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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吃饭财政”到“民本财政”
专家建议2012年预算草案报告再具体些
本报记者 刘红杰 郭静

2月19日，《关于山东
省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下文简称报告)书面提交
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审
议。根据2012年预算安排，
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939 . 5亿元，比上年增长
14%；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
排5651 . 4亿元，增长13%。

报告透露，2012年山
东省省级公共财政支出将
安排156 . 6亿元用于教育
重点项目上，比上年预算增

加30 . 5亿元。省政协委员、
山东财经大学(筹)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陈华认为，今年
的财政预算报告总体不错，
较为规范，总额控制体系、
预警预报体系都建立起来，
但还不够进一步细化，没有

具体到子科目上。“比如教
育支出，这么大一笔钱具体
用到哪一个项目上？幼儿
园、小学、中学、大学分别用
多少？如果再细化到规范的
会计科目上，让人一目了
然，就更好了。”

济南齐河上半年互通公交
德州对接济南取得新突破，济齐黄河大桥将动工

本报济南2月 1 9日讯
(记者 李钢) “德州与济
南对接，首先应从基础设
施 、公 共 设 施 的 对 接 开
始。”19日，在德州团审议
省政府工作报告时，省人
大代表、德州市委书记吴
翠云说，“目前，该工作已
取得一定进展，部分县区
今年将与济南互通公交，
部分企业也已使用了济南

的区号。”
由于地缘关系，德州

与省会济南的一体化发展
一直备受关注。吴翠云介
绍说，德州一直积极推动
对接济南，“目前，两城互
通公交、统一区号等问题
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现
在德州有很多企业已经使
用了济南的区号。”

互通公交首先在齐河

县取得了进展。“今年上半
年，济南齐河将实现互通
公交。”省人大代表、齐河
县委书记魏洪祥说，“齐河
一直致力于对接济南，但
是一条河阻隔了两地。为
了加强齐河与济南基础设
施的对接，今年济齐黄河
大桥将动工，预计工期一
年半。”

为了进一步密切与济

南的对接，魏洪祥甚至提
出，大桥计划免费开放。“济
齐黄河大桥通车后，两城的
时间距离将进一步缩减。”

“随着基础设施的对
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产
业对接。”魏洪祥说，“去年
到海洋馆旅游的超过百万
人次，今年，在建的欢乐谷
将有两个项目于‘五一’前
开放。之后，水上欢乐世

界、温泉度假村等项目建
成后，齐河将真正成为济
南的‘后花园’。”

魏洪祥介绍说，齐河
计划每年开放1-2个景区，
争取用5年的时间，建成10

个景区，其中4A级景区达
到5个。“到那时候，齐河将
不仅是济南的‘后花园’，
还将成为全国重要的旅游
目的地。”

代表热议教育：

政府负责公平

学校办出水平

19日下午，省十一届人大
五次会议开始分组讨论，泰安
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代
表们认为，搞教育、促民生都
不能过分追求重点。

“搞民生建设不能盲目。”
省人大代表盖国强认为，发展
民生是循序渐进的事情，不是
快了就好，多了就好。以建设
体育场馆为例，事先不考虑，
一窝蜂建了很多，之后的利用
率却很低，是一种极大的浪
费。在教育领域，基础公共服
务要均等化，但如今，学校教
育总是要分出三六九等，重点
大学、重点高中、重点小学，甚
至还有重点幼儿园，这会导致
教育发展不均衡。

“我不主张在教育领域有
‘重点’这个提法。”盖国强认
为，发展教育时，政府应该负
责公平，学校负责办出水平。
政府创造环境，学校发展成什
么水平是自己的事。“现在鼓
励建世界一流大学，但不是多
盖几座高楼，引进几个洋博
士，就是一流大学了。”

本报记者 王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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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代表建言

经济发展谨防

脱“实”向“虚”

本报济南2月19日讯(记者
张璐) 19日下午的分组讨

论中，不少人大代表结合当前
的经济热点问题，提出山东重
视虚拟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更
要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经济发
展谨防脱“实”向“虚”。

19日下午，在日照代表
团驻地，分组审议刚刚开始，
山东迈入“4万亿俱乐部”就
成为代表热烈讨论的话题。代
表们普遍认为，在国内外经济
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
经济逐年实现快速增长，以往
的“短板”——— 服务业也在不
断拉长，全省对外贸易也实现
快速增长，这些成就十分鼓舞
人心。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出现的
一些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尹慧敏表示，山东经济发展
要注重发挥实体经济的力量，
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经济发展
过程中，谨防脱离实体经济，虚
拟经济过度发展倾向，提防虚
拟经济自我循环，进而引发金
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尹慧敏认为，实地调研的
结果显示，过去一年里，山东实
体经济发展比较稳健，但由于
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山
东的一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
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尹慧敏称，在2012年，山
东应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
持力度，将优惠政策落到实
处，提高山东实体经济的内在
发展动力。

这个话题引起同组代表
的热烈响应，结合自己的工作
实际情况，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助理巡视员王德业表示，中小
企业、小微企业发展遇到的困
难，银行有一定责任。王德业
认为，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应该体现在降低企业贷款的
难度和成本上，这方面今年应
该得到重点关注。

报告摘录>>
2012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16 . 2亿元，比上年增长

3 . 4%，加上去年结转收入1 . 3亿元，可安排的收入总量为17 . 5亿元，增
长13 . 5%。其中安排费用性支出4亿元，资本性支出13亿元，其他支出
5465万元。

首次报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解读>>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
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今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第一次向省人大报告。”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省人大代表说，我省国有企业是经济的支柱，而对国企的财
政监管还缺乏力度，以至于出现不少问题。因此，加强预算监督也是以
后的工作重点。

报告摘录>>
大力支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自主创新、区域协调发展。
安排产业升级专项资金11 . 9亿元，现代服务业发展资金13 . 5亿

元，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资金9 . 6亿元，中小企业和外贸发展资金6 . 1

亿元，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52 . 5亿元，自主创新专项资金10亿元，
“蓝黄”两区建设资金20亿元，小城镇发展资金10亿元。

篮子小装不了太多民生
解读>>

“改善民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袁红英
说，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就很难保证财政增收，财政的篮子不够大，
就装不下太多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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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省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结构图

2011年省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结构图

一名外籍特邀旁听人员倾着身子听会。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报告摘录>>
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提升教育发展质量。这方面重点项目

支出省级公共财政共安排156 . 6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30 . 5亿元。
大力支持社保及卫生事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方面重点项

目支出省级公共财政共安排107 .1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25 .2亿元。

解读>>
省政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筹)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华提出，今年

我省的财政预算报告是一本“民本财政”。
“以往我们的财政是吃饭财政，除了够吃饭，满足温饱，干什么

都没有钱了，财政很缺钱；后来是建设财政，攒点钱除了满足温饱，
都搞建设了；现在是民本财政，以人为本，体现了经济的发展、社会
的进步、政府执政理念的提升。”

陈华认为，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总体不错，较为规范，总额控制
体系、预警预报体系都建立起来，但还不够进一步细化，没有具体到
子科目上。“比如教育支出，这么大一笔钱具体用到哪一个项目上？
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分别用多少？如果再细化到规范的会计科
目上，让人一目了然，就更好了。”

财政预算建立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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