进程。 

（七）积极支持省直管县改革，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大大增强。2007年，省政府将我市永登和榆

中两县纳入全省首批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根据要求，省对市的财政管理体制直接实行

到试点县，市按原体制参与分成的试点县收入全部下划为县级收入；取消市对试点县行政性收费、

专项收入、其他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分成办法，对各项非税收入按照中央和省上相关规定，分别缴入

中央、省级和县级国库或财政专户；取消市对试点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分成办法，各项政府性基金收

入依据中央和省上相关规定，分别就地缴入中央、省级和县级国库；试点县按原规定应上解市级财

政的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留归本级。 



（八）始终加强财政监督，财经秩序不断规范。30年来，市级财政认真贯彻执行《预算法》、

会计法》、《审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和《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加大法制培训力度，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加强会计管理，财政干部依法理财、依法行

政的能力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严格按照《宪法》和《预算法》的规定编制预算，及

时向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报告预算草案、决算草案、预算执行和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 使财政预算

做到了真实、完整、统一和准确可靠、讲究时效、对社会公开。依法开展财政监督工作，采取内部

与外部、专项与经常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财政资金管理监督方式，不断加强对市县乡预算执

行情况检查和财政资金的专项检查， 强化财政收入、支出、会计和内部监督，积极探索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和大财政投资评审向制度，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依法接受监督和审计，财政资金的

使用透明度明显提高。 

 

    文章来源：财会研究      （责任编辑：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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