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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决定»
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决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省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４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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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治市养犬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长治市养犬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养犬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长治市养犬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４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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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治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长治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长治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３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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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治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９日通过的«长治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９日通过的«长治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４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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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临汾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临汾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４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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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调整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时间由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调整到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提请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的
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已经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第七次、第八次

会议审议,现决定提请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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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李仁和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定

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大会筹备组总负责人郭迎光两

次主持召开筹备工作会议,主任会议专门研究有关

事项.省委常委会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骆惠宁

书记就开好大会提出明确要求.目前大会各项筹

备工作正在扎实有序地进行.现将筹备工作情况

报告如下:

一、提出大会指导思想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全会和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实现“三大目标”,打好

“三大攻坚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把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相结合作为经济

工作的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

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广泛凝聚思想政治共识,动

员全省人民埋头苦干、改革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

展新局面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二、拟定大会议程和日程草案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议程草案共安排十项

内容:一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

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三是审查和批

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

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

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算;四是

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五是听取

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六是听取和

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七是审议«山西

省开发区条例(草案)»;八是补选;九是通过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更名和设

立的决定以及组成人员名单;十是其他事项.

根据会议议程草案,会议正式会期５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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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共安排７天.其中,１月２４日全天报到,下午

召开召集人会议.２５日上午召开各代表团会议,

下午召开预备会议、省“两会”党员代表委员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２６日上午大会开幕,３０日下

午大会闭幕.大会期间共安排５次全体会议、４次

主席团会议、３次全团会议、３次分组会议.

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已经省委常委会会议同

意,经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大会预备会

议、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后实施.

三、提出大会有关名单和选举办法、表决议案

办法草案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经本次常委

会会议确认补选的１６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届时实

有代表５５１名,出缺代表１名.

大会列席人员９０９名(含省政协委员５４６名);

旁听人员９名.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经与有关方面协商,提出

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副秘

书长、临时党组成员、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各

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及临时党支部成员、总监票人、

总计票人等名单草案;提出了省十三届人大有关专

门委员会更名和设立的决定草案和各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大会选举办法、省十三届人大二次

会议通过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和表决

议案办法草案,并已报请省委批准.

四、组建大会工作机构

大会秘书长拟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郭迎光担任,会前以筹备组总负责人身份领导大

会筹备工作.大会副秘书长拟由郭海刚、李仁和、

王纯、宋伟、曾庆勇、李凤岐、张羽、梁克昌、汪凡９

位同志担任.大会预备会后筹备组转为大会秘书

处,下设会务组、总务组、组织组、会风会纪监察组、

财经组(计划预算审查组)、议案建议组、资料组、新

闻组、简报组、法规组、保卫组、信访组１２个工作机

构.在湖滨国际大酒店、龙城国际饭店、丽华大酒

店设住地联络组.

五、安排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

代表议案建议继续实行网上办理.组织培训

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人员.召开各市人大常委

会代表工作负责人会议,安排部署代表议案建议工

作.明确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保证代表议案建

议及时收集并提出处理意见.

会议期间,召开２次议案审查委员会全体会

议,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议案审查报告.综合分析代

表建议,准确提出交办意见.提出拟重点办理的代

表建议,组织召开会议集中交办.

六、部署大会安全保卫和信访工作

保卫组成立１２个专门工作小组,严格值班备

勤,加强应急处置,按照统一指挥、属地负责、条块

结合、密切协作、内紧外松的原则,确保大会期间全

省社会治安稳定和大会各项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信访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重点抓好集体上访和上访老户稳定分

流工作,畅通信访渠道,作好各会场、代表团住地信

访突发案件处置预案,联合下发«关于做好省“两

会”期间信访工作的通知».将于２０日召开全省信

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２４日召开各代表团随团信

访负责人会议,部署大会期间信访工作.

七、明确大会宣传报道工作要求

大会明确宣传报道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

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加强网

络媒体宣传,提升会议报道传播力、吸引力和影响

力.要求参会媒体紧紧围绕议程全方位展示大会

盛况,全面总结一年来山西经济社会、改革开放、民

主法治建设取得的新成就,全面反映一年来省人大

常委会推进立法、监督、代表、任免等各项工作取得

的新进展新成效,全面展示代表依法履职的新风

采,充分体现我省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

呈现的新气象.

大会秘书处共安排２次新闻发布,会前召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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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发布会,会后向参会媒体提供新闻发布材料.会

议期间,将有４０多家中央及香港驻晋、省内媒体的

２００多名记者采访报道.开幕、闭幕全体会议在山

西广播电视台、黄河新闻网和新华网进行现场

直播.

八、强化大会后勤保障工作

总务组和会务组加强沟通协作、优化服务流

程、为大会和代表依法履职提供优质服务.

预备会议、省“两会”党员代表委员会议、全体

会议会场安排在山西大剧院大剧场.临时党组扩

大会议、召集人会议、主席团会议会场安排在省人

大常委会会议厅.新闻发布会会场安排在省人大

会议中心多功能会议厅.

代表团住地安排在丽华大酒店、湖滨国际大酒

店、龙城国际饭店.其中,吕梁、阳泉、晋中、长治、

解放军５个代表团安排在丽华大酒店,太原、朔州、

晋城、临汾、运城５个代表团安排在湖滨国际大酒

店,大同、忻州２个代表团安排在龙城国际饭店.

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工作人员安排在山西

人大会议中心和金辇酒店.

各代表团住地设立医疗就诊点和食品安全监

督小组,设立误餐人员就餐点,保证误餐人员就餐

需要.财务组派人在代表团住地现场办公,提供便

捷高效服务.３个住地联络组负责代表团、住地和

大会秘书处的联络、协调及工作落实.

九、严明大会纪律和工作要求

大会进一步严明纪律和工作要求,制定«山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风会纪“十

不准”»,召开会风会纪监察工作会,明确各代表团

团长为“第一责任人”,各代表团确定１名会风会纪

联络员,设立接待室和举报电话,加大明察暗访力

度频度,及时发现处理违反会风会纪问题,确保会

议风清气正.

大会实行严格的请假报备制度.所有代表应

在住地食宿,不直接接待上访人员,特殊情况的会

客须在住地保卫组办理手续.

目前,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进

展顺利.筹备组将以大会指导思想为统领,坚定政

治站位,提高工作质量,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规矩

办事办会,扎实细致地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

会顺利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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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高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２０１８年７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时,实有代表５４７

名,出缺５名.

２０１８年７月以来,忻州市选举的黄晓薇、张钰

祥,阳泉市选举的陈永奇,长治市选举的吴汉圣,临

汾市选举的邱水平,解放军选举的王金良６位代表

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根据代表法规定,上述６位

代表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２０１９年１月,太原市选举的耿彦波、陈学东,

大同市选举的王立业,阳泉市选举的董一兵,长治

市选举的席小军,临汾市选举的乔建军６位代表根

据工作需要向选举单位提出辞去省人大代表职务

的请求,太原、大同、阳泉、长治、临汾５市人大常委

会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本选举单位的代表辞去

省人大代表职务.根据代表法规定,耿彦波、陈学

东、王立业、董一兵、席小军、乔建军６位代表的代

表资格终止.

近日,太原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徐广国、李晓波、

曾庆勇为省人大代表,大同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李

佳、郝权、张晋仁为省人大代表,阳泉市人大常委会

补选关建勋、杨临生为省人大代表,长治市人大常

委会补选林武、李凤岐、武华太为省人大代表,临汾

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孙洪山、陈小洪、郭海刚为省人

大代表,解放军驻晋部队补选韩强、管懿为省人大

代表.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８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对徐广国等１６名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

进行了审查,认为１６名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

有效,现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确认后予以公告.

截至目前,实有省十三届人大代表５５１名,出

缺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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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姜四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山西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

期评估情况.因报告篇幅较长,我就报告主要内容

向常委会作一简要汇报(«‹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

告»附后,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请予审议.

一、开展中期评估工作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监督法»的规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

展“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

«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山西省“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

机制的意见›的通知»要求,省政府启动开展全省

“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工作.６月份以

来,完成了各省级专项规划和１１个市级规划«纲

要»的中期评估,对１７个重大问题开展了研究,对

３２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分析预测,在此基础上,

起草完成«评估报告».１０月２３日,按程序向省人

大财经委作了汇报.１１月２１日,省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并通过«评估报告».１２月２６日,省委常委会

审议并通过«评估报告».

二、«评估报告»主要内容

包括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主要任务进展情况和

进一步实施«纲要»的对策措施等三部分.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纲要»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生态

文明、廉洁安全五个方面提出了３２项主要指标(包

括４５个具体指标,其中２２个约束性指标、２３个预

期性指标).从进展情况看,除５个指标滞后于时

序进度外,其余指标均达到预期进度,总体进展顺

利,特别是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平稳较快增长,全省

GDP２０１６年 同 比 增 长 ４５％,２０１７ 年 同 比 增 长

７０％,２０１８年预计同比增长６５％,与全国增速持

平,连续８个季度保持在６％以上;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由负转正,呈现良好发展态势,２０１６年同比下

降５２％,２０１７年同比增长１９９％,２０１８年同比增

长２２８％,增幅明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０１６年同比增长５９％,２０１７年同比增长６５％,

２０１８年预计同比增长６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２０１６年同比增长 ６６％,２０１７ 年同比增长

７０％,２０１８年预计同比增长８５％.

对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全省细颗粒物(PM２５)浓度下降比例、全省研究

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直接利用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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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等５个滞后于时序进度的

指标,要进一步强化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责任,举

全省之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努力争取实现.

(二)主要任务进展情况

“十三五”以来,全省上下按照省委“一个指引、

两手硬”的思路和要求,不断深化对资源型地区转

型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入推进供改和综改相结合,

实现了主攻方向的调整和战略重点的转移,转型发

展的趋势性、转折性、标志性变化明显增多,开始坚

定走上转型综改、创新驱动之路,实现了从断崖式

下滑到走出困境、再到转型发展呈现强劲态势的重

大转折.

一是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效.全省扎实推进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成效,

能源革命全面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兴

产业发展提速,现代特色农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提质增效;创新体系构建取得积极进展,部分关

键技术实现突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亮点频现;基

础设施内通外联顺利推进,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二是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区域、城乡发展协

调推进,太原都市区建设提档升级,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稳步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取得繁荣发展;

军民融合协调发展取得初步成效,发展协调性进一

步增强.

三是绿色发展取得新成绩.山水林田湖系统

治理初见成效,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扎实推进,环境

污染治理力度持续加大,生态文明制度框架初步构

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

四是开放发展取得新突破.全面对接和融入

国家重大战略,招商引资引智实效性、精准性不断

提高,投资贸易领域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对外开放

水平不断提升.

五是共享发展实现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突破性进

展,就业形势持续向好,教育、卫生、社保、养老等各

项事业全面进步,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六是廉洁安全发展呈现新局面.良好的政治

生态初步形成,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公共

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成效显著,

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七是改革创新取得新成果.转型综改示范区

建设取得突破,开发区改革创新持续深化,国企国

资改革成效显著,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一批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八是民主法治实现新拓展.积极推进民主和

法治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扎实推进.

在充分肯定经济社会发展成绩的同时,要清醒

看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表

现在资源型产业结构特征尚未根本性改变、部分改

革滞后的短板依然存在、科技和人才要素支撑明显

不足、经济发展的外向度不高、生态环保压力依然

较大等五个方面.

(三)进一步实施«纲要»的对策措施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延续整

体复苏态势,国际宏观发展环境基本稳定,但中美

贸易摩擦引起的潜在危机不容忽视.从国内看,全

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十三五”以来,GDP增

速持续保持在６５％以上的中高速区间.从省内

看,国发４２号文件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深化国企国

资改革、加快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开展转型项目

建设年等重大举措的成效逐步显现,新的内生活力

和动力正在进一步激发.总体上看,“十三五”后

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环境仍然较好,仍处

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诸

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需要紧盯

国家宏观政策走势,按照中央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要求,积极应对发展

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统筹做好各项工作,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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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风险挑战.

“十三五”后两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牢牢

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

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转型综改试验

区建设结合起来,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充分发挥

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战略牵引作用,围绕“三大

目标”、“三大攻坚战”,从十个方面推进规划«纲要»

顺利实施:一是全面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建

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二是坚持走煤炭

“减”“优”“绿”之路,努力推动能源革命在全国率先

破题;三是全方位提升开放发展水平,深入推进内

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四是坚持底线思维,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五是聚焦深度

贫困,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六是加大环保倒

逼转型力度,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七是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着力培育转型发展新动能;八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谱写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

九是大力推动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切实增强全省

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十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和保

持社会安全稳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省人大的中期评估审议意

见,认真总结规划实施的经验教训,加大重点工作

推进力度和目标责任制考核.我们相信,在省委、

省人大的正确领导和监督支持下,通过全省人民的

共同努力,一定能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

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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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在,我向山西省人

大常委会报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请

审议.

近年来,全省国有金融企业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践行新发展理念,

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

改革三项任务,奋力拼搏,开拓进取,我省国有金融

企业取得长足进步,有力支持了我省经济转型

发展.

一、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经过多年努力和发展,我省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规模稳步增长,实力日益壮大,布局不断完善和优

化,运营效益明显提升.

(一)资产总量.我省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国有

资本应享有权益)主要分布在省、市、县国有金融企

业和国有实体企业管理的下属金融企业.截至

２０１７年末,上述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９５１３亿元,负

债总额８０６４５亿元,形成国有资产９３８亿元.

(二)资产分布.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

额５１２６亿元,国有资产７５１４亿元.市县国有金

融企业资产总额４３８７亿元,国有资产１８６６亿元.

(三)行业结构.从行业布局看,银行业金融企

业占比最大.截至２０１７年末,省本级层面,银行业

金融 企 业 资 产 总 额、国 有 资 产 分 别 占 ６１３％、

３１５％;证券业分别占１０５％、１１２％;保险业分

别占０５％、０６％;担保业分别占１８％、９％.市

县层面,银行业金融企业资产总额、国有资产分别

占９２４％、２７％;证券业分别占１５％、１２％;保险

业为０;担保业分别占２６％、３０８％.

(四)省域外资产总量和分布.截至２０１７年

末,全省国有金融企业投向省域外的资产规模

１５５１亿元,集团层面享有的权益总额４８２亿元.

与２０１６年相比,投资总额增长了２２５％,权益增

长了１８１％.其中,境外金融企业资产规模１０８

亿元,集团层面享有的权益总额８３亿元.境外资

产全部由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投资形成,主要集中

在证券业.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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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由各级政府分级管理.省级国有金融资

本出资人职责由省财政厅、省国资委履行,同时,省

属国有金融企业股权管理职责由省金融办行使,省

财政厅的部分出资人职责委托山西金融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行使.市县级国有金融企业出资人

职责由市县人民政府直接履行或者授权国资委、财

政局或其他部门履行.我省各级政府坚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

金融资产管理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完善管理框架

体系、促进金融企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一)贯彻落实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的指导意见»就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工作进行了系统

全面部署.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领域的重要体现,为新时

期加强和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入学习«关于完善国有金

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精神,全面梳理我省国有

金融资本管理现状,落实金融企业国有产权确权工

作,明晰资本布局状况,深入研究我省国有金融资

本改革路径,正研究出台«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

民政府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

(二)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框架体系.在国

务院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革大背

景下,省政府积极转变管理思路,推动国有金融企

业管理体制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一是细化基

础管理制度体系.加强国有金融企业产权登记、变

更、注销、转让、评估等工作,强化国有股权管理,防

范国有资产流失.二是落实金融企业财务制度.

适应金融市场主体变化和金融监管要求,加强金融

企业财务管理.三是完善薪酬与绩效管理体系.

深入改革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将负责人

薪酬与企业绩效相挂钩,按照财政部的统一政策对

金融企业进行绩效评价,此外,通过签订目标责任

制完善我省金融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从关注规模向

关注质量和效益转变.四是建立国有金融资本经

营预算制度.２０１７年,省财政厅收取归属于山西

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６１５０６万元.五是积极履行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

理的职责.派出国有股权董事,建立向国有金融企

业派驻监事会制度.

(三)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一是厘清出资

人与金融企业的职责权限,进一步完善金融企业授

权经营体制,释放企业活力.二是推进公司治理现

代化.省属国有金融企业普遍建立“三会一层”,积

极引入战略投资者,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提高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效率.三是探索建立有效的资本

补充机制.通过财政资金注入、市场化引入投资

者、上市发行等方式增资扩股,增强资本实力.

(四)优化国有金融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对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的部署,

一是贯彻落实省属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

２０１７年出台«山西省省属国有地方金融企业负责人

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对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２０１５

年１月１日后超发的薪酬予以追缴.２０１６年,省本

级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平均税前年薪５２７万元.

二是建立任期激励收入制度.坚持短期激励与长期

激励相结合,强化金融企业负责人责任.

(五)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的建

设.省政府高度重视国有金融企业的党建工作,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一是层层落实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二是探索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修改国有金融企业章程,建立

健全党委决策程序前置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

体制机制,确保党组织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三是积

极做好国有金融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三、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取得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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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省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全面落实国有金融企业资产管理工作.我省

国有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改革持续推

进,为促进我省经济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国有金融资本实现保值增值.２０１７年,

扣除增资扩股等客观因素后,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

平均保值增值率为１０４７％,基本实现了保值增值

目标.２０１７年,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入从

２０１６年１２４９亿元增至１５０４亿元,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从２０１６年３３４亿元增至３７４亿元.

(二)国有金融资本布局逐步优化.国有金融

资本更多向重点金融企业集中.推动实施晋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煤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山西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山西股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工作.２０１７年,晋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引入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作

为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由３２６８亿

元增至４８６８亿元.２０１７年,我省整合省级政府

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山西太行产业投资基金,重点

支持山西转型发展、培育新动能等重要产业.

(三)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一是基本

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体系.“三会一层”得到完善,

初步形成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治理体

系.二是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通过引入战

略投资者、实施混改和改制上市,经营管理模式得

以迭代升级.

(四)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我省国有金融

企业坚持以多种金融手段服务实体经济,着力破解

实体企业融资难题,投身扶贫攻坚事业,积极探索

绿色金融等创新型金融工具.一是主动服务实体

经济力度增强.２０１７年,省属各类国有金融企业

共为我省企业新增融资２４１３亿元,较上年度增加

了１６９％.其中:通过直接股权融资、上市或挂牌

再融资、可转债等方式融资７５亿元;通过发行债

券、发放贷款、委托贷款、直接债权融资等方式融资

１８５５亿元;通过提供信用支持或担保募集资金２６０

亿元;通过融资租赁、表外业务等方式融资２２３亿

元.二是服务我省供给侧改革、综改转型等重大战

略作用凸显.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省属

煤企转型升级中长期专项贷款的置换,设立综改示

范区专属支行,成为首批综改示范区战略合作金融

企业.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搭建“国

有、大集体企业改革改制服务”平台,为国企分离办

社会职能提供综合服务.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精选省内３８４家优质企业和４８家骨干国有企业建

立服务名录,持续开展全方位的融资支持.三是服

务“三农”和小微企业成效明显.山西省融资再担

保有限公司下调小额贷款、扶贫周转金贷款等业务

的担保费率,为全省“三农”和小微客户贷款提供融

资再担保支持.２０１７年,山西省融资再担保有限

公司完成各项业务７５９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１％.

(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一定成效.我省

国有金融企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持续加强风险防控和化解

处置工作,防止金融企业风险转化为政府财政风

险.一是银行不良贷款处置能力增强,不良贷款率

稳中有降.２０１７年末,我省六家城市商业银行不

良贷款率１７１％,较２０１６年末下降００４个百分

点.二是金融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２０１７年末,

全省国有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８４８％,比上年下

降２个百分点;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

８０７％,比上年下降２９个百分点.２０１７年末,我

省六家城市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总额６０６亿

元,拨备覆盖率１８２７％.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等证券企业的主要风控指标符合监管要求.中煤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综 合 偿 付 能 力 充 足 率

１６８１％,满足１００％的监管标准,但与大型保险企

业存在较大差距.针对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偿付能力较弱的情况,省财政厅于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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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金并推动

其增资扩股.三是晋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组

建完毕.积极发挥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

主力军作用,不良资产处置稳步推进.

(六)全面从严治党在金融领域的作用增强.

党对国有金融企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在金融领域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国有金

融企业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成为国有金融企业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党建与业务结合取得积

极进展,增强了党在金融领域的领导核心作用.

总体来看,我省国有金融企业发展良好,实力

日益壮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省国有金融

资产管理的现状与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仍存在着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一些困难和

问题依然存在.一是我省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存在

职责分散、权责不明、授权不清及“缺位”、“越位”的

问题.二是部分国有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体系尚

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够,行政化色彩浓厚;市场化经

营管理理念不强,市场化运作资本能力需进一步提

高.三是我省国有金融资产规模仍然较小,资本实

力仍然不足.我省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量在全国

占比仅为０４％.省属国有金融骨干企业实力较

弱,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持牌金融企业基

本位于全国同类企业的中后端,龙头带动效应亟需

提高.四是国有金融资本布局尚需优化.我省金

融企业资产证券化水平较低,仅有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一家上市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和政

府引导基金发挥作用不充分.仍需进一步推动国

有金融资本向重要行业、重点金融企业集中.五是

国有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机制有待优化,部分管理制

度滞后于实践发展.六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任重

道远.

四、进一步加强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思路

与措施

当前,山西已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省政

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省委坚强领导

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

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围绕建设“示范区”“排头兵”

“新高地”,完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

金融企业改革,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金融资

本,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

风险能力.

(一)理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推进国有金

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一是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完善我省顶层设计.

尽快印发山西省«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

施意见»,为我省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提供政策依据.

二是推进集中统一管理.按照统一规制、分级管理

原则,对我省国有金融资本集中行使出资人职责,

明确界定财政部门、有关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职责

权限,压实管理责任.三是严格全流程穿透管理.

对国有金融企业股权出资实施资本穿透管理,防止

出现内部人控制.强化对资本投向、资产交易、产

权流转和境外投资的监督.四是落实各项国有金

融资本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好国有金融企业财务

监管、经营预算管理、重大财务信息报送、股权董事

监事管理、绩效评价与薪酬管理、国有金融资产全

口径报告等各项工作.

(二)优化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提高资本配

置效率,增强国有金融企业资本实力.一是统筹规

划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合理调整国有金融资

本在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比重,支持成立寿险

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金融企业.二是完善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管理.建立国有金融资本补充和动态

调整机制.三是推进金融企业拓宽外部资本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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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重点推动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具备条

件的国有金融企业改制上市,推进山西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等增资扩股.四是提升内生性资本补

充能力.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活力,引导推进国有金

融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

(三)进一步深化全省国有金融企业改革.一

是组建山西省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完善政府

性融资担保体系.理顺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体制,提

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推进股份制改革.

优化股权结构,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条

件成熟的国有金融企业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三

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在重大决

策、选人用人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重要职责,完善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股权董

事监事管理.四是强化国有金融企业防控金融风

险的主体责任.健全资本约束机制,坚持审慎合规

经营,强化风险管理规制,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攻坚战.五是推动国有金融企业履行好服务

实体经济的主体责任.发挥好绩效目标的导向作

用,引导国有金融企业主动服务实体经济.

(四)健全国有金融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

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一是强化业绩考核和正向

激励.完善以经营业绩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根

据不同类型金融企业的功能定位和行业特点,对国

有金融企业实行差异化考核管理.加强国有金融

企业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考核.加强考核结果运用,

建立考核结果与企业负责人薪酬、企业工资总额的

联动机制.二是完善薪酬管理机制.推进国有金

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差异化管理.推进职业经理人

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

本适应、金融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

资决定和增长机制.探索实施金融企业员工持股

计划.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更好地发挥优秀企

业家和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的作用.

(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加强党对国

有金融企业的领导.一是充分发挥党委(党组)的

领导作用.坚持党对国有金融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二是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建

设,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选优配强国有金融企业

一把手,科学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管理人员.三是

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压紧压实国

有金融企业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机构

监督责任.完善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选任和考

核问责机制,强化党内监督.努力构筑国有金融企

业领导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建立后,省人大常

委会第一次就重点听取和审议我省金融企业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对国有金融资本

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将按照审议意见,全力

推进我省国有金融企业改革发展,努力做强做优做

大我省国有金融资本,再铸晋商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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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中发

〔２０１７〕３３号),按照«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建立省人

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

度的意见»的要求和部署,山西省人民政府组织编

写了«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

报告»,现报告如下:

一、全省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２０１７年,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２４,２１５亿

元,负债总额１８,７４６亿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５,４６９

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３,５４７１４亿元,资产负

债率７７４％.

２０１７年,市县所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６,８９６

亿元,负债总额４,４７４亿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４２２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２,２３３５８亿元,

资产负债率６４９％.

汇总省、市、县所属国有企业情况:２０１７年,全

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３１,１１１亿元,负债总额２３,２２０

亿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７,８９１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

总额５,７８０７２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７４６％.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２０１７年,全省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９,５１３亿元,

负债总额８,０６４亿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１,４４９亿元,

形成国有资产９３８亿元.其中:省属国有金融企业资产

总额５,１２６亿元、占５３８％.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２０１７年,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２,０５６亿元,

负债总额５９５亿元,净资产１,４６１亿元.

２０１７年,市县及以下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３,３０３

亿元,负债总额５９２亿元,净资产２,７１１亿元.

汇总全省行政事业单位,２０１７年,资产总额５,３５９

亿元,负债总额１,１８７亿元,净资产４,１７２亿元.

从文物资产情况看:截至２０１７年末,全省不可

移动文物共计２７,６８０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４５４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４４４处,市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８,１７１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不可移动文物１８,６１１处;全省可移动文物共

计１,２５２,１１６件,其中:馆藏文物１,１３８,０４８件.

一级文物３,１８９件,二级文物５,３７９件,三级文物

５６,６４４件,一般文物１,１８６,９０４件.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从全省情况看:全省国有土地面积２０７７万公

顷,其中收储土地２,９９７３３公顷.全省国有森林

面积 １２９３５ 万 公 顷.全 省 保 有 资 源 储 量 铁 矿

３９１亿吨,锰矿１６６２１万吨,铜矿２２１１万吨,铅

矿３４７万吨,铝土矿１５２亿吨,煤层气剩余经济

可采储量２,０９３７亿立方米,煤炭２,７１２８亿吨.

全省地表水２１１亿立方米,地下水１８４亿立方米.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２０１７年,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重要论述,特别是深入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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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问

题导向,市场化取向,整体谋划,分步推进,蹄疾步

稳,精准发力,全面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以改革促转

型,以转型谋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有企业生产

经营企稳向好,部分领域逐渐补齐短板,有些领域

形成后发超越,全省国企国资改革、转型、发展进入

新阶段.

(一)在谋划改革政策和重大举措上下大气力,

新一轮国企国资改革全面发力.一是制定“１＋N”

政策体系.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国企国资

改革,着力在根上改、制上破、治上立,出台山西省

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的指导意见,制定了５０多个配

套文件,形成了“１＋N”政策体系,搭建起“四梁八

柱”性质的改革框架.二是明确国企改革重点任

务.按照“补齐短板、对标先进,迅速赶超、后发优

势”原则,围绕顶层设计,紧扣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明确全省国资国企８个方面２１项重点改革任

务,形成国企国资改革的施工图,推动改革进入全

面施工阶段.三是探索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

制.在省级层面成立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授

权其１０项出资人权利,搭建起了国有资本进退留

转保的平台.晋城、阳泉、长治、临汾等市也分别成

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此项改革需在实践中

不断优化.四是制定改革优惠政策.出台山西省

国企国资改革财政支持９项政策,涉及财政、税收、

工商、土地、金融等领域,这些举措前所未有.吕

梁、运城等市也出台财政、土地等优惠政策,确保改

革顺利推进.五是市县国企国资改革同步推进.

按照全省一盘棋的原则,出台指导市县改革实施意

见,形成了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良

好局面.

(二)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上下大力气,国有资

本布局结构不断优化.一是按照“一主三辅”,重新

确定省属企业主业,引导企业强化发展战略,突出

主业发展,突出转型发展,突出新兴产业发展,严控

投资风险.二是推动企业专业化重组,设立了一批

承载山西转型使命的集团公司,把文化旅游、大数

据、环境治理、航空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

育,做强做大交通、燃气、现代煤化工等优势产业,

加快从煤炭“一柱擎天”,向多元“四梁八柱”转变.

三是深度实施“腾笼换鸟”工程.分两批公布５３个

“腾笼换鸟”股权转让项目,涉及煤炭、冶金、电力、

化工等１４个行业,账面资产净值约３００亿元;积极

推动我省和江苏电力合作、潞安集团与美国 AP公

司股权合作等事宜,传统产业有望焕发新的生机.

(三)在提质增效上下大力气,企业运行质量显

著提升.一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出台«关于

加强省属企业资本运营工作的指导意见»,系统梳

理省属企业上市资源,制定了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工

作的实施方案,９３户企业进入上市后备资源库,其

中３８家被列入全省重点培育目录.省属企业上市

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再融资１５０１亿元,超过

２０１６年省属国有上市公司再融资 (１５７ 亿元)

１３４４亿元.省属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创新高,全年

省属企业累计实现各类债券融资２３０４２０亿元(同

比增长４３２２％),超出全年省属企业债券融资目

标任务８０４２亿元.债券品种更加多样,国际能源

和晋煤集团累计获批发行绿色债券３５亿元,填补

了全省绿色债券发行空白;阳煤集团发行可交换公

司债１０亿元,实现了省属企业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零的突破.二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出台«关于进

一步完善省属国有企业科技研发人员激励机制的

指导意见»,探索推进阳煤集团在煤机制造、煤矿地

面巡检领域和井下危险工种岗位应用智能机器人

试点,太钢和晋煤集团在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上分别获奖.太钢碳纤维、笔尖钢,晋能

集团太阳能板,太重集团高铁轮对等一批高端产业

产品,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三是扩大对外开放合

作.引导企业加大融入“一带一路”、“京津冀”等国

家战略的力度,加快优势产能“走出去”的步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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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与央企、国内外大企业的合作.四是带头化解过

剩产能.省属企业全年退出煤炭产能１２７５万吨,

占全省的５６３％.煤炭和钢铁企业分别分流安置

人员１４万人、１５万人.

(四)在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大力气,逐步破

除制约企业发展瓶颈.一是分层有序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选择汾酒集团、建投集团开展试点工

作;批复同煤集团所属子公司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省属企业新上项目及新设公司混改占比达６７％.

二是坚持市场化选人改革.国投、大地、文旅等３

户企业集团层面和能投集团商品电子交易中心、国

新能源晋药公司等６户省属企业二级公司经理层

完成市场化选聘工作,社会反响强烈.三是推进省

属企业经营班子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四是深化

“三项制度”改革.五是完善企业董事会建设.研

究出台外部董事制度,制定了６个配套制度,建立

外部董事人才库,促进省属企业董事会规范运作,

防止少数人说了算,避免内部人控制.

(五)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下大力气,企业发

展基础进一步夯实.一是扎实开展“双清”.组织

省属企业在非常时期采取压缩投资、资产变现、产

权出让、股权置换、调整薪酬分配、金融支持等非常

之举,清理企业欠薪欠保１７７４亿元,兑现了省委

省政府对职工群众的重大承诺,既清理历史遗留问

题,又立木建信,赢得了广大职工群众对改革的衷

心拥护.二是全面完成公司制改革.省属企业集

团层面和１８２户应改制子企业公司制改制全面顺

利完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坚实基础.各市

国有企业也均实现“应改尽改”.三是强化瘦身健

体.已有超过半数的省属企业将管理层级压缩至

４级以内,累计压减法人单位５５４户.四是推进

“两办”改革.召开全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

社会职能和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会议,制定下发

«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实施意

见»等５个配套文件,并组织专门力量赴企业、市县

督导,省属企业“三供一业”已经完成移交或签订协

议３８８２万户,占总户数８０％,超额完成国家下达

任务.

(六)在承担社会责任上下大力气,充分发挥国

有企业的社会效益.我省国有企业不仅是我省经

济发展的主力军,而且还承担着大量的社会职能,

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省国有

企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

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省国有企业在

完成我省重点任务、保障民生、扶贫攻坚、污染防治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贡献突出.

三、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情况

针对不同类别的国有资产,国家采取了不同类

型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分别设置了相应的改革

目标和改革路径.我省省市县三级政府分别对本

级监管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

(一)非金融企业.

目前,我省省级非金融一般企业由省国资委监

管,省级文化企业集团由财政厅监管,事业单位所

办企业(含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由事业单位具体

管理,主管部门监督管理,省财政厅综合管理.

为深化“放管服效”改革,省国资委在机关内部

完成了大处室改革,强化监管和服务,精简１７项监

管事项,建设大数据监管平台,加强投资监管,引导

企业投资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强化出资人外派

监事会审计巡视协同监管,开展省属企业建设项

目、非主业投资、商贸业务和高风险业务专项审计.

出台省属企业领导人员在国企改革中履职行为规

范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建立“１３７１０”子系

统,强化督导督办.

(二)金融企业.

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由各级政府分级管理.省级国有金融资

本出资人职责由省财政厅、省国资委履行,同时,省

属国有金融企业股权管理职责由省金融办行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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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的部分出资人职责委托山西金融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行使.市县级国有金融企业出资人

职责由市县人民政府直接履行或者授权国资委、财

政局或其他部门履行.

在国务院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变革大背景下,我省积极转变管理思路,推动了国

有金融企业管理体制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一

是细化基础管理制度体系,加强对国有金融企业产

权登记、变更、注销、转让、评估等工作,强化国有股

权管理,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完善薪酬与绩效

管理体系,深入改革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制

度,负责人薪酬与企业绩效相挂钩,通过目标责任

制试点完善我省金融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推动实现

资本管理从关注规模向关注质量和效益转变.三

是建立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制度.２０１７年,省

财政厅收取归属于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６１５０６万元.四是积极履

行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职责,派出国有股权董

事,建立向国有金融企业派驻监事会制度.

(三)行政事业单位.

按照财政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

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我省各级

财政部门代表本级政府对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实施

监管,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

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近年

来,我省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两个«办法»,

本着“资金资产并重”的理念,积极履行国有资产监

管职能,努力提高资产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省

市县财政均设立了专职资产管理机构,按照“产权

清晰、配置科学、使用合理、处置规范、监督公正”的

资产管理新模式,建立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创新管

理工作机制,构建资产管理信息平台,抓实资产配

置、使用、处置三大环节,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我省

实际的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之路,资产管理在服务我

省公共财政改革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７年,按照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

和流程控制的要求,结合我省资产清查中发现的问

题和资产管理工作实际,重新修订了我省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流程.在部门预算系统增设资

产配置预算审核模块,依据资产配置标准审核资产

配置预算,做到资产管理与部门预算管理有机结

合,确保了财政资产管理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

有效性.

四、加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管理的效果情况

(一)非金融企业.

营业总收入稳定增长.２０１７年全省国有企业

营业总收入达１３,５２１０９亿元,同比增长５４９％.

其中省属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为１２,５７９８０亿元,

占全省国有企业的９３０４％,增幅为４４１％;省属

监管企业营业总收入１２,４３９５８亿元,占全省国有

企业的９２００％.

利润总额大幅上升,实现扭亏为盈.２０１７年

全省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到２５７３１亿元,实现扭

亏为盈,比２０１６年的－９１７亿元增加２６６４８亿

元.其中省属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２０１８２亿元,

比２０１６年的１９２７亿元增加１８２５５亿元;省属监

管企业２０１７年利润总额为１９４６６亿元,比２０１６

年的１６１０亿元增加１７８５６亿元.

流动比率继续保持合理水平.２０１７年国有企

业流动资产１２,３００８４亿元,速动资产１０,０３０９１

亿元,流动负债为 １３９２２７０ 亿元 ,流动比率为

０８８,速动比率为０７２,比２０１６年国有企业流动

比率０８７、速动比率０７１均有所上升.

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２０１７年全省国有企

业 保 值 增 值 率 实 现 １００７７％,比 ２０１６ 年 的

９７０２％提高３７５个百分点,实现保值增值.其中

省属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率实现１００６３％;省属监

管企业保值增值率实现１００４７％.

(二)金融企业.

国有金融企业收入利润稳定增长.２０１７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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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入从２０１６年２２５６亿元

增至２６５３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从２０１６年５８６

亿元增至６５９亿元.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

入从２０１６年１２４９亿元增至１５０４亿元,归属母公

司净利润从２０１６年３３４亿元增至３７４亿元.

国有金融资本布局逐步优化.国有金融资本

更多向重点金融机构集中,推动实施晋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煤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山西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山西股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工作.２０１７年,晋商银行成功

引入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增资

扩股后,注册资本由３２６８亿元增至４８６８亿元.

２０１７年,我省整合省级政府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山

西太行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山西转型发展、培

育新动能的重要产业.

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一是基本建立

健全了公司治理体系,“三会一层”得到完善,初步

形成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治理体系.

二是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通过引入战略投

资者、实施混改和改制上市,经营管理模式得以迭

代升级.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我省国有金融企业

坚持以多种金融手段服务实体经济,着力破解实体

企业融资难题,投身扶贫攻坚事业,积极探索绿色

金融等创新型金融工具.一是主动服务实体经济

力度增强.２０１７年,省属各类国有金融企业共为

我省企业新增融资２４１３亿元,较上年度增加了

１６９％.二是服务我省供给侧改革、综改转型等重

大战略作用凸显.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

省属煤企转型升级中长期专项贷款的置换,设立综

改示范区专属支行,成为首批综改示范区战略合作

金融机构.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搭

建“国有、大集体企业改革改制服务”平台,为国企

分离办社会职能提供综合服务.三是服务“三农”

和小微企业.山西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下调小

额贷款、扶贫周转金贷款等业务的担保费率,为全

省“三农”和小微客户贷款提供融资再担保支持.

２０１７年,山西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完成各项业

务７５９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１％.

(三)行政事业单位.

资产配置趋向科学合理.我省行政事业单位

新增资产配置,主要是通过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和资

产配置标准来进行管理.有资产配置标准的,单位

按照标准进行资产配置,没有标准的,按照节约的

原则从严配置,对单项价值超过１０万元的资产,通

过新增资产配置预算进行审核批复.我省各级财

政部门将新增资产配置纳入部门预算,要求行政事

业单位新增资产必须上报新增资产配置预算.资

产配置预算同公共预算一同布置,同时收集,和部

门预算处共同审核,一同批复.对超标准或未获批

准资产配置事项,不予审批,不办理政府采购相关

手续,财政预算不安排资金.将资产配置管理职能

纳入到预算管理流程中,为预算编制提供了准确、

细化、动态的资产信息.通过加强资产配置管理工

作,杜绝超编制、超标准资产购置支出,促进了单位

勤俭节约,完善了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机

制,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了规范资产配置

行为,我省各级财政部门都制定出台了资产配置标

准,明确各类资产的配置数量、单位价格上限和最

低使用年限等.

资产使用效率提高.我省各级财政部门要求

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健全单位内部资产管理办法,单

位一把手对单位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负总责,固定

资产管理要具体到人,在购置、验收入库、领用、损

毁报废等环节,层层把关,固定资产出现损毁、丢失

等事项,要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在资产出租、出借、

对外投资方面,我省各级财政部门制定了管理办

法,并认真贯彻落实.通过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提

高了资产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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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更加规范.省财政厅制定了«省级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暂行办法»,对资产的无

偿调拨、出售、出让、转让、置换、报废、报损(包括货

币性资产损失核销)、对外捐赠等处置行为进行了

规范,财政部门主要侧重对土地使用权、房屋、车

辆、货币性资产损失以及批量价值在３００万元以上

和单项价值在５０万元以上资产损失进行审核批

复,各市财政部门也相应建立了制度,规范了资产

处置程序.对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报废资产统一通

过产权交易平台进行处置,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

原则,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对实物进

行处置,最大限度地实现处置资产的价值最大化.

国有资产家底基本摸清.依托资产管理信息

系统,如期完成了资产清查工作任务,全面掌握了

我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家底,为进一步规范行

政事业资产管理奠定了基础.按照财政部要求,我

省还安排部署了事业单位及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

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对于规范和加强国有资产产

权管理,明晰事业单位及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

产产权关系有重要意义.

资产出租出借、对外投资管理不断加强.在保

障和满足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发展事业需要的

前提下,坚持加强管理和提高效率并重的原则,严

格按照规定进行审核资产出租出借、对外投资、担

保等行为,提高了资产使用效益.

五、落实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我省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２３４亿元(省本级２７亿元),加上中央对我省补

助收入１５４亿元,加上年结余４亿元,收入总计

４２８亿元.本年支出１２６亿元(省本级１亿元),

调出资金２５亿元,支出总计１５１亿元.年终结

余２７７亿元(省本级１２９亿元).

六、风险防控情况

(一)非金融企业.

加强资产负债管理,通过降杠杆,盘活存量资

产,拓展股权融资,推动市场化债转股落地.省国

资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山西省省属国有企业风险防

控指导意见»,排查出省属企业各类风险点９０个,

制定化解预案,督促企业全面整改.采取有效措施

化解山煤、三维等上市公司退市风险成功保壳.启

动９户省属企业煤炭及土地资源价值重估,引导７

户省属企业与５家金融机构签订债转股协议１１５０

亿元,焦煤、太钢和同煤集团等３户企业落地１７３

亿元;指导国投公司运用信用增进功能,为省属煤

炭企业发行永续债提供增信服务,发行完成后可为

省属煤炭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４－５个百分点.

(二)金融企业.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一定成效.一是银行不

良贷款处置能力增强,不良贷款率稳中有降.２０１７

年末,我省六家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１７１％.

二是金融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２０１７年末,全省国

有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８４８％,比上年下降２个百

分点;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８０７％,比上

年下降２９个百分点.２０１７年末,我省六家城市商

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总额６０６亿元,拨备覆盖率

１８２７％.三是晋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完

毕.积极发挥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主力军

作用,不良资产处置稳步推进.

七、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

问题

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一是政企不

分、政资不分,国资监管失位、越位、错位等问题仍

然存在,特别是市县国资监管组织体系尚不健全、

国资监管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监管的主体、目标、

规则、标准、手段、数据不统一,部分企业承担的市

政、社区管理等公共服务职能难以分离,压力沉重.

二是专业化管理水平不高.主要是管资本的能力

偏弱.采矿权、土地权等要素与企业“高度捆绑”,

国有资产大量沉淀于过剩行业、资源性行业以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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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资产,无形资产、特殊资产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三是以经营业绩为导向的考核制度,效果还不突出

不明显.部分企业仍然将发展的思路固化在传统

产业,对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认识不足,改革意

识和创新精神不强.四是资产资本化程度不高,非

银金融机构建设滞后,财务公司规模体量很小,业

务模式单一,监管评级不高.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一是我省国有金

融资本管理存在职责分散、权责不明、授权不清及

“缺位”、“越位”的问题.二是部分国有金融企业的

公司治理体系尚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够,行政化色

彩浓厚;市场化经营管理理念不强,市场化运作资

本能力需进一步提高.三是我省国有金融资产规

模仍然较小,资本实力仍然不足.我省国有金融企

业资产总量在全国占比不足１％.省属国有金融

骨干企业实力较弱,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持牌金融机构基本位于全国同类企业的中后端,龙

头带动效应亟需提高.四是国有金融资本布局尚

需优化.我省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水平较低,仅有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上市企业.政策性融

资担保体系和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作用不充分.仍

需进一步推动国有金融资本向重要行业、重点金融

机构集中.五是国有金融企业治理体制机制有待

优化,部分管理制度滞后于实践发展.六是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任务任重道远.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方面:行政事业单位

普遍存在“重资金、轻资产、重购置、轻管理”的思

想,“随意购置、任意处置、不讲效益”等现象不同程

度地存在.一是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到

位.二是账务处理不规范、不及时,形成大量账外

资产.三是产权证登记紊乱,权属错位现象比较严

重.四是部分单位资产处置不规范,随意性较大.

五是一些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出租出借国有资产.

六是土地使用权未按规定入账.七是公共基础设

施形成的资产未登记入账.八是资产使用效率低,

没有形成资产共享共用.

八、下一步主要措施

(一)非金融企业.

一是创新监管方式.推进依法监管、分类监

管、对标监管、穿透式监管,实现监管全覆盖.监管

要刺刀见红,把压力传导下去.二是突出监管重

点.围绕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

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防范投资风险五个方面

从严监管.三是强化经营考核.实现“四挂钩”,

即:与企业领导人薪酬挂钩,与企业职工工资收入

挂钩,与对企业管控方式挂钩,与企业领导人员任

免挂钩.四是狠抓改革短板.进一步加强对市县

国企国资改革的指导,加强市县国资监管机构对出

资企业的监管.五是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

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事企不分问题.

(二)金融企业.

理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金融国有资产监管有关精神,完善国

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一是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完善我省顶层设计,

尽快印发«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为我省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提供重要依据.二是推进集中统一管理.

按照统一规制、分级管理原则,对我省国有金融资

本集中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明确界定财政部门、

有关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职责权限,压实管理责

任.三是严格全流程穿透管理.对国有金融企业

股权出资实施资本穿透管理,防止出现内部人控

制.强化对资本投向、资产交易、产权流转和境外

投资的监督.四是落实各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

度,组织实施好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监管、经营预算、

重大财务信息报送、股权董事监事管理、绩效评价

与薪酬管理、国有金融资产全口径报告等各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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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提高资本配置效

率,增强国有金融企业资本实力.一是统筹规划国

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合理调整国有金融资本在银

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比重,支持成立寿险公司、

金融科技公司等金融企业.二是完善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管理,建立国有金融资本补充和动态调整机

制.三是推进金融企业拓宽外部资本补充渠道.

重点推动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具备条件的国

有金融企业改制上市,推进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等增资扩股.四是提升内生性资本补充能

力.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活力,引导推进国有金融企

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

进一步深化全省国有金融企业改革.一是组

建山西省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完善政府性融

资担保体系.理顺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体制,提高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进一步推进股份制改革,

优化股权结构,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条

件成熟的国有金融企业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三

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在重大决

策、选人用人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重要职责,完善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加强国有金融机构股权董

事监事管理.四是强化国有金融企业防控金融风

险的主体责任.健全资本约束机制,坚持审慎合规

经营,强化风险管理规制,健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

置机制,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五是

推动国有金融企业履行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体责

任.发挥好绩效目标的导向作用,引导国有金融企

业主动服务实体经济.

(三)行政事业单位.

一是进一步完善资产管理机制和制度.根据

«山西省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山西省党政

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党政机关房

产和公务用车的管理.指导行政事业单位加强资

产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单位内部国有资产管

理办法,并有效落实制度.二是健全资产管理责任

制,各项资产使用和管理落实到人,明确职责.从

资产的购置、验收、使用、调拨、转让、报废、报损等

各个环节加强管理,堵住资产流失的漏洞,杜绝账

外资产和资产流失.三是完善资产管理工作流程

和审核机制,优化资产配置预算审核流程,建立合

理的工作机制,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四)自然资源资产.

通过建立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报告制度,客观

反映我省自然资源的现状和保护成效、运营效益.

一是依据国家自然资源评价制度和标准、规范,组

织开展全省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摸清底数.二是

逐步建设自然资源信息平台和监控体系,试编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三是根据国家统一安排和部署,

完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办法和标准,推进重点区域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四是完善相关制度

和规范标准,探索将自然资源资产纳入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

(五)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国有资产监管水平.

一是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国有企业改革治理统

一起来,进一步细化党建工作进公司章程的规范性

内容.二是进一步夯实党建基础工作,尽快实现国

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全覆盖.三是切实落实国有企

业和国有金融机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以党建工作促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有效监

管,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构筑防

范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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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初步审议意见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

«中央意见»)的精神,按照«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建立

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省委意见»)的相关规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全体组成

人员会议,在听取省政府财政、自然资源、国资部门

汇报的基础上,对«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综合报

告»)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金融企业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专项报

告»)进行了初步审议.现将审议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评价

«中央意见»是党和国家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

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党中央加强人大国有资

产监督职能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管好用好国有

资产,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具有重要意义.省

委高度重视,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意见»作为一项

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改革任务,准确把握主要精神和

重要原则,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了«省委意

见».今年是贯彻«中央意见»和«省委意见»的第一

年,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坚持问题导向,

克服国有资产种类繁多、监管职能分散、数据基础

薄弱等困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并富有成效的工

作,形成了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的«综合报告»和

«专项报告».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两个报告在报告范围、

报告内容和报告的着力点上基本符合意见要求.

«综合报告»体现了“全口径、全覆盖”的要求,按照

企业国有资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四类,比较全面准确地

报告了国有资产的基本情况.概括报告了国资国

企改革、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国资风险防控等情况,

简要归纳了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明确了下一步工作思路;«专项报告»比较详细地报

告了现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量、分布和行业结构

基本情况,全方位总结了管理工作现状,梳理分析

了管理取得的积极成效和现阶段主要问题,并提出

了进一步推进工作的思路和措施.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在省政府财政等有关部

门和省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意见实现了良好开

局.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两个报告总体

较好,情况反映比较全面,符合中央和省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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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问题查找比较准确,坚持了问题导向,积极回

应社会关切;工作安排符合实际,各项措施紧紧围

绕推动改革和促进发展的下一步目标任务,应当予

以肯定.

二、意见和建议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下

意见和建议,应当认真研究解决.

(一)对«综合报告»的审议意见

财经委组成人员认为,应当持续推动国有资本

做大做强,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继续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要坚持市场化、

法治化取向,推动国有企业瘦身健体、固本培元、提

质增效、转型升级.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

国企国资改革,着力在根上改、制上破、治上立,推

动各项改革全面深化.要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

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加快国有企业转型

发展,深度实施“腾笼换鸟”工程,扎实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

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

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建立健

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初步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

事会和经理层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治

理结构.完善薪酬管理机制,出台市场化选聘负责

人管理办法,激发国有企业的的创造力和市场竞争

力.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切实防控国有企业经营风险.

三是持续推进降杠杆减负债.要高度关注我

省煤炭企业负债率高的问题,加快国有企业土地、

资源手续办理,切实理清国企国资产权,降低资产

负债率.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债转股,持续推动金

融去杠杆,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多措并举帮助国有

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四是提高国有资产监管水平.推进职能转变,

科学界定监管边界,研究制订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

任清单,依法科学监管,有效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

分、事企不分问题.创新监管方式,以管好国有资

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

全为重点,优化监管流程,推进分层分类监管,提高

监管效率.

(二)对«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

财经委组成人员认为,应当持续深化国有金融

企业改革,做优做强国有金融资本.

一是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的配置导向.统筹规

划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有

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调整国有金融资本

在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比重,提高资本配置效

率.推动国有金融机构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加强

并改进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服务,进一步履行

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体责任,提升金融服务能力.

二是推动社会信用环境进一步优化.良好的

社会信用环境是保证银行业等众多金融机构正常

有序发展的前提,更对基础金融产业发展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作用.国有金融企业应充分利用自身地

位突出、资源众多、话语权多、影响力大的优势,协

调相关部门加强社会信用环境优化,强化与区域同

行业机构的协同发展,巩固基础金融产业发展.

三是强化国有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主体责任.

注重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防范风险主体责任.对农

信社等地方性金融机构给予技术指导、资金帮扶、

同业合作等多方面的帮扶,加快推动化解风险,引

导金融机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四是完善国有金融企业质量指标考核体系.

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由上至

下的考核导向都以质量为先,这是推动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提档升级的前提保证,也符合

当前全省经济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应加强对国

有金融企业发展质量考核,明确考核的指标体系,

确保股权投资、业务合作、机构设立等各方面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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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坚持质量为先的标准,进而带动国有金融企业向

高质量发展迈进.

(三)对国有资产报告工作的建议

财经委组成人员建议,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

强统筹协调,夯实国有资产报告基础.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

委的意见.要深刻认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

度对于切实摸清家底、发挥人大监督作用、提升管

理公信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大意义,将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意见作为一项重

要的政治任务和改革任务抓紧抓实.

二是强化协调配合,夯实基础工作.从现行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看,各类国有资产的监督职责分别

由相关部门和单位承担.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

加强“纵向联动”和“横向协作”,形成工作合力,稳

步推动国有资产报告工作.要逐步完善国有资产

管理会计制度、统计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和数

据库建设,实现相关地区、部门单位互联互通,全面

准确反映国有资本总量、投向、布局、处置、收益等

情况.

三是健全报告工作制度,确保内容全面准确.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健全产权管理、清产核资等

制度规定,规范工作规则,确保数据完整、真实、准

确.要将国有资产全部纳入报告范围,做到全覆

盖、全方位、无死角.如,对这次报告中没有纳入的

公共基础设施、国有储备土地、保障性住房和文化

资产、专利产权等无形资产要逐步纳入报告范围.

要逐步充实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流失情

况;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有效使用、避免浪费情况;

国有自然资源节约利用、生态保护等情况.

四是回应社会关切,做到公开透明.国有资产

报告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充分保障人民对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的知情权.要紧紧围绕这个根本目

标,按规定向全社会公开国有资产综合和专项报

告,让国有资产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来监督,不断

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报告要积

极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如对社会热议的国有企业

高管薪酬水平高、与职工平均工资差异大、监督管

理不规范等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准确客观地

反映相关情况,并制定出整改的措施.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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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的调研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卢晓中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中共山西省委印发«关于建立

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制度的意见»,要求建立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

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这是我省贯彻落实党

中央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重要决策部署的

具体举措.根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安排,本次

常委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７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

告».为做好相关工作,预算工委分别对六家省属

国有金融企业以及晋中市、长治市部分国有金融企

业进行了调研.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与管理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省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明显成效,金

融企业国有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资产布局有序调

整,资产管理逐步规范,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

强,对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一)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是国家及其授权主体直接

或间接对金融机构出资所形成的资本和享有的权

益,以及凭借国家权力和信用支持的金融机构所形

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据省财政厅汇总统计,

截至２０１７年末,我省国有独资、控股、参股的金融

企业 和 机 构 资 产 总 额 ９５１３ 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９７％;负债总额８０６４５亿元,负债率８４８％,比

上年下降２个百分点;形成国有资产９３８亿元.省

本级国有金融企业总资产５１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５９％;负债４１３９１３亿元,负债率８０７％,比上

年下降２９个百分点;形成国有资产７５１４亿元.

表１省本级和各市县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单位:亿元

资产总额 占比 国有资产 占比

省本级金融企业集团 ５１２６ ５３９％ ７５１４ ８０１％

市县金融企业集团 ４３８７ ４６１％ １８６６ １９９％

合计 ９５１３ １００％ ９３８ １００％

表２　省本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分布情况　　单位:亿元　　

资产总额 占比 国有资产 占比

１银行业 ３２５８７１ ６１３％ ２７９ ３１５％

２证券业 ５６０２４ １０５％ ９９６１ １１２％

３保险业 ２４６９ ０５％ ４９３ ０６％

４担保业 ９３９ １８％ ７９８４ ９％

５其他 １３７８２ ２５９％ ４２３４ 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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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市县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分布情况　　单位:亿元

资产总额 占比 国有资产 占比

１银行业 ４００７４６ ９２４％ ５００７ ２７％
２证券业 ６５８ １５％ ２２８ １２％
３保险业 ０ ０ ０ ０
４担保业 １１１２１ ２６％ ５７０６ ３０８％
５其他 １５１９ ３５％ ７６１５ ４１％

　　截至２０１７年末,全省金融企业投向省域外的

资产规模１５５１亿元,集团层面享有的权益总额

４８２亿 元.与 ２０１６ 年 相 比,投 资 总 额 增 长 了

２２５％,权益增长了１８１％.其中,境外金融企业

资产规模１０８亿元,集团层面享有的权益总额

８３亿元.境外资产全部由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

投资形成,主要集中在证券业.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１、国有金融资本实现保值增值.２０１７年,全

省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入２６５３亿元,相比上年增

长１７６％,实现净利润６５９亿元,相比上年增长

１２５％.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平均保值增值率为

１０４７％,营 业 收 入 １５０４ 亿 元,相 比 上 年 增 长

２０４％;实 现 净 利 润 ３７４ 亿 元,相 比 上 年 增

长１１９％.

２、防风险能力逐步增强.银行不良率逐步降

低,２０１７ 年 末,我 省 六 家 商 业 银 行 不 良 贷 款 率

１７１％,比上年末下降００４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１７４％的平均水平,其中,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不良率从年初１８６％降至年末１６１％,长治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 司 不 良 率 从 年 初 １８２％ 降 至 年 末

１７６％,阳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良率从年

初１３５％降至年末１０３％.

３、服务实体经济效果逐步显现.国有金融机

构着力发挥支持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聚焦重大战

略和薄弱环节,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山西金融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我省境内企业、机构新增融资

２４１３亿元,较２０１６年增加１６９％.晋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累计投放各项贷款超过１０００亿

元,新增贷款４００亿元;积极支持煤炭企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提前全面完成省属七大煤企转型升级

中长期专项贷款的置换;实行授信审批“绿色通

道”,全年共有９５户企业利用“绿色通道”取得了授

信支持;服务“双创”战略,成立了太原首家科技支

行,累计服务３４１户企业,为７４户小微企业提供

５４２亿元贷款支持.山西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

以单一客户为平台,对核心企业上下游进行深度挖

掘,２０１７年新增小微企业客户４３户.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面临和存在的主要

问题

近年来,我省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取得明显

成效,但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新发展理念

要求、先进地区同行业发展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

差距.

(一)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有待进一步

完善

一是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存在职责不清、权

责不明确的问题.监管职责分散在财政、国资、金

融监管局等部门和单位,监管交叉、监管空白同时

存在,而且不同主体的要求标准不一致,加重了企

业的遵从负担.

二是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范围边界不够

清晰.出资人职责与公共管理职责和行业监管职

责的边界不够清晰,存在身份重叠、职责错位等问

题.出资人未能根据商业性、政策性等金融机构不

同性质,完善授权经营机制,明晰委托代理关系,有

效发挥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用.一些政

府部门派出的董事、监事缺乏资本投资运营专业能

力或金融从业经验,甚至不具备金融从业资格和任

职条件,无法有效履行相应职责.

三是国有金融资本经营管理缺乏有效地约束

和激励机制.从约束机制看,出资人缺位导致内部

人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容易造成决策和投资的盲

目性,对重大决策失误、重大投资失误等缺乏有效

监管和问责.部分金融企业“三会一层”治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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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从激励机制看,国有金融企业

薪酬制度还不够完善,领导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机

制如何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相适应、与

绩效考核相挂钩,还需要进一步科学设计.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经营绩效评价机制有

待进一步健全

一是国有金融企业差异化考核管理体系不够

完善.目前,尚未制定对商业性金融企业和政策性

金融机构的分类考核办法,没有很好解决商业性金

融企业开展政策性业务的绩效评价问题,对政策性

金融机构的考核中盈利指标仍占较大比重,没有完

全做到经营性职能和政策性职能各归其位、有效

衔接.

二是对国有金融企业经营性职能的考核不够

专业.虽然已经有了盈利能力、经济增长、资产质

量和偿付能力等四个维度的评价体系,但实践中规

模类、速度类指标较多,质量类、效益类指标较少.

由于考核结果又直接与企业薪酬水平相联,导致金

融企业经营管理仍然存在重规模利润轻风险管控、

重发展轻合规的现象,不利于引导企业做优做强,

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作为核心指标的保值增值

考核本身还不够精细科学,对经营性保值增值突出

不够.

三是对国有金融企业政策性职能的考核不够

科学.由于贷款规模、不良率等考核指标设置不够

合理,外加当前经济结构调整期,银行对处于产业

链末端的企业存在恐贷惧贷情绪.从调研情况看,

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高于基准利率

５０％左右,而同期大中型企业基本执行基准利率.

山西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年化担保费率

为２２６％,高于全国１５％的平均担保费率水平,

不符合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不高于２％的要求,客观

上造成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成本高.

(三)防风险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隐性不良贷款风险仍需高度关注.我省

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整体水平虽然不高,但部分商业

银行不良率有所回升,大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不良率从年初１１７％升至年末１１９％,晋城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不良率从年初１８６％升至年末

２０４％,晋中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不 良 率 从 年 初

１８０％升至年末２２５％.调研还发现,潜在信用

风险尚未完全出清,个别正常或关注类贷款中仍包

含部分多次展期等有较大风险的贷款.一些地方

还存在虚假处置不良资产、贷款的五级分类未能准

确归类、隐瞒不良贷款、人为降低不良率等问题.

二是经营性风险不容忽视.我省国有金融企

业自身业务发展相对滞后,业务种类少,差异化配

置不够,市场化、专业化程度较低,抗风险能力不

足.煤炭、焦化、钢铁、电力等企业偿债压力较大,

潜在的信用风险不容忽视.关联担保、相互担保问

题在企业间普遍存在,可能酿成系统性区域性风

险.调研了解到,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土

优势发挥不够,所占市场份额小,承保能力不足,偿

付 风 险 较 大,虽 然 综 合 偿 付 能 力 充 足 率 为

１６８１％,满足１００％的监管标准,但与大型保险机

构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且公司近三年偿付能力充足

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应当关注资本市场长期低迷,市值大幅缩

水,对股权抵押融资的金融企业可能带来的风险及

扩散效应.

三、进一步加强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

建议

加强和改进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必须紧紧

围绕党中央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认真研究解决现实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取得实效.

(一)推进落实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

一是落实完善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制度.出

资人制度是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的核心.应按

照不缺位、不越位原则制定出资人权利、义务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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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清单,保障出资人权力、履行出资人义务、落实出

资人责任.厘清出资人管理与行政管理、行业监管

的边界,推动错位职责归位,并建立起出资人管理

与行业监管等有效地沟通协调机制.

二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国有金融资本监管制度.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的理念和政资分开、政

企分开的原则,总结国有金融资本授权经营的经验,

严格按照集中统一、全流程全覆盖、穿透管理的要

求,区分国有金融机构的不同性质、分类施策,形成

科学规范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架构.健全监督体系

和问责机制,严格责任追究,采取具体措施防止“内

部人控制”和里应外合问题,努力推动金融企业国有

资产审计全覆盖.

三是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回归金融本源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处理好保

值增值、提质增效等市场经营性基本要求与服务实

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等政策功能性要求的关系.

进一步完善对保值增值情况的评价机制,增加质量

效益性指标,真实准确反映经营性保值增值情况,

并以此作为评价绩效的基础性指标.研究健全金

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相关统计和考核体系,对服

务实体经济的情况进行量化评价.对国有商业性

银行机构提供政策性服务与经营性业绩实行分类

考核.

(二)大力促进国有金融机构持续健康经营

一是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按照市场

化原则,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加快从“管资产、管企业”向“管资本、管股权”

改变,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金融机构整体改制上

市.发挥绩效目标的导向作用,把握好发展方向、

战略定位、经营重点,突出主业、做精专业,提高稳

健发展能力、服务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建立科学规

范的投资决策机制,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要切实提高投资有效性”的明确要求.解放思想,

寻求突破,按照规定,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股权开

放,优化金融资本结构,加快国有金融机构对外开

放步伐.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政策,推动企业扁平

化管理和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建立完善符合实

际的金融人才选聘、考核和薪酬制度.

二是统筹优化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适应

经济发展需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调

整国有金融资本在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比重.

既要减少对国有金融资本的过度占用,又要确保国

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保持必要的控制力.推动

国有金融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要基础设

施和重点金融机构集中,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三是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和支持转型

发展的能力.创新金融支持转型升级方式,在去产

能过程中,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加

快不良贷款核销和批量转让,做到应核尽核,依法

维护金融债权.推动国有金融机构回归本源、专注

主业,牢固树立与实体经济俱荣俱损理念,围绕实

体经济需要,开发新产品、开拓新业务.加强并改

进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服务,鼓励金融机构与

发展前景良好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优质企业有效对

接.扩大金融市场准入,拓宽民营企业融资途径,

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解决民

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依法审慎合规的前

提下,鼓励设立绿色金融专营机构,大力开展绿色

金融服务.推动信息化建设,着重解决政府“信息

孤岛”问题,统筹公安、工商、税务、人行、海关等方

面的大数据,搭建实体经济与金融企业信息共享

平台.

(三)提高国有金融资本防范风险能力

一是强化国有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主体责任.

国有金融机构应细化完善内控体系,强化自身资本

管理和偿付能力管理,保证充足的风险吸收能力.

坚持审慎经营,加强风险源头控制,动态排查信用

风险等各类风险隐患,健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理机

制.规范产融结合,按照金融行业准入条件,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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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和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参股国有金融企业,有

效建立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分离的防火墙.严格

股东资质和资本金来源的审查,参股资金必须使用

自有资金.加强不良贷款分类确认准确性管理,使

不良贷款率真正反映不良贷款水平,完善不良资产

处置机制.

二是建立金融监管与国资管理相关部门和机

构间的联席会议制度.支持各部门之间定期通报

情况,共享动态信息,共同研究完善监管措施.行

业监管部门定期向国资管理部门推送发现的国有

金融企业重大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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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列席人员名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一、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３６人)

马瑞燕(女) 王文保 王俊飚

王润梅(女) 王娟玲(女) 王雅丽(女)

牛三平 双少敏(女) 申纪兰(女)

田永东 冯　冰 邢利民

吕春祥 刘　正 刘宏新

许小红(女) 孙　涛 李志强

李秋喜 李晋平 李桂琴(女)

杨林花(女) 杨　蓉(女) 辛　琰(女)

张宏祥 张建国 郝　旭

姚武江 栗翠田 高丙伟

高祥明 郭凤莲(女) 黄庆学

阎少泉(女) 阎美蓉(女) 董　林

二、驻晋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５人)

妙　江　　　昝宝石　　栗桂莲(女)

韩清华(女)　焦斌龙

三、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１４人)

吴俊清　　省教育厅厅长

张新伟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

薛维栋　　省民政厅厅长

薛永辉　　省司法厅厅长

卢建明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社厅厅长

董一兵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王立业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闫晨曦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常书铭　　省水利厅厅长

乔建军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韩春霖　　省商务厅厅长

冯　征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

薛军正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王　亚　　省审计厅厅长

四、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１人)

卢功勋

五、武警山西总队司令员、政治委员(２人)

曾友成　　武警山西总队司令员

李清涛　　武警山西总队政治委员

六、省委副秘书长(５人)

储祥好　　宋　伟　　王成禹　　宋惠民　　

宋红波

七、省委工作机关和省委工作机关管理机关负责人

(７人)

董晓林　　省委网信办(省网信办)主任

李建刚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曹荣湘　　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

何　青　　省委巡视办主任

张　峻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

景广学　　省委机要局(省国家密码管理局)局长

郝永明　　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省国家保

密局)主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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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１人)

顾昭明

九、省人大各专委和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副主任、局

长、副局长、巡视员、副巡视员(２６人)

阎默彧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　钧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段宝燕(女)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有智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进喜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尹天五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岳红(女)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谭继海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　钢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郭艳成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志刚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高建平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吕　明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秦　钟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拯瑜　　研究室副主任

孙剑纲　　研究室副主任

叶增强　　信访局局长

吴明禄　　信访局副局长

邬敬文　　内务司法委员会巡视员

祁玉林　　农村工作委员会巡视员

高在前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巡视员

连慧峰　　预算工作委员会副巡视员

郑秋喜　　办公厅副巡视员

王春光　　办公厅副巡视员

李秋和　　办公厅副巡视员

赵建平　　财政经济委员会原主任委员

十、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１

人)

王李平

十一、省高院副院长和太铁中院院长(４人)

朱　明　　方剑锋　　翟瑞卿　　

许文海(太铁中院院长)

十二、省检察院副检察长(３人)

崔国红　闫绪安 　苑　涛

十三、省政府副秘书长(６人)

张文栋　翟振新　 梁敬华　 高建军　王延峰

丁纪岗

十四、省政府直属机构负责人(７人)

李海渊　　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赵晓春　　省体育局局长

张晓东　　省统计局局长

梁克昌　　省政法委副书记,省信访局局长

霍红义　　省人防办主任

刘志杰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刘中雨　　省医疗保障局局长

十五、省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负责人(４人)

王云龙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王锁成　　省司法厅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

局长

贠亚明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郭丙福　　省交管局(省交警总队)局长(总

队长)

十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副秘书长(２人)

张　羽　 汪　凡

十七、省管事业单位负责人(２６人)

刘英魁　　山西广播电视台台长

张志仁　　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

院)院长

赵春明　　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山西农业大

学校长

张晓光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山西社会主

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韩　红(女)省档案馆馆长

徐忠和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院长

王学军　　省煤炭地质局局长

彭东晓　　省地质勘查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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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魁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主任

王拥军　　省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卫继周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级政府采

购中心)主任

李德胜　　省测绘地理信息院院长

惠高峰　　省公路局局长

王进仁　　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

赵丽华　　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主任

王振海　　省煤炭基本建设局局长

赵新利　　省投资咨询和发展规划院院长

张　涛　　省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任

李荣山　　省人民医院院长

李　保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院长

艾凌宇(女)省投资促进局局长

常建忠　　省禹门口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

薛春生　　省就业服务局局长

孔宪江　　省社会保险局局长

张元成　　山西博物院院长

边新文　　省委前进期刊总社社长

十八、省人民团体负责人(７人)

郭　健　　省文联常务副主席

杜学文　　省作家协会主席

陈河才　　省贸促会(山西国际商会)会长

狄重阳　　省供销社主任

卫　国　　省残联理事长

张云泽　　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

郑　红(女)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十九、中央驻晋单位负责人(３４人)

张峻华　　省国家安全厅厅长

郭星全　　省地震局局长

梁亚春　　省气象局副局长

王建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所长

王万绪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院长,

中轻日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建东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山西分公司总

经理

翟因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李秀萍(女)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山西分公

司总经理

李志强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庄　军　　审计署太原特派办特派员

王俊启　　中国大唐集团山西分公司总经理

王　琳　　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行长

张群波　　山西黄河河务局局长

邹嘉宏　　中国信达山西分公司副总经理

陈宏伟　　中铁十七局董事长、党委书记

孔晓湘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负责人

张红路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业务

总监兼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任超忠　　中国民用航空山西安全监督管理

局局长

董德中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董

事长

黄　锋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三局局长

刘瑞平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宋津喜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红保　　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局长

王来保　　山西储备物资管理局局长

季建文　　中国东方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程岩峰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山

西分公司副总经理

刘旭伟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

张国宏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销售分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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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贤掌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局长

王文忠　　山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

(总经理)

张庆增　　财政部驻山西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

处监察专员

曹志强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总经理

赵东明　　华能山西分公司总经理

杜将武　　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

二十、在并省属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负责人(５人)

王茂盛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创民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国彪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　强　　山西能源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樊安顺　　省黄河万家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十一、在并省属文化类企业负责人(５人)

王　雷　　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惠跃　　山西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高晓江　　山西影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贺建平　　山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李　伟　　山西日报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二十二、在并省属金融类企业负责人(３人)

郑富核　　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阎俊生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晓军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

二十三、在并本科院校负责人(６人)

黄桂田　　山西大学校长

杨述平　　太原工业学院院长

李　伟　　山西传媒学院院长

张惠选　　山西警察学院院长

李　忱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校长

武东升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二十四、省政府驻外办事处主任、副主任和省援疆

前方指挥部总指挥(６人)

陈晓东　　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韩　侠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魏成生　　省政府驻天津办事处主任

刘亚林　　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

李　格　　省政府驻新疆办事处副主任

程银锁　　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

二十五、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１０人)

冯润春　　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郭普跃　　大同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任　凯　　朔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兰军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杨允强　　晋中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利军　　阳泉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牛金生　　长治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学琦　　晋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苏文龙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赵振国　　运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二十六、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１人)

刘雁斌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

二十七、设区的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代理主任(１０

人)

梁晓旭　　大同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康吉仁　　朔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范晋昌　　忻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张稳科　　吕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丁利军　　晋中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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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纪平　　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谷　明　　长治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

那志茂　　晋城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周计伟　　临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周跃武　　运城市监察委员会代主任

二十八、设区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９人)

白永旺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白险峰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硕才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史红波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陈明华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原占斌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于昌明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周太生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高文君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二十九、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代理检察长

(１１人)

宁建新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段运生　　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原维宁　　朔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周东曙　　忻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郭　鸿　　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南世勤　　晋中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

王廉允　　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赵雅清(女)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世荣　　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马红彬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崔　峰　　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三十、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筹备组组长

(１０７人)

陈其武　　小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尹晓平　　迎泽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牛东全　　尖草坪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侯　安　　万柏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阎亮娥(女)古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晋涛　　清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　勇　　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永魁　　娄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丽萍(女)平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杰　　云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近源　　云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志强　　左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晓红(女)阳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世清　　天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维平　　浑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索根生　　灵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苑在雨　　广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杰　　朔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焦　文　　平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司永恒　　怀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相　成　　山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玉儒　　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曹占贵　　右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宁康平　　忻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尚茂生　　原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曲建成　　定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建坤　　五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明亮　　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　琦　　繁峙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在岐　　宁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秦文明　　静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国强　　神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靳海珍　　五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玉春　　岢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尚旗　　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润和　　偏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志毅　　交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九聪　　文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白小勤　　汾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殿生　　孝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隰平　　交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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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东　　石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喜旺　　中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繁昌　　柳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俊禄　　离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建国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临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

白鹏昊　　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尹永平　　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贺新众　　方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鹏飞　　榆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　宇　　介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春华　　左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祥书　　和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显鸣　　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成元　　寿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游大庆　　太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卢建华　　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雷新平　　平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世强　　灵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保存　　阳泉市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彦军　　阳泉市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如生　　阳泉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郝建国　　平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武润珍　　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耀华　　潞州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组长

孙彩虹　　潞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贵兴　　屯留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成枝　　长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卫　明　　壶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宋忠义　　平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玉飞　　黎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路晓波　　武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崔玉彪　　襄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光清　　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宏斌　　沁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靳水生　　泽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志刚　　高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保国　　阳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江龙　　陵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沁林　　沁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午生　　尧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兴民　　侯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占平　　霍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　伟　　曲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殿梁　　翼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凡　　浮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安民　　襄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玉龙　　洪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建辉　　安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金虎　　古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文魁　　汾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金庄　　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晓民　　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新平　　大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　静(女)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连青　　永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一民　　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　明　　永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凯旋　　河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建莉(女)临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政光　　万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逯光耀　　闻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　晓　　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社院　　垣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永林　　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孝木　　平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姚广升　　芮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三十一、十二届省政协委员(５５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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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李仁和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

定,接受李仁和因工作变动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职务的请求,并报省人民代表大

会备案.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黄巍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

定,接受黄巍因工作变动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

备案.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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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汤俊权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张钧、段宝燕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

孙剑纲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免去:

汤俊权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

张晋仁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依据中共中央中委〔２０１８〕９２２、９２４号文件和

省委晋发〔２０１９〕３号文件通知、楼阳生省长的提名

决定免去:

林武、陈永奇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另依省委研究的意见、楼阳生省长的提名

决定免去:

李晓波的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职务;

李凤岐的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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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孙洪山代理院长

的提名

免去:

刘冀民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职务;

袁振民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另依省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孙洪山代理院长

的提名

免去:

李冰、白迎唐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孙洪山

提名人事免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孙洪山代理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免去刘冀民的省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职务,袁振民、李冰、白迎唐的省法院审判员职务.本委对以上拟免职人员的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

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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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依据省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海

检察长的提名

免去:

张芬芳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张志浩的永济董村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侯建华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检察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免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免去张芬芳的省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张志浩的

永济董村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侯建华的省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员

职务.本委对以上拟免职人员的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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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关于调整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草案)(书面)

二、听取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三、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书面)

四、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五、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议程(草案)(书面)

六、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书面)

七、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八、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九、审议«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

十、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

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决定»

十一、审议和批准«长治市养犬管理条例»

十二、审议和批准«长治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规定»

十三、审议和批准«长治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十四、审议和批准«临汾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条例»

十五、审议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

十六、审议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的综合报告(书面)

十七、审议关于２０１７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八、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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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９

年１月１９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是:一、审议关于调整山

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时间

的决定(草案)(书面);二、听取关于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三、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

的工作报告稿(书面);四、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

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五、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书面);六、审议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书面);七、审议山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

成人员名单(草案)(书面);八、审议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

(书面);九、审议«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十、

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

大事项的规定›的决定»;十一、审议和批准«长治市

养犬管理条例»;十二、审议和批准«长治市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规定»;十三、审议和批准«长治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十四、审议和批准«临汾市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条例»;十五、审议关于«山西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

期评估报告;十六、审议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十七、审议关于２０１７年

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十八、

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１月１９日上午,本次常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他就本次

会议的议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

会议听取了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筹备组负责人、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仁和作的关于省十三届人

大二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事代表工

委主任张高宏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赵建平作的关于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

了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姜四清作的关于«山西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

情况中期评估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大同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决

定»等５部地方性法规和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及批准

决定草案(书面);审议«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

和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关于调整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草

案)(书面);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书面);审议关于个别代表

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书面);审议山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

名单(草案)(书面);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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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书面);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１月２０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岳普煜主持.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

厅长武涛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

主任卢晓中作的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的调研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卫小春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胡

江云同志主讲了«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理论

与实践———兼论山西开发区».

１月２０日下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李俊明主持.会议听取了法制委员会主任

委员赵建平作的关于«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

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该条例(草

案).

联组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免

议案;审议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审议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

于２０１７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

报告.

分组会议之后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调

整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表决通过了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表决通过

了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

团和秘书长名单、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列席人员名单;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山西省开发区条例

(草案)»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决定»

«长治市养犬管理条例»«长治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规定»«长治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临汾市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

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向通过任命的省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汤俊权,省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钧、段宝燕,省人大常委会研

究室副主任孙剑纲颁发了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进行了集体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０人,实出席５６

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卫小春、李悦娥、

高卫东、岳普煜、李俊明,秘书长李仁和,委员于亚

军、王卫星、王安庞、王宏、王继伟、王联辉、王斌全、

卢晓中、卢捷、白秀平、白德恭、冯改朵、成锡锋、乔

光明、刘本旺、刘美、闫喜春、汤俊权、李亚明、李栋

梁、李俊林、李高山、李效玲、李福明、杨志刚、杨增

武、张华龙、张李锁、张高宏、张葆、张锦、陈继光、陈

跃钢、赵向东、赵建平、秦作栋、袁进、贾向东、高新

文、郭玉福、郭金刚、郭新民、黄卫东、梁若皓、梁俊

明、董岩、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委员王利波、吴玉

程、黄巍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副省长王一新、贺

天才,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曾庆勇、委员王海林,省

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孙洪山,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各机构负责人,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各

市、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市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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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干事 激情干事 开拓干事

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

———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骆惠宁

各位代表、同志们: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大

政方针及省委决策部署,在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共

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就要胜利闭幕了.

会议审议批准各项重要报告,讨论通过了各项决

议,补选孙洪山同志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补选

５名同志担任省人大相关职务.会议期间,全体代

表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职责,展示

出昂扬向上的风貌,全省人民和社会舆论对大会给

予热议好评.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

力的大会,是一次民主团结、风清气正的大会,是一

次鼓舞斗志、拓展新局的大会.

各位代表、同志们,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８年,是砥

砺奋进的一年,也是成果丰硕的一年.我们持续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一个指引、两手硬”,以改革带

动整体工作水平提升,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始终沿着

正确方向扎实前行.我们坚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结合起来,作为经济工作

主线,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发展,坚持丰富“三条基本

经验”,实现了经济稳步向好、结构持续优化、动能

加快转换.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打造山西新优势新动力新形象.

我们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

大攻坚战上取得重要突破,实现民生福祉明显改

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我们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取

得压倒性胜利,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进一步培厚,

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日益充沛.山西

在经历了极不平常的重大转折后,又在“两转”基础

上拓展了新的局面,尽管前进道路上还面临许多困

难和挑战,我们对山西发展的光明前景更加充满

信心.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站在改革开放４０

年的历史节点,放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时代方位,肩负实现“三大目标”的重大使命,我们

深感必须高扬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旗帜,再来一场学

习的革命、思想的革命、工作的革命,非常有必要在

全省开展一场“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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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七次全会已就此作出决定,春节后省委将部

署实施.全省要通过大讨论,进一步破除僵化保

守、因循守旧、封闭狭隘、资源依赖、随遇而安、慵懒

散漫等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做法,进一步解决改

革意识不强问题、创新精神不足问题、扩大开放不

够问题、市场理念不浓问题、工作标杆不高问题、作

风不实问题,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创新再

发力、开放再提质、工作再抓实,带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在三晋大地蔚然成风,为各项事业提供强大

动力、营造良好氛围、筑牢政治思想保证.今年的

工作以这场大讨论开局,彰显了山西在新时代勇立

潮头、锐意开拓的良好姿态和形象,这是关乎全省

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全体公民都要踊跃参

与,形成强大的正能量.人大代表是各条战线的先

进分子,大家要结合履行代表职责,在大讨论中争

当先锋.

各位代表、同志们,从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全

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到

这次“两会”,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已经出台,今年

目标任务已经确立,现在关键是要抓好落实.各级

各方面都要联系实际,按照职责,强化抓落实能力

的建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深

入一线,带领群众攻坚克难.我们要保持斗争精

神,守住底线,勇攀高峰,为山西振兴崛起奠定更加

牢固的基础.

各位代表、同志们,十三届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已取得良好开局、呈现新的气象,为推动全省各项

事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新的

一年,希望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增强代表

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政治责任感,树立一线意

识,坚持一流标准,更好担负起新时代赋予人大的

历史使命,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希望各级人

大代表充分发挥党和人民“连心桥”作用,忠实代表

人民利益和意志,在依法履行职责上取得更大

成效.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担当干事、激情干事、开拓干

事,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奋力谱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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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公　告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开发区管理和服务,促进开

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发挥开发区功能优势和开放引

领作用,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发区的规划建设、

设立变更、管理运行、产业发展、开放合作、服务保

障等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开发区,是指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

政府批准设立的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国家级、省级开发区.

第三条　开发区是转型综合改革的主要平台、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

区,应当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创新、规划引

领、集聚集约、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原则,培育

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传统产业.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开发区工作

的领导,制定促进开发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议

事协调机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开发区

的建设和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

促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具体措施,落实目标责

任制和奖惩制度,推进开发区健康发展.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开发区主管部门负责全

省开发区的统筹布局、综合协调、指导服务、考核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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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等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开发区的综合协调、指导服务

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

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

开发区相关工作.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全省开发

区总体发展规划,构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完

善、各具特色的开发区发展格局.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全省

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开发区

建设发展实施方案.

第七条　开发区应当根据自身交通区位、资源

禀赋、产业基础、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等条件,编制开

发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开发区总体规划应当符合本行政区域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跨设区的市

的开发区总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开发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审批.

第八条　开发区用地应当纳入所在地设区的

市、县(市、区)用地统一供应管理,依据开发区用地

和建设规划,合理确定用地结构,严格执行土地出

让制度和用地标准、国家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对发展较好、用地集约的开发区,应当优先安

排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开发区应当依法合理、节约集约开发利用土地

资源,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第九条　开发区应当整体建设基础设施项目,

配套供电、供气、供热、供水、通信、交通、消防、防

汛、人防、治污等设施,并同步建设公共信息、技术、

物流等服务平台和必要的社会事业项目.

第三章　设立变更

第十条　设立省级开发区,由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向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省人民政府开发区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审查意见后,报省人民政

府审批.

第十一条　省级开发区拟升级为国家级开发

区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提出申

请,经省人民政府开发区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

出审查意见;具备升级条件的,由省人民政府按照

规定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二条　开发区因发展需要扩区或者调整

区域且符合规定条件的,按照原审批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开发区综合

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对开发区实行有进有出、

有升有降的动态管理.

第四章　管理体制

第十四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作为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行

使经济管理权,提供投资服务保障.

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

原则,科学合理设置内设机构.

鼓励创新开发区管理体制,探索市场化管理等

模式.

第十五条　开发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根据开发区的实际需要和承接能力,可以依法授予

开发区管理机构必要的行政管理权.

开发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授权

事项实行目录管理,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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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和实施开发

区各项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

(二)组织编制、修改开发区的总体规划、控制

性详细规划;

(三)受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委托,向省人

民政府申报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经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同意,办理土地出让(划拨)、收回、处

置事项;

(四)依据国家和省产业政策,适应市场需求,

组织编制产业发展规划,统筹产业布局,按照规定

权限负责企业投资项目的备案、核准;

(五)制定招商引资政策,健全招商引资机制;

(六)组织编制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明

确开发区生态保护、环境质量、资源利用和环境准

入负面清单等方面的管控要求,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

(七)协调落实开发区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八)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赋予的其

他职责.

第十七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

省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布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

面清单.

第十八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

精简或者剥离开发区承担的教育、民政、卫生健康、

信访、社会保障、征地拆迁、城中村改造等社会管理

职能,交由开发区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明确开发

区财政体制,完善开发区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有条

件的开发区可以实行财政独立核算.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与开发区

建立合理的投入和收益分配制度,适当向开发区

倾斜.

第二十条　开发区统计工作按照行政区划实

行在地统计,开发区统计数据纳入所在地县(市、

区)统计数据.

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直接管理的开发区,内设

统计机构按照开发区统计报表制度进行统计,主要

经济指标由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统计部门评

估审核后纳入所在地县(市、区)经济指标统计;由

县(市、区)人民政府直接管理的开发区,主要经济

指标由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统计部门统计.

开发区统计报表制度由省人民政府开发区主

管部门会同统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开发区

工作需要可以批准有关部门向开发区派驻工作机

构,依法履行相关行政管理职责.

第二十二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整合内部

执法机构,设立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对入区企业实

行综合监管.

第五章　运行机制

第二十三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对权限范围内

的审批事项,应当简化审批流程,推行一个窗口受

理、集中办理、限时办结,为企业、投资创业者提供

一站式、代办制等优质、便捷服务,其他建设、运营、

服务等事务,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委托给专业机构

办理.

第二十四条　开发区应当创新人事和薪酬制

度,实行领导班子任期制、岗位聘任制、绩效工资

制,逐步建立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管理运行

机制.

第二十五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所属事业

单位应当在省或者设区的市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

编制内设置岗位,自主聘用工作人员.

开发区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机构编制

部门核定的编制内自主调整内设机构及其所属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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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编制、职数、名称、职能,报原核定部门备案.

按照规定程序采取市场化方式选聘的开发区

高级管理、技术人员不受职数限制,实行合同管理.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开发区应当

建立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机制,完善保障制度.

对开发区管理机构或者其所属事业单位因工

作或者特殊需要聘用的高层次人才和招商人员,可

以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等形式.

第六章　产业发展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开发区建设下列项目:

(一)采用国家和省明令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

装备的;

(二)生产国家和省明令淘汰产品的;

(三)国家和省明令禁止的其他项目.

第二十八条　开发区应当按照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要求,严格执行入区项目准入标准,推动开

发区循环化改造和资源循环利用,促进清洁生产,

健全环境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引导产业结构向绿

色、低碳、循环方向发展.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开发区

管理机构可以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招商引资优

惠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资

源禀赋优势产业和绿色高端产业的支持力度.

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完善重大招商项目跟踪

服务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向优势企业集聚.

第七章　开放合作

第三十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招商引

资项目库,创新招商引资方式,主动开展招商引资

活动,完善招商项目配套服务机制,保障招商项目

落实.

第三十一条　鼓励开发区按照优势互补、产业

联动、市场导向、利益共享的原则,建立跨区域合作

机制.

第三十二条　开发区按照国家规定对外商投

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鼓励开发区引进高技术、高附加值外资项目.

第八章　服务保障

第三十三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实行企业

投资项目承诺制,推行信息化政务服务,向企业和

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第三十四条　开发区应当建立科技人才与企

业的对接平台,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第三十五条　开发区应当建立知识产权保护

和运用机制,建立便利化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和交

易平台.

第三十六条　开发区应当建立多元化的投融

资运行机制,拓宽融资渠道.

鼓励国内外企业和个人在开发区依法设立信

用担保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

第三十七条　开发区应当建立健全投诉协调

机制,受理并及时处理企业和投资者反映的诉求以

及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和举报.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对开发区管理机构上报的事项未及时

办理,或者干扰开发区管理机构正常行使管理职

权,影响工作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九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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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理和服务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经国务院或者省

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纳入开发区管理序列的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区等,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商务厅厅长　韩春霖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就«山西省开发区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是贯彻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开发区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具体举措.«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办发〔２０１７〕７号)明确指出要优化开发区形态和布

局、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全面深化开发区体制改

革、完善开发区管理制度,并明确要求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应根据新形势要求,因地制宜出台或修

订本地区开发区地方性法规、规章.省委省政府

«关于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晋发

〔２０１６〕５０号)明确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

步推动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开发区发展动力

和活力,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二是加快推进开发区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

目前,我省经国务院或者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国

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有４２家,分布于省内１１个市域

范围 内.２０１７ 年,全 省 开 发 区 GDP 占 全 省 的

１２４％;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的１０９％;税收收入

占全省的 ８５％;进出口总额占全省的 ６３９％.

２０１６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将开发区作为转型综改

的主战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能引擎,开发区在

全省国民经济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目前

我省还没有一部调整和规范全省开发区发展、管理

和服务的地方性法规,这与开发区在全省经济转型

发展中日益凸显的地位很不相称.因此,制定«条

例»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三是“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在开发区改革发展

中的生动体现.我省设立开发区以来,积累了不少

有关开发区管理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很有必要

将我省开发区建设发展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用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传承下去,助力未

来我省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全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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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体制机制改

革和创新发展的政策,省直各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

配套政策和措施,政策效应明显,在全国引起了较

大反响.立法工作主动适应开发区转型升级的需

要,制定出台«条例»,将为我省开发区建设发展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

四是省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授权决定为顺

利制定出台«条例»奠定了基础.２０１７年３月,省

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通过在示范区试点,从体制

机制、运营模式、规范管理等方面为全省开发区立

法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２０１８年８月,省人大

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

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的决定»,进一步

明确了开发区管委会的法律主体地位,授予了开发

区管理机构相应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管理

权限,使开发区管理机构履行相关行政管理事项有

法可依,对推动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加快项目引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为进

一步制定出台«条例»奠定了基础.

二、«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七章,四十二条.分别为总

则,设立、升级、扩区和退出,管理体制,产业发展,

服务保障,法律责任和附则.

(一)明确了范围,界定了职责.«条例(草案)»

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明确了开发区的适用对象

和范围,功能定位和发展原则;第五条、第六条对政

府和主管部门的职责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进

行了界定.

(二)规范了开发区的设立、升级、扩区和退出.

«条例(草案)»第七条至第十二条,规定了开发区规

划布局应当坚持的原则和一次规划到位、分步实施

具体要求,明确了建立有进有出、有升有降的开发

区动态管理机制,对开发区的设立、升级、扩区和退

出的审批机关及具体的审批流程作了规定.

(三)规 范 了 开 发 区 的 管 理 体 制.«条例(草

案)»第十三条至第十九条,明确了开发区管理机构

的性质、职责与权限及其内设机构的设置原则,开

发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事项及其管理

模式,开发区社会管理职能的承担,开发区财政管

理体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向开发区派驻机构的派

出原则及领导体制,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整

合设立等.

(四)明确了开发区产业发展的相关规定.«条

例(草案)»第二十条至第二十六条,主要规定了开

发区产业发展规划的编制依据及主导产业的确定

依据,投资引导及产业发展方向,开发区配套能力

建设,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实

行严格的环保准入制度,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提

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鼓励性措施等.

(五)规范了开发区人事和薪酬制度、创优环境

等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

九条,主要规定了创新人事和薪酬制度,实行“三

制”改革,政府对开发区的具体支持措施及优惠政

策,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开发区“三化”管理运行

机制的推行,政务服务方式的创新,对开发区权力

监督、制约和协调机制的设置,鼓励开发区基础设

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项目

投资多元化,建立和创新多元化投融资运行机制,

开发区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开发区人才引

进和培养机制,健全开发区社会中介服务体系等.

(六)规定了相关法律责任和施行时间.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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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华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已经９月２５日省

人民政府第１３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山西省地方立

法条例»的有关规定,对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意义重大

开发区是我省深化转型综改的主战场,是构建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主抓手.加快开发区

改革创新发展,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综改试验区建

设、加快创新驱动、全面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举措,

对实现“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三大战略目标

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国家和我省目前还没有一部

全面调整和规范开发区发展、管理和服务的法律法

规,随着开发区的创新发展,在土地、产业等方面规

划布局不够科学,一些体制机制改革未能真正破

局,营商环境亟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日益显现,并

制约着开发区的发展.因此,条例的制定将为开发

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把依法治理和深化

改革统一起来,进一步将开发区管理纳入法治化的

轨道,不断提升开发区发展水平.

二、条例制定过程体现了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开发区立法工作,成立

了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为组长的领导

组,全面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领导.郭迎光副主

任对制定条例提出了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多次听

取汇报,作出安排部署.７月,常委会６位副主任

带领相关机构人员赴全省１１个市对开发区进行了

调研,全面了解我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对

条例的制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财经委提前介入,通过多种方式积极主动地指

导和参与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在立

法中的主导作用,努力提高立法质量.一是制订了

立法工作方案,明确了立法的指导思想、重点内容、

工作分工和时间安排.二是会同省政府法制办两

次召开会议,听取省商务厅、山西财大法学院关于

条例草案起草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并提出了指导

性意见和具体的工作要求.三是会同省商务厅多

次召开研讨会,对条例草案逐章逐条进行斟酌把

关.四是于９月１３日召开论证会,部分常委会组

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对省商务厅报送的

条例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财经委会同法工委和省

—６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１　



商务厅、山西财大法学院根据论证会的意见进行了

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条例草案转至省政府法制办.

三、条例草案基本成熟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全面

贯彻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若

干意见»和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推进会精神,

体现和采用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

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的

决定»的主要精神和内容,同时在一些方面借鉴了

江苏、山东等地开发区立法的先进经验,已经基本

成熟.

省政府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对财经委修改稿

作了个别修改,财经委进一步研究后建议:一是删

去第十条中增加的“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由省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具体申报工作;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由省科技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具体申报工作.”因为省级开发区升级申

报的具体工作分工属政府的内部事务,由政府确定

即可,不宜在法规中作出规定.二是考虑到要根据

实际情况和需要向开发区派驻工作机构,建议第十

八条明确政府工作部门向开发区派驻工作机构所

要遵循的原则和履行的程序.三是条例草案中部

分文字表述不够规范、准确,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

使用规范、严谨的法律语言.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
修改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华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９月下旬,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开发区立法意义重大,

条例草案有很好的基础,在授权、规划、土地、“三化

三制”、“双承诺制”、打造“六最”营商环境等方面有

较大突破和创新.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开发区

定位、财政体制、开放合作、科技、人才、金融等方面

对条例草案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建议.初审后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条例草案开展了认真的修改工

作,现报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立法与改革

决策相统一、相衔接,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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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着力解决制约

开发区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推动改革创新发展,发挥立法引领作用.

根据开发区建设需要,将成熟的政策措施和重大改

革成果上升为法规,巩固改革成果,深化改革实践,

引领推动改革创新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立法突出山西特色.首先要强

调“激活、放开”,也要注重“规制、管理”;一方面要

及时地充分地固化、细化,另一方面对还需要探索

和积累经验的,在规定中留下一定空间.

坚持人大主导,彰显人大立法精神和力量.立

足规划引领,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聚焦关键,

重视程序步骤方法,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形成人大

主导、各方参与的立法力量,切实提高立法质量,确

保贯彻实施效果.

坚持对标先进,体现立法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学习借鉴“拿来”外面的新理念、好经验,消化吸收,

为我所用,发挥后发优势.

二、修改的主要工作

一是明确主攻方向,全面启动修改工作.财经

委按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关于草案修

改“要充分体现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吸纳

我省经验成果,学习引进先进理念做法,反复征求

各方面意见建议”的重要指示精神,制定工作方案,

会同法制委、法工委和省商务厅、山西财大法学院

成立修改组,开展修改工作.

二是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

部署.认真学习研究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开发区

建设方面的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对开发

区改革创新发展的制度设计和工作要求,确保条例

草案与国家和我省确定的开发区发展方向一致.

三是细致梳理、充分吸纳组成人员的修改意

见.认真梳理常委会组成人员、列席人员在审议中

对条例草案提出的意见建议,高度重视,反复研究,

充分吸纳.

四是走出去虚心学习借鉴外省市立法经验.

积极借鉴近年来外省市制定的开发区条例和自贸

区条例.财经委先后赴江苏苏州高新区、河北雄安

新区、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考察,交流立法经

验,虚心学习借鉴.

五是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财经委向常

委会组成人员、各市人大常委会和省、市政府有关

部门征求了意见,对各方反馈的１８０余条意见建议

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分析,最大程度地吸收和

采纳.

六是召开省内外专家参加的条例草案修改座

谈会.邀请国家商务部、中国开发区协会、山东省

商务厅等单位有关领导、专家及在省外开发区挂职

的干部共同为我省开发区立法工作出谋划策,为六

易其稿的条例草案进一步斟酌把关,精雕细刻,精

益求精.大家认为,山西的条例草案体现了新发展

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各省的开发区条例中是

比较完善和先进的,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目前的条例草案由一审稿的七章扩充为十二

章,现为七十二条.主要修改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明确了开发区的功能定位

为了强调开发区以产业发展为主,突出投资服

务的经济职能,强化“产”的功能,弱化“城”的概念,

避免行政化,将开发区的功能定位修改为“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绿色集约发展的示范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创

新和新动能培育的引领区”,规定了“市场取向、管

理现代、产业为本、带动全域”的发展方针和“以培

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为主”的发展

重点.同时增加了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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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推动军民融合的规定.

(二)进一步强化了开发区的要素保障

规划、开放、科技、人才和金融对开发区的发展

至关重要,因此增加了“规划引领”“开放合作”“科

技创新”“人才支撑”四章,对这些方面作出了更突

出、更详细的规定.第二章“规划引领”中,规定了

开发区发展规划编制的主体、原则、内容和对开发

区土地供给的要求等;第七章“开放合作”中,对招

商引资、推广自贸区经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合作

共建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第八章“科技创新”中,对

鼓励和支持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改造、研发机构建

设、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合作等作出了规定;第九章

“人才支撑”中,为开发区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作出

了相关规定.同时增加了关于金融创新的规定,鼓

励金融机构加强对开发区内实体经济的服务和

支持.

(三)进一步支持了开发区的改革创新

为了推动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增加了“运行

机制”一章,对开发区的管理模式、统计制度、管运

分离、编制管理、人事管理作出了规定,确保重大改

革于法有据.为了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的要求,

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的主要

内容作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增加了关于推进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的规定.为了鼓励开发区先行先

试、大胆创新,增加了关于先行先试的规定,要求建

立健全以支持改革创新为导向的开发区工作考核

评价体系;增加了关于容错机制的规定,激励广大

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

(四)进一步构建了开发区良好的法治环境

为了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

境,规定了开发区要依法保护开发区内市场主体的

各项权利和公平待遇,优化市场主体准入服务,加

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对于未履行本条例规定职

责的或者耽误、干扰开发区工作的部门和人员,规

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条例的适用范围

一审稿中条例的适用范围将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都

包括在内,但是这三种区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开发

区性质,与综合类、工业类开发区相比,产业类型、

发展定位不同,获得的政策支持也不一样.因此,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将适用范围修改为

“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工业园区等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同时在“附则”

里规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等参照本条例执行.

(二)关于开发区的主管部门

一审稿规定“省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全省开发区的统筹规划布局、综合协调、指导服

务、考核评价等工作”.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

见,参考外省的开发区条例,将一审稿中的“商务行

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开发区主管部门”.同时规定

了市、县(区)政府开发区主管部门的职责.

(三)关于开发区的财政体制

一审稿对开发区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设区的

市所在地的市管开发区可以实行一级财政”,常委

会组成人员审议时提出这与地方组织法、预算法等

法律规定不尽一致.我们借鉴外省经验,征询省财

政厅、商务厅的意见,将该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健全开发区财政体制机制,完善开发区财

政预算管理制度.有条件的开发区可以实行财政

独立核算,单独编制财政预决算,接受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开发区的财政收入按

照财政体制规定执行,其留用的部分应当用于开发

区的建设和发展.”这样既符合法律法规,又留下了

探索的空间.

此外,还对条例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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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进行了二审.审议时,

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制定开发区条例,是推进

我省开发区建设、加快全省经济转型发展的客观需

要,是立法主动适应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组成人员对草案提出了很好的审议意见和修改

建议.二审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

人大财经委员会、省商务厅,成立了草案修改组,根据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结合调研、论证和征求

意见的情况,对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２０１９年１月３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

研究和必要的修改.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

会议对修改后的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１月１１日,经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

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修改的原则

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握了四个原则:一

是严格遵循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原则,对

二审稿涉及到的与土地管理法、预算法、行政许可

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不一致内容作了修改,即“宜

严不宜松”;二是考虑到开发区是个仍然在不断改

革创新中的事物,在设定制度时一定要慎重,不宜

对其改革创新产生任何限制或者阻碍,即“宜宽不

宜窄”;三是考虑到开发区在改革创新中的一些做

法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经验,一些内容尚不具备上

升为法规的条件,因此我们在修改时作了回避,建

议等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规,即“宜粗不宜细”;

四是要与开发区的两个决定做好衔接.两个决定

是针对综改示范区和推广综改示范区授权经验专

门作的特别规定,因此决定中的有些内容在草案中

没有必要再重复规定,即“前后相衔接”.

二、关于体例结构的问题

二审稿共有１２章７２条.在修改中,我们考虑

到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我省的其他地方性法

规对于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已经有比较详尽的规

定,因此不再专门保留这两个章节,对这两章的内

容,进行重新整合、调整.对有些更适合在文件中

表述的条款予以删除,保留了具有操作性、实践中

比较成熟的内容,并将这些保留的内容移植到规划

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保障等章节中.

综上,修改后的条例共１０章４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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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立法目的的问题

结合我省开发区发展现状,我们认为制定本条

例的立法目的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要规范县级以

上政府对开发区的管理服务和开发区对入驻企业

的管理和服务;二是要促进开发区的改革和创新;

三是要发挥开发区功能优势和开放引领作用,推动

全省经济转型发展,据此我们将二审稿第一条修改

为:“为了规范开发区管理和服务,促进开发区改革

和创新发展,发挥开发区功能优势和开放引领作

用,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现草案第一条)

四、关于开发区土地管理的问题

二审稿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开发区管理机构的

职责,其中第三项规定,开发区管理机构受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委托,审批土地出让(划拨)、收

回、处置方案,办理土地出让(划拨)、收回、处置事

项.我们反复慎重研究了这一问题,认为这一规定

与相关法律以及国家的有关政策不一致.土地管

理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批准的建设项目需要使

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持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审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办发〔２０１７〕７号)明确要求,“各类开发区用

地均须纳入所在市、县用地统一供应管理,并依据

开发区用地和建设规划,合理确定用地结构.严格

执行土地出让制度和用地标准、国家工业项目建设

用地控制指标.”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建议将该项修

改为:“开发区管理机构受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委托,向省人民政府申报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经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办理土地出

让(划拨)、收回、处置事项.”(现草案第十六条第三

项)

五、关于开发区财政体制的问题

二审稿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开发区的财政体制.

其中第二款规定:“有条件的开发区可以实行财政

独立核算,单独编制财政预决算,接受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修改时我们认真进行

了研究,认为该规定与预算法不一致,建议将其修

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明确开发区财政体

制,完善开发区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有条件的开发

区可以实行财政独立核算.”“设区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应当与开发区建立合理的投入和收益分

配制度,适当向开发区倾斜.”(现草案第十九条)

六、关于容错机制的问题

二审稿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容错机制的内容.

修改时,我们反复认真地研究了这一内容后认为:

容错机制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在改革创新活动中

出现失误或者造成负面影响和损失时,只要其履行

勤勉尽职义务,就不追究其责任,其实质就是宽容

失败的原则.容错机制应当主要由党纪政纪进行

调整,在法律、法规中不宜作出规定,因此,建议删

除该条内容.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根据组成人员的建议,对

部分条款的文字表述及相应的条款顺序作适当的

修改和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现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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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高卫东

各位代表:

我受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

现在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开发区已经成为全省转型综改的主战场、创新

发展的新引擎,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发挥出日益重要

的作用.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一部全面规范开发

区发展、管理和服务的法律.随着全省开发区的不

断发展,土地规划、体制机制、服务保障等问题进一

步凸显,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开发区的发展.因此,

制定«山西省开发区条例»,是立法适应改革开放的

重要举措,必将为开发区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法

治保障,不断提升开发区的发展水平,推动全省经

济加快转型升级.

二、草案的制定过程及基本思路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开发区立法工作,制定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是２０１８年度立法计划中的重

点项目,并决定提请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２０１８年７月,常委会６位副主任分别带队赴全省

１１个设区的市对开发区工作进行调研,全面了解

我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对条例的制定提出

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从２０１８年初开始,省

商务厅组织专门的班子,在深入研究、广泛调研的

基础上,起草了开发区条例草案.２０１８年９月,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初审.

会后,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在充分吸纳组成人员意

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召开省内外专家座

谈会、赴省外学习考察的基础上,对草案作了认真

修改.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对草案进行了二审.会后,省人大法制委员

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人大财经

委员会、省商务厅,成立了草案修改组,根据常委会

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结合调研、论证和征求意见

的情况,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２０１９年１月中

旬,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

三审.审议时,组成人员一致认为,草案吸收了各

方面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经过反复修改,已经

基本成熟.会议表决通过了将草案提请山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决定.希

望通过代表大会审议,集中各位代表的智慧,群策

群力,出台一部符合我省实际的开发区条例,促进

开发区改革创新,发挥开发区功能优势和开放引领

作用,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发展,进一步提升我省开

发区发展的法治化水平.按照法定程序,草案征求

意见稿已提前印发各位代表.

在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我们认真贯彻省

委关于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要求,严格依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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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紧密结合全省开发区发

展的实际情况,慎重地设定各项制度,及时将开发

区工作中的“三制三化”改革、“六最”营商环境、投

资项目承诺制等先进经验上升到法规当中,并与省

人大常委会于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出台的关于转型综

改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和推广转型综改示范区授

权经验的两个决定做好衔接.

三、草案的主要内容

草案共１０章４１条.各章分别是总则、规划建

设、设立变更、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产业发展、开放

合作、服务保障、法律责任、附则.

(一)关于总则

在总则部分,草案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

开发区的发展定位、应当贯彻的理念和遵循的原

则,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草案第一条首先明

确了制定本条例的目的.第二条规定了开发区的

适用范围,即: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的转型综改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第三条明确了开

发区是转型综改的主要平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载体、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区,应当贯彻新发展理

念,遵循改革创新、规划引领、集聚集约、绿色生态

的原则,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传统产业.

(二)关于规划和建设

规划建设是开发区发展的基础.草案第二章

明确了省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全省开发区总体

发展规划,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本行政区域开发区建设发展实施方案;开发区编制

自身的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发区用地应

当纳入所在地设区的市、县(市、区)用地统一供应

管理;开发区应当整体建设基础设施项目.

(三)关于设立变更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稳步推进和提升开发

区工作,草案第三章规定了开发区的设立、升级、扩

区、调整的程序,以及有进有出、有升有降的动态管

理机制.

(四)关于管理运行

为了确保开发区的健康发展,草案第四章、第

五章分别规定了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明

确了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性质、职责,开发区的财政

体制、统计制度、派驻机构、综合执法机构,以及审

批流程、人事薪酬制度、岗位设定等事项.

(五)关于产业发展和开放合作

产业发展是开发区的重要发展职能,开放合作

是开发区发展的必由之路.草案第六章、第七章分

别规定了开发区的产业发展和开放合作,明确了开

发区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方向,禁止在开发区建

设的项目,以及招商引资政策、区域合作机制等.

(六)关于服务保障

为了优化开发区的营商环境,草案第八章规定

了开发区的服务保障措施,明确了开发区管理机构

应当实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推行信息化政务服

务,向企业和公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并对开发

区的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运行机

制、投诉协调机制都作出了规定.

以上说明连同草案,请 各 位 代 表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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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席团:

１月２８日下午、２９日上午,省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全体会议、分组会议对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代表们

普遍认为,通过代表大会制定开发区条例,对于集

中各位代表的智慧,举全省之力,统一全省人民思

想,促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发挥开发区功能优

势和开放引领作用,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发展,都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草案经过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第七次、第八次会议三次审议和本次人

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已经基本成熟,建议本次代表

大会通过.同时,在审议中部分代表还对草案提出

了一些很好的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会后,大会法

规组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修改.１月３０日晚,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对草案进行了审议和修改.现将审议结果报告

如下:

一、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草案第三条的修改

原草案第三条规定了开发区发展应当遵循的

原则,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开发区还应当坚持高

质量的发展原则.法制委员会认为,这一建议符合

十九大关于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的精神,建议将本条修改为:“开发区是转型综合改

革的主要平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创新驱

动发展的先行区,应当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

创新、规划引领、集聚集约、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

的原则,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传统产业.”

(现草案第三条)

(二)关于草案第五条第三款的修改

原草案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开发区相关工

作.”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开发区在推进全省经

济转型升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了开发区主

管部门外,其他有关部门也应当做好开发区的相关

工作,应当在条例中对一些重要的职能部门予以明

确.根据这一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将本款修改

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

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

开发区相关工作.”(现草案第五条第三款)

(三)关于草案第二十三条的修改

原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开发区的有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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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服务等事务通过市场化方式委托给专业机构

办理.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这一规定要求开发

区除审批以外的上述事务都应当通过市场化方式

进行委托,需要考虑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建议作

出修改.法制委员会慎重研究了这一意见,结合我

省开发区工作的实际,建议将其修改为:“其他建

设、运营、服务等事务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委托给

专业机构办理.”(现草案第二十三条)

此外,根据代表和列席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法

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方

面作必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建议删除草案第十八

条的“因地制宜精简或者”这几个字,直接规定为: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剥离开发区的社会管理职

能;有的代表提出,草案第二十一条中,政府应当尽

量减少向开发区派驻工作机构;还有的代表提出,

开发区的编制比较有限,草案第二十二条规定设立

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是否合适,建议再作研究.法

制委员会对这些意见逐条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这

些意见都很有价值,体现了代表们对开发区工作和

立法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考虑到我省开发区发

展现状,与先进省份的开发区工作相比,还存在较

大差距,同时,我省各地的开发区发展也不平衡.

草案在符合国家法律和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对我省

的开发区工作作出较为原则的规定,为开发区的发

展和改革留有一定的空间,有利于我省开发区先行

先试,大胆创新.待我省开发区进一步发展、条例

执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对条例再作修改.因此,法制委员会建议对这些条

款还是维持现有规定为好.

以上报告连同主席团会议审议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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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楼阳生省长所作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工

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９年目标任务和工作安排,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政府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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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十一次党代

会、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相结合

作为经济工作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

水平开放;以“三大目标”为牵引,坚持和发展“三条

基本经验”,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推进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进一步稳

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推动全省经

济在由“疲”转“兴”基础上拓展转型发展新局面,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会议号召,全省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中共山西省委

坚强领导下,改革创新、锐意进取,上下同心、迎难

而上,为全面拓展我省“两转”基础上各项事业发展

新局面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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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省长　楼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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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８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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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一个指引、两手硬”工作思路和要求,认真落实

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全会决策部署,以“示范区”

“排头兵”“新高地”三大目标为牵引,扎实推进三大

攻坚战,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

大局稳定.

２０１８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６７％,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２２８％,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５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８２％,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６５％和８９％,全省城

镇新增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分别达到５５７

万人和４０９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３％,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１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国考

劣 V 类水体断面虽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但已取

得明显改善,其他约束性指标都较好地完成了年度

目标.

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有效推动经济平稳增长.认真落实中央宏观

调控政策,以转型项目促进有效投资,深入开展转

型项目建设年活动,一批具有战略性的重大项目相

继落地开工,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６０５０亿元.

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转型项目投资占比达到

６２１％.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出台消费升级行动计

划,推进商贸服务提质扩容,加快城乡便民消费服

务中心建设,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新零售企业快速

发展,太原成为全国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试点城

市,全省限额以上网络零售额增长２７６％.大力

发展外向型经济,扎实推进对外经贸合作,加大外

贸主体培育力度,推动外贸新业态发展,积极应对

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全省进出口总额增长１７８％.

加强经济形势预判研判和监测调度,及时解决经济

运行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加大服务企业工作

力度,有效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提升供给

质量,退出煤炭过剩产能３０９０万吨,三年累计退出

８８４１万吨;退出焦化过剩产能６９１万吨,化解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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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产能２２５万吨,关停煤电机组２０３３万千瓦.

加大房地产去库存力度,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库

存消化周期实现“双下降”.多措并举降低国有企

业负债率,２０１８年下降３１６个百分点.加大减税

降费力度,全年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和深化税制

改革减税５７３亿元.脱贫攻坚、基础设施、科技创

新、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薄弱环节补短板力度不

断加强.

倾力推进转型发展.坚持把转型发展基点放

在创新上,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一手抓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贯彻国发４２号文件取得重大进

展.太原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启动建

设,与中国工程院等合作建立的先进研发机构相继

落地,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正式上线,省级众创空间增长２５５％,重载水泥混

凝土铺面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等３项科研成果获

国家科学技术奖.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保持两位数以上快速增长,传统产业高端化绿色

化智能化改造提速,工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

块建设取得良好开局,全省旅游总收入达６７２９亿

元,增长２５５％,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５３４％,连续四年保持在５０％以上,成为经济平稳

增长 的 压 舱 石. 全 年 新 登 记 市 场 主 体 增 长

１２１％,日均新设１６００余户;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

过１５００家,提前两年完成五年倍增计划;认定“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２１６户,规上工业企业新增３２９

户,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新增９３７家,集聚起转

型发展的磅礴力量!

着力提高能源供给体系质量.推动煤炭产业走

“减、优、绿”的路子,全省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５７％,提高１５个百分点.建成“两交一直”特高压输

电通道,外送能力达到３８３０万千瓦,国家电网运营

区内第一家股份制电力交易中心正式运营.加快发

展煤层气、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全

省煤层气地面抽采量占到全国９０％以上,新能源发

电装机占全省电力装机比重突破３０％,光伏领跑者

发电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氢能产业加快布局,能源革

命排头兵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大力拓展对外开放空间.主动融入国家开放

大战略,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开展经

贸合作.新增国际友好城市(省、州)６对.太原铁

路口岸国际货物作业区获批,大同进口肉类指定查

验场正式运营.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在转型

综改示范区落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５０列.武

宿机场新开通３条洲际航线,年旅客吞吐量超过

１３００万人次,进一步巩固了全国大型繁忙机场地

位.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正式运营,邮件

最高日处理量由３０００件提升至１６万件.具备条

件的６９项国家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在我省推

广落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货物申报覆盖率达到

８０％以上,外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实现“一

口办理”,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坚持“改革决不能落

后”的决心和“三个三”工作方法,狠抓基础性、牵引

性重大改革,率先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县乡

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等改革.国资国企改革步伐

加快,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腾笼换鸟”

股权转让,省属二级企业混改比例达到７０９％.

推进专业化重组,山西路桥成功登陆 A 股.稳妥

处置“僵尸企业”,全面完成“三供一业”剥离移交,

大力清收企业应收账款,省属国企主要运营指标创

２０１２年以来最好水平.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成效

明显,“三化三制”改革深入推进,转型综改示范区

加速成长,示范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全年新设２４

个省级开发区,总数达到６４个,工业类开发区规划

面积是２０１６年底的１１３倍,全省开发区发展势头

强劲,正在成为转型发展主引擎.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全面加力,制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３０条,建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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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三级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制度,优选１０８个

混改项目向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开放,民营经济发

展活力进一步增强.行政区划调整取得突破,大

同、长治完成行政区划调整,怀仁撤县设市,实现了

我省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的历史性重大突破!

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编制完成全省乡村

振兴战略总体规划和“５＋１”专项规划.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山西农谷、雁门关农牧交

错带示范区、运城农产品出口平台三大省级战略初

见成效,杂粮、有机旱作、城郊农业、功能食品等特

色产业加快发展,粮食生产再获丰收,是历史上第

二高产年.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大专

项行动”全面启动,示范县(村)建设有序推开,农村

公路新改建２万公里.农村改革稳步推进,成功举

办全国农村改革(太谷)论坛.

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稳妥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成功化解公路、铁路等政府性债务,各类

风险隐患总体可控.全力攻坚深度贫困,生态扶

贫、光伏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扶贫和健康

扶贫扎实开展.２６个县进入脱贫摘帽程序,２２５５

个贫困村退出,６４９万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

到１１％,脱贫攻坚实现连战连胜! 全力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制定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及量化问责办

法,狠抓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扎实推进蓝天保卫战、

黑臭水体歼灭战、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等标志

性战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

题.推进“两山七河”生态修复治理,全面实施河湖

长制,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取得阶段性成果,晋祠难

老泉地下水位累计回升２６１５米.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下降１０８％,细颗粒物(PM２５)

和优良水质断面指标超额完成国家考核目标,初步

实现了经济运行和生态环保同向好转.

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达到８０％.突出

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９３７％,零就业家庭基本实现动态销零.强力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域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督导检查.“１３３１”工程加快推进,与

C９高校合作不断深入,全省高校撤停低质过剩错

位本科专业１８２个,新增新兴急需专业６６个.实

施“１３６”兴医工程,启动１２个领军临床专科建设,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惠及全省２１１０万城乡居民.全

民参保计划持续推进,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达到

９５％,城镇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人每月增加１７０

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十四连涨”,城

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８０元提高

到１０３元,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综

合报销比例平均达９０％,省市县定点医疗机构基

本实现住院费用“一站式”即时结算.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美术馆全部实现免费开放.上党梆子«太

行娘亲»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扶持剧

目,电视剧«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受到好评.媒

体融合发展深入推进.第十五届省运会成功举办,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筹备有序推进.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好转,全省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分别下降１２７％、１２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

入推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六件民生实事全部落

实,全民技能提升工程培训人员达到１０９万人,全

年免费送戏下乡１６万余场,新建农村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６００个,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农村妇

女免费“两癌”检查服务、怀孕妇女免费产前检查和

诊断服务、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

复项目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严格落实政府系统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不懈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完成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向省

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９件,出台

省政府规章５件,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９１６件、政协

提案８２６件.大力开展“六最”营商环境建设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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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公布省市县三级政

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标准清单,省级行政审批事项

审批时间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平均缩短三分之

一.推动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省市县乡

四级全覆盖,山西公安“一网通一次办”平台用户突

破１０００万.“１３７１０”督办制度深化拓展,政府效能

不断提升.开展“３５４５”专项改革,多项营商环境指

标在全国位次大幅前移.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的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

果,是全省上下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持转型发展

“三条基本经验”,团结一心、努力奋斗的结果.在

此,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全省人民,向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向驻晋部队、公安民警和中央驻晋单位,向所有

关心支持山西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我省长

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远未从根本

上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新兴产业支撑能

力不足,创新能力还需大幅提升;民营经济发展不

快,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有待增强;脱贫攻坚任务艰

巨,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尚有不小差距,民生领域

还有不少短板;污染防治压力较大,生态环境保护

任重道远;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营商环境尚需

进一步优化;一些干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能力

不足,有些改革举措落实不到位,少数干部懒政怠

政,一些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容忽视.对

此,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

些,把举措谋划得更周密一些,以更大的决心和有

效举措切实加以解决.

各位代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省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窗口期、攻坚期,我们

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五个必须”规律性认识,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内

涵,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沿着转

型综改、创新驱动的路子走下去,向着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振兴崛起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二、２０１９年工作安排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是我省在“两转”基础上

拓展新局面的攻坚之年.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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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

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在

省委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把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与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相结合作为经

济工作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

放;以“三大目标”为牵引,坚持和发展“三条基本经

验”,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释放市场需求潜力,

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

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

稳定,推动全省经济在由“疲”转“兴”基础上拓展转

型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

性基础,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周年.

主要预期指标是:全省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６３％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６５％,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６３％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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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和６５％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３％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４６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城

镇登记失业率分别控制在６５％、４２％以内.

约束性指标是: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３２％,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３９％,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３％.环境

质量改善指标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完成国

家下达年度目标任务.农村贫困人口脱贫２２万

人,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３５万套.

２０１９年指标的设定,是立足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把握我省转型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运行

趋势而确定的,突出了高质量发展要求,体现了稳

中求进总基调,考虑了稳就业稳预期需求,为转型

发展留出了空间.

实现上述目标,任务繁重艰巨,必须准确把握

国家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等重大政策

取向,聚焦主要矛盾,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

八字方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聚焦转型项目建设,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紧紧扭住转型项目这个“牛鼻子”,扩大有效

投资,满足消费需求,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

强支撑.

全力推进转型项目建设.深化转型项目建设

年活动,围绕我省转型发展目标,在产业转型、基础

设施、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领域,谋划

实施一批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增动能的新项

目、大项目、好项目,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６４４１

亿元,夯实转型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实施百项工

业转型升级项目,总投资２１１０亿元,其中新兴产业

项目８２个,投资１７０６亿元;传统产业项目２０个,

投资４０４亿元,以项目建设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和技

术改造,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构建立体联网、内外联通、多式联运的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深入研究制定布局合理、有机接驳的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方案,全面提升太原国家级枢纽

城市地位.铁路方面,确保大张高铁、太焦高铁按

时建成运营;加快推进雄安至忻州高铁项目前期工

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做好集宁至大同至原平高

铁前期工作,利用韩原线“五一”前开通太原南至怀

仁东动车组,力争年底开通至大同南,努力实现大

同至西安动车全线贯通! 推进瓦日、蒙华铁路集运

系统建设以及“公转铁”货物运输专用线建设,加快

阳大铁路建设,开展太原至绥德、长治至邯郸至聊

城、运城至三门峡铁路项目前期研究.公路方面,

加快完善高速路网结构,建成右玉至平鲁、阳城至

蟒河高速公路,打通蟒河出省口.新开工太原西北

环、朔州至神池、离石至隰县、黎城至古县等高速公

路断头路项目,新开工临猗黄河大桥及引线工程、

运三高速三门峡公铁黄河大桥连接线等出省口项

目,力争新开工汾阳至石楼、昔阳至榆次等连接线

项目,推进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和“四好农

村路”、旅游公路建设.机场方面,推进太原、运城、

大同、长治、临汾机场改扩建,推动朔州机场开工建

设,启动晋城机场前期工作.开工建设芮城、阳城

通用机场.轨道交通方面,加快太原地铁２号线建

设,确保２０２０年开通运营.稳步推进地铁１号线、

３号线前期工作,做好太原都市区轨道交通线网优

化.加快构建安全、高速、泛在、智能的信息网络,

制定实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研究制

定城市改造中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将通

信基础设施纳入市政规划体系,推动通信塔与社会

塔双向开放共享.开通运营转型综改示范区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优化城乡４G 网络覆盖.

抢占５G发展先机,加快商用进程,推动５G站址规

划和基站建设,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水利、电

力项目建设,推进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前期工作,做

好小浪底引黄、中部引黄、东山供水等大水网骨干

工程扫尾,加快县域小水网建设.力争蒙西—晋中

特高压交流工程建成运营,确保晋北“一交一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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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配套工程投运,开工建设晋东南特高压长治站

配套电源工程和太原北、大同新荣等５００千伏输变

电工程.推进浑源、垣曲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前期

工作.

稳步扩大消费需求.全面提升产品和服务质

量,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推进文化旅

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教育培训托幼等服务消费

提质扩容,大力培育电子商务、共享经济、信息消费

等新业态、新热点.有效增强消费能力,落实好个

人收入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实施国有企业

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加大支农惠农力度,激发消费

潜力.全力优化消费环境,打造高品质步行街,改

建提升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健全农村流通网络

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加强消

费领域信用建设,整顿市场秩序,健全维权机制,让

消费者吃得放心,穿得称心,用得舒心!

(二)聚焦实施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坚持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大力培育优势产业

集群,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全国重要的现

代制造业基地.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围绕转型发展需求,大力

实施“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尖”行动和重大技

术“迭代创新”,在能源颠覆性技术和新兴产业前沿

技术领域,组织实施“不对称创新”超前布局,谋划

布局一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力争在碳纤维储氢气

瓶、氢燃料电池、自主安全计算机、杂交小麦等关键

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鼓励引

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开展研发活动、组建研发机

构,启动新一轮高新技术企业五年倍增计划.加强

与大院大所、强院强所合作,加快建设省部级以上

重点实验室,构建特色重点产业学科专业联盟,高

质量推动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煤科学与技术、

不锈钢等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推进产学研深度结合,支持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技

术转移中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推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实施“民参军”

规模倍增计划,积极创建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

区.全面推动国家和我省科技创新、人才激励政策

落地落实,实施“三晋英才”支持计划,大力引进培

育高水平科技人才和创业团队,建立全省人才津贴

制度,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优化科研

项目评审、科技人才评价、科研机构评估,让更多创

新活动获得支持结出硕果,让更多科技成果资本化

产业化,让科技人才更加受尊重得实惠!

打造新兴产业集群.按照龙头带动、链式布

局、研发支撑、园区承载思路,推动产业规模化、集

群化发展.加快提升研发能力,延伸产业链条,积

极培育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推进华翔智能化工厂、

锦波医药人源Ⅲ型胶原蛋白、潞安１８０技改扩产、

太钢高端碳纤维千吨级基地三期、中电科三代半导

体等项目建设,打造高端装备、轨道交通、新能源汽

车、生物医药、现代煤化工、新材料等支柱性产业集

群.积极引进培育优势企业和研究机构,发展人工

智能、信息安全、传感器等数字产业,推动工业互联

网平台在重点行业和区域落地,大力实施“企业上

云”,加快太原安全可靠示范基地、阳泉智能物联网

应用基地等项目建设,推进通航产业发展示范省建

设,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增材制造、通用航空、节能环保等高成长性产业

集群.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施新一轮企业技术改

造,设立市县技改引导资金,省级资金增加到２５亿

元.深入推进煤－电－铝(镁)－材一体化改革试

点,提升铝镁材精深加工水平.以煤－焦－化(钢)

一体化发展为方向,推动焦化、钢铁行业优化产业

布局,实施减量置换,提升装备水平,延伸产业链

条.大力推广应用绿色技术,加快高污染产业技术

改造,提升清洁发展水平.积极推动白酒、老陈醋、

陶瓷、玻璃器皿、轻纺日用品等特色轻工产业向集

群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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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

快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遴选认定培育一批省级

示范园区.积极开展服务型制造示范,促进生产型

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大力发展研发设计、中介

咨询、电子商务、现代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引进

国内外著名咨询机构,支持咨询服务在开发区集聚

发展.推进物流园区建设,发展大型综合性仓储物

流,完善物流网络,打造一批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

融合发展示范企业.推进国家标准化工作综合改

革试点,制定一批产品、服务和技术标准,以先进标

准助力产品质量提升、产业转型升级.

(三)聚焦关键领域改革,激发转型发展活力.

准确把握市场化改革要求,推动四梁八柱性质的改

革走深走实,以改革“一子落”带动转型“满盘活”.

扎实推进能源革命综合试点.坚定走“减、优、

绿”之路,继续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退出煤炭过

剩产能,稳妥处置已关闭退出煤矿的资产债务问

题,不断提高先进产能占比,有序释放在建煤矿产

能,提升煤炭产业综合竞争力.深化煤层气体制改

革,全面建立煤层气矿业权退出机制,加快煤层气

勘查区块出让和“三气”综合开发,提高抽采能力,

推进输气管网设施互联互通和储气设施建设,加快

煤层气产业发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健全电力中

长期交易机制,加快输配电价改革,完善现货市场

交易试点,加快国家级增量配电网试点建设,拓展

城乡居民用电市场,大力开拓外送电市场,建设清

洁电力外送基地.大力推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

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开发,加大氢能开发和利用力

度,加快千万千瓦级光伏风电基地建设,提升新能

源可持续发展能力.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

控”工程,推进绿色交通绿色建筑计划,加快２２个

城市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区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能

源合作,开展能源先进技术集中攻关,打造能源交

易交流合作平台,增强山西能源的话语权和竞

争力.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认真贯彻中央部署

的财税体制改革重大任务,深入推进省以下财政事

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

设,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压减全省一般性支出,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继续推进６个省直管县财政管

理体制改革试点.认真落实国家税改政策.调整

优化我省金融体系结构,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参与

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农信社改制化险,引导城

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回归本源,推进设立民营

银行,发展社区银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支持企

业债券融资,推动企业上市挂牌培育,加快发展基

金业,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运营水平.推动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增资展业,深化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

点工作,提升金融服务民营企业、“三农”、小微企业

水平.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调整国有资本布局,

继续推动专业化重组,引导国有资本向主业集中、

向基础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攸关全省转型发展

的产业集中.全面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已公

布的股权转让项目加快成交.继续筛选出一批更

具吸引力的优质资产和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股

权.稳步推进员工持股试点.全力做好处僵治困

工作,推动市场化出清.巩固企业办社会分离移交

成果,积极推动企业市政社区管理职能移交和厂办

大集体改革,继续化解国企历史包袱.全面提升国

企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构建创新生

态体系.全面深化一企一策契约化管理考核,试点

职业经理人制度.继续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

制机制.加快推进市县国企改革.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认真落实全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会精神,着

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保障民营企业合

法权益,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现“非禁即

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完善产权保护措施,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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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抓好清理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

业账款工作.强化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继续在融资

授信、信贷投放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鼓励金融机

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实施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

持工具,提高政府性融资担保水平.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完善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制度,

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营造支持民营

企业家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着力打造“双创”升

级版,完善“双创”和“小升规”支持政策,持续加大

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力度,推进小微企业双创基地梯

次培育计划,推行“基地＋活动＋资本”模式,积极

争取投贷联动试点,支持创投健康发展,推动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再培育 ６００ 户“小升规”

企业.

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开发

区空间布局,完善开发区基础设施,提升产业承载

能力,支持条件成熟的地区新设开发区,推动临汾、

运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深化“三化三

制”改革,全面落实领导班子任期制、全员岗位聘任

制和绩效工资制.积极支持管运分离改革,鼓励开

发区与发达地区或优势企业合作共建产业园区,鼓

励具备条件的开发区建设国际产业合作园区.复

制推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创新经验,依法依规做

好向开发区授权工作,落实属地政府配套服务责

任.加强投资强度、产出强度、税收强度考核,开展

开发区土地利用节约集约评价,推动开发区提质升

级.支持转型综改示范区在建设高效政务服务体

系、促进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加

快绿色发展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创新,再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当好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

发展的排头兵、领头雁.

各位代表,我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已进入以

产业集聚为核心任务的新阶段,要将工作重心转到

招商引资上来,围绕产业招商图谱,推行产业链招

商、“产业基金＋项目”招商、股权招商,引进建设一

批重大转型项目,形成主导产业集群,真正把开发

区打造成全省转型发展的主战场、创新驱动的主

引擎!

(四)聚焦融入国家战略,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以培育外贸主体、完善提升开放平台为抓手,

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高地.

深度对接国家战略.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提升“山西品牌丝路行”功能,推进综合物流枢

纽建设,力争中欧(中亚)班列常态化运行.加强与

京津冀地区协作联动发展,强化生态、能源、科技、

产业、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共享合作.对

接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加强新兴产业、

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用好区域合作推进平台,

促进区域合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充分发挥开放平台功能.提升太原航空口岸

开放水平,推进大同和运城航空口岸正式开放、五

台山航空口岸和太原铁路口岸临时开放.支持航

产集团一体化管理省内机场,积极开辟国际航线,

增加国际航班,大力发展临空经济.完善太原武宿

综保区功能,申建进境水果、冰鲜产品指定口岸查

验场,拓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检测维修、国际结

算等新业务.推进大同保税物流中心(B型)申报.

支持全省１１个隶属海关机构发挥好职能作用.推

动晋非合作区打造特色海外园区.

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实施对外贸易主体培

育三年行动计划,建立省市两级外贸企业孵化中

心,推动龙头外贸企业国际化发展.支持太原市争

取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加快省级跨境电

商示范园区建设,充分发挥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

(交换站)功能,引进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和知名进

口龙头企业,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深入实施国

际市场开拓“千企百展”行动计划,支持我省特色产

品开拓国际市场.精准帮扶企业应对中美经贸摩

擦.扩大传统服务出口,发展新型服务出口.组织

参加好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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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推

动更多外商投资项目落地.有效引导对外投资.

全面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提高投资

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赶上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步伐.

(五)聚焦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全面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发挥各地比较优

势,形成中心带动、内外联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新

格局.

全面提升中心城市品质.坚持以质取胜,同步

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以先进理

念加强城市设计,做好城市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生产力布局和公共服务提升,扎实开展城

市修补和生态修复,建设功能完善、绿色智慧、管理

科学、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城市,做大区域中心城市.

更高起点谋划太原的建设和发展,提升城市品质和

开放能级,建设富有特色的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加

快晋中与太原一体化发展进程.支持大同、长治优

化空间布局,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水平,增强城市

综合竞争力,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中心城市.推动

其他设区市加快解决“一市一区”“城郊矿”等突出

问题,拓展城镇空间,提升城市内涵,带动城乡区域

一体化发展.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按照“一核一圈三

群”总体布局,合理规划城镇群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打造特色鲜明、竞相发展的区域板块.强力推

进中部盆地城镇群一体化发展战略,突出太原都市

区龙头作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城镇群.做强

晋北城镇群,壮大晋南城镇群,优化晋东南城镇群,

促进“两山”与平川地区协调发展.支持晋陕豫黄

河金三角、晋冀蒙长城金三角地区协作发展.

切实提高城镇化质量.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全面放宽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实施城镇

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挂钩

机制,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统筹推进地上地下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便民服务设施,推动综合

交通、信息、能源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强化跨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合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推动特色小镇有序发展.

(六)聚焦全面小康目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抓好“五个振

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加快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大力发展有机旱作

农业,提升农业科技创新和机械化水平,扩大有机

旱作示范创建范围.做好杂粮全产业链开发,推进

忻州、大同等国家优质杂粮产地交易市场建设,做

大做强“山西小米”“山西高粱”“山西马铃薯”“山西

荞麦”等区域公共品牌.加强功能食品研发,开展

中药材、食用菌、果品等深加工及资源综合利用技

术研究.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粮食生产功能

区划定工作,实施好优质粮食工程.扎实推进国家

级特优区和产业园建设.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城郊

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加快推进“互

联网＋现代农业”发展,开展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

试点,促进农牧渔循环、产加销一体、农文旅有机融

合.加快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支持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做大做

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高标准推进山西农谷等省级战略.加快山西

农谷建设,升级建设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抓好太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加快建设国家功能杂粮技

术创新中心,力争在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

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推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

示范区建设,实施粮改饲项目和国家苜蓿行动计

划,推进奶业大省建设.加快运城农产品出口平台

建设,推进出口水果及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水果标准园、水果出口检验检疫服务平台建设,

培育壮大农产品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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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广浙江“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经验,扎实推进省级示范县、示范村

建设,开展风貌整治示范.继续扎实开展“五大专

项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２万公里,再改善３００

万农村群众的饮水安全条件.毫不松懈抓好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继续清理整治“大棚房”,坚决遏制

“农地非农化”.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长效机制,

压实县级主体责任,发动农民积极参与,加快建设

各具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

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

置”制度.稳慎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开展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颁证工作.扎实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清产核资和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身份确认,有序开展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有效推动生产要素“上山下乡”,鼓励人才、政

策、资金等要素向乡村流动,促进更多工商资本、社

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继续深化林权、水权制度等

改革.

(七)聚焦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富有特色和魅力

的文化旅游强省.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完善“３３１”旅游布局,加快把文化旅游产业培

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

全力推进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建设.

加快推进３个一号公路及“城景通、景景通”建设,

开工建设２０００公里旅游公路,推进黄河风景道、太

行山步道建设,合理布局集散中心、旅游厕所、汽车

营地、标牌标识等配套设施.大力引进战略投资

者,加快五台山、雁门关、王莽岭、祁县古城等重点

签约项目落地实施,推进已开工项目和１００个旅游

扶贫示范村建设.完善康养产业布局规划,培育一

批康养小镇、康养社区、康养度假村,打响康养山

西、夏养山西品牌.科学开发高端文旅资源,严格

论证评审,高水平打造龙头景区,做优做强现有５A

级景区,再建设一批高等级景区.持续开展旅游从

业人员素质提升工程,强化文旅市场综合监管,加

快智慧旅游建设,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文化和旅

游在发展理念、公共服务、行政审批、市场监管、行

政执法、宣传营销等领域全方位对接.深化景区体

制机制改革,推动涉旅文物保护单位“两权分离”.

深入挖掘自然人文景观独特文化内涵,推动文物活

化利用,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加快推进非遗和演艺

进景区,打造高品质文旅“产品包”“景点群”和“线

路套餐”.抓好晋中、忻州等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开展好右玉、左权、太原西山省级生态文化旅游开

发区试点工作,积极创建全省域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推动文化保税区、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壮大文

化企业实力,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

“旅游＋”,用创意激活资源,培育发展研学游、文化

体验游、自驾房车游等新业态,推动文旅产品融合、

业态融合和产业重构,实现文化和旅游神与形的有

机统一、水乳交融!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化均等化,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加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动县级文化馆、图书

馆总分馆制建设,提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公

共服务能力.深入推进文明守望工程、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工程、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和文化惠民工程.

积极申报第八批国保单位,创新文物保护利用机

制.继续开展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推动哲

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大力支持文艺精品创作,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大力开展文化交流.加强国际友好省州合作

交流,扩大朋友圈,提升人文交流的规模层次.丰

富平遥国际摄影展电影展等展会和文化活动内涵,

办好山西省第二届艺术节,积极申办“中华根祖文

化旅游节”,锻造国家级、国际化文化活动品牌.做

好外事、侨务、港澳、对台工作.大力开展针对性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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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强化新媒体推介,讲好山西故事.

(八)聚焦解决突出问题,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按照中央部署,巩固成果,针对突出问题,打好

重点战役,全力攻坚,务求实效.

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地方政府金融

监管和服务能力,加强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健全风

险监测预警处置长效机制.坚决打击各类非法金

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有效防范、打击和处置非

法集资,有序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用好

财政资金杠杆,引导金融机构扩大资金投放,推动

已签约债转股资金落地,继续压降不良贷款,努力

化解企业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压实市县政府

主体责任,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争取更多

国家债券支持,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处置

债务存量.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进一步聚焦深度贫困县、

特殊贫困群体和影响“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

逐县研判、逐项对标、逐个突破,确保最后１７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８００个左右贫困村退出、２２万左右

贫困人口脱贫,易地扶贫搬迁全面完成,实现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 坚持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

摘帮扶、不摘监管,落实好已摘帽贫困县、已退出贫

困村和脱贫人口的后续扶持政策,建立返贫预警机

制,减少和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巩固脱贫成果,提升

发展能力,让贫困群众乘着乡村振兴的快车,奔向

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转型、治企、减煤、

控车、降尘“五管齐下”,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整

治,完成焦化行业特别排放限值改造,推动清洁取

暖和散煤替代由城市建成区向农村扩展,持续开展

柴油货车和散装物料运输车污染治理联合执法,开

展建筑工地绿色施工,打赢蓝天保卫战.统筹推进

“五水同治”,加快汾河、桑干河流域６９座城镇生活

污水处理厂提效改造,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和污水处

理厂建设,打赢黑臭水体歼灭战,努力实现汾河国

考断面全面达标,打好碧水保卫战.完成农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详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推进露

天矿山综合整治,加强采煤沉陷区、矸石山治理,加

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推进净土保卫战.持续

推进“两山七河”生态保护与修复,完成营造林４００

万亩,实施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项目,一河一策

推进其它重点河流生态保护与修复.推进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

作.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三线一单”管控.深化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稳步实施排污许可证

制度,健全生态环境督察工作机制.坚持环保倒逼

转型不动摇,强化服务,精准施策,实现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协同共赢,让绿色发展成为山西的鲜明

特质!

(九)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继续把新增财力优先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力办好群众得实惠的好事、实事.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切实把稳就业摆在突出

位置,加大创业就业支持力度,扎实做好高校毕业

生、去产能安置职工、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

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支持困难企业开

展职工在岗培训,鼓励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稳定

劳动关系.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加快人力资

源市场建设,推进就业实名制管理服务,建立精准

就业帮扶机制.创新“互联网＋职业培训”模式,提

高劳动者就业能力.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成４００所普惠性幼儿

园,建设５００所乡镇寄宿制学校,办好乡村小规模

学校.提高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推动县

域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迈进.不断改善高中学校

办学条件,优化高中阶段教育结构,提升高中阶段

教育水平.加快实施“消除大班额”计划,持续规范

治理校外培训,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

让中小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加快“双一流”建
—７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１　



设,推进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率先发展,深化与

C９等高水平大学合作交流,推动“１３３１”工程提质

增效,加快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大学东山校区建设,

深入推进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实施一流专业建设计

划,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推动应用型高校建设.

积极推动独立学院转设.整合职业院校资源,推广

现代学徒制,促进产教融合.支持和规范民办教

育.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校园安全风险防控

和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继续实施“１３６”兴医工

程.加快医保支付方式、公立医院医药价格和药械

采购三项改革,促进“三医联动”.深化县域综合医

改、城市医联体建设和公立医院改革,保持医改在

全国的领先地位.全面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

服务水平.推进健康扶贫和重点地方病防治攻坚.

建设中医药强省.建立医疗、预防、养老整合型健

康服务体系,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

转变.

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坚持“房住不炒”基本定

位,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大租赁住房建设力

度,支持机构化、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继续

抓好棚户区住房改造,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大

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提高全装修住宅覆盖率.建立

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夯实城市政府主体

责任,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让住房保障政策惠及

更多城镇中等及以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让广大人

民群众“住有所居”.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稳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落实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有序推进省级统

筹工作.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继续提高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再提高３０元.提高城乡社

区养老服务水平.深入开展农村特殊群体关爱、孤

残儿童生活保障工作,加强和改进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大力发展妇女、儿童、老龄、慈善、残疾人和

红十字等事业.

各位代表,今年我省将举办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这是我省的一件大事盛事,要举全省之力,高

质量完成场馆设施建设,精心组织开闭幕式、赛事

活动、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做到既简约

节约又出彩出色,办成一届精彩、惠民、难忘的体育

盛会,充分展示城市综合实力和我省美好形象!

各位代表,今年省政府将在去年基础上,全力

办好八件民生实事.继续实施全民技能提升工程,

再培训１００万人;将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疾儿童

抢救性康复项目帮助对象由４万名增加到５万名;

将国定贫困县农村妇女免费“两癌”检查服务扩大

到全部贫困县;继续为怀孕妇女提供免费产前筛查

与诊断服务;新建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５００

个;继续免费送戏下乡１万场;实施经济困难的高

龄和失能老年人关爱行动工程;实施免费法律咨询

便民工程.我们就是要把改善民生、惠及百姓的实

事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干一件成一

件,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

福感!

(十)聚焦平安山西建设,提升社会安全稳定水

平.今年大事多、要事多、喜事多,防风险、保平安

的任务更加艰巨,必须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这一

底线.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高风险预知预警

预判能力,紧盯重大敏感节点,做到“零懈怠”“零疏

漏”“零失误”.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做实做细各类利益诉求群体的信访维稳工作.严

防群体性事件、突发环境事件、重大食品药品安全

事故、重大交通事故等公共安全事件.持续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和援疆工作.

支持国防建设,加强双拥和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

作.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

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社区治理,发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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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强气

象、地震、人防等工作,做好重大自然灾害的防灾减

灾和救灾工作.

各位代表,安全生产是我们必须牢牢树立的红

线、紧紧守住的底线.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化

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夯实基层基础,坚决杜绝

重特大事故.构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应急救

援队伍建设,强化应急物资配备,不断增强应急保

障和处置能力,使社会安定和谐,让百姓安居乐业!

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打造“六最”营商环境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加强政府自

身建设.对表中央要求、对标发达地区先进做法、

对接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推动我省营商环境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引深审批制度改革,推

行“承诺制＋并联审批”模式,推进“承诺制＋标准

地”改革,实施“区域评估”,试行告知承诺制和“容缺

受理”制度,大幅压缩核准类项目审批评估时限.巩

固深化“３５４５”专项改革,大幅压缩企业开办、水电气

报装、获得信贷、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全面推开“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切实

推进“照后减证”,大幅降低准营门槛.推广相对集

中统一行政许可权改革经验,开展晋城市县两级改

革试点,在省级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创新

监管方式,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统一化、常态

化.更大力度推动跨部门联合检查,实现“进一次

门、查多项事”.加快推进全省涉企信息归集共享,

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措施.规范涉审

中介组织行为,建立“网上中介超市”,大力整治“红

顶中介”.优化政务服务,全面深化“一门一网一次”

改革,在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全面推行“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模式,建设覆盖全省、联通国家的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同步实现“互联网＋监管”功能,提

升移动政务服务“三晋通”覆盖度和体验度,让更多

事项“一网通办”,必须到现场办的力争做到“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积极落实国家和省

各项惠企减税降费政策,坚决治理乱收费、乱罚款.

扩大电力市场直接交易规模,完善工业用地弹性出

让制度,降低各类要素成本.加快“公转铁”运输结

构调整,推进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降低企业物流

成本.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有序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类显

性和隐性障碍,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

度,坚决打破“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开展全

省域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估,组织居民和企业对本地

营商环境进行评价,建立全省营商环境投诉举报跟

踪督办机制.大力弘扬晋商精神,激发和保护企业

家精神,支持企业家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

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重商亲商的社会环境.

各位代表,营商环境是政府治理效果的直接体

现.各级政府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

法,全面提高行政效能.要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展“改革创新、奋发有为”

大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要自觉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决议决定,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

案,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监督,

强化审计监督.加强政府立法,建立健全行政规范

性文件管理制度和合法性审核机制,依法办理行政

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推进省市县综合行政执法

体制改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政务

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要加强政策研究和经济运

行监测,开展好第四次经济普查,推进智库建设、参

事、咨政等工作,强化政策储备.要以良好政风和

过硬作风提升服务效能,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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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省委实施细则,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

决整治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的问题,用

好“１３７１０”政务督查督办手段,确保政策落地、政令

畅通.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发和保护各级政府和

广大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全体

公务人员要牢固树立“人人代表政府形象”“事事体

现营商环境”理念,最大限度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

便利度、满意率!

各位代表,砥砺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全省

人民,改革创新、锐意进取,不断拓展转型发展新局

面,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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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决议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

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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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姜四清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 向 大 会 报 告 山 西 省

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请予审议,

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２０１８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走过了很不平凡

的历程,是山西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的

关键一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一个指引、两手硬”思路和要求,认真

执行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２０１８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落实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的审查意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三大目标”引

领转型发展,坚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

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作为经济工作主

线,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着力做好“六稳”工作,各项工作均取得重大进展和

明显成效,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发展质量效益明显

提升

２０１８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

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

控政策,全省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

高质量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经济总量增速位次实现“双提升”.在外部环

境趋紧、环保约束强化的背景下,综合施策、趋利避

害,实现了经济稳中向好.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１６８１８１亿元,增长６７％,超过全国０１个百分

点,总量、增速排名分别比上年前移１位、３位,增

速连续８个季度保持在６％以上,经济增长的稳定

性和韧性明显增强.第一产业增长２１％,第二产

业增长４５％,服务业增长８８％.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比重达５３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７１７％,支撑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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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发展势头强劲.在煤炭供求处于紧平衡、

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的态势下,大力改造提升传

统动能,加快新动能培育步伐,推动了经济结构持

续优化.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１４％,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６３％,分别高于全国５１个、

４６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反转呈现积极态势,按可

比口径测算,煤炭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３个百分

点,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上升２１个百分点,对全省

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７６４％.非煤产业对工

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９６９％,同比上升２０７个

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９２％,其中,装备制

造业增长１４５％.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持续下滑、金融趋紧的条件下,全省上下狠抓转

型项目建设,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主持召开现

场推进会,扎实开展各项专题行动,强化多轮专项

督导,有力扭转了上半年投资大幅下降的局面,推

动下半年投资“V”型反转,在全国负增长的省份中

率先实现由负转正,且回升幅度最大.全年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５７％,居全国第１８位,排名前移４

位.转型项目投资占比高达６２１％,其中新兴产

业投资占转型项目投资比重达到９０％,实现了全

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提升、结构优化.非传统产业

和传统产业投资“一升一降”,制造业、高技术产业、

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１４５％、２０８％、１４％,采矿

业、火电投资分别下降２６％、２６７％.

　　消费基础作用进一步增强.出台消费升级行

动计划,大力开展消费促进月和购物季活动,推进

城乡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有效扭转消费增速长期大

幅低于全国的局面.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８２％,超过预期目标１２个百分点.消费新模

式新业态不断发力,全省旅游总收入达６７２８７亿

元,增长２５５％,连续保持２０％以上高速增长.

　　进出口大幅增长.出台山西省对外贸易主体

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加大外贸主体培育力度,全省

上亿元进出口企业同比增加６个.全省进出口总

额１３６９９亿元,增长１７８％,高于全国８１个百

分点.对美国进出口总额逆势增长５５９％,占全

省进出口总额的１８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总额增长２６３％.对外贸易结构明显优

化,全省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总额分别增

长１０８％、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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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认真落实我

省出台的降成本各项政策举措,全年累计降低实体

经济企业成本约３９３６亿元.１－１１月,规上工业

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７９１元,同比减少

１３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５１元.企业盈利能力

持续增强.１－１１ 月,规上工业企 业 实 现 利 润

１２８７８亿元,增长４１９％,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企业活力显著增强,１１月末规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

率同比下降２３７个百分点.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同

比增加３２９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２９２６亿

元,增长２２８％,连续两年保持了２０％左右的较高

增 速. 非 煤 产 业 税 收 增 长 １９４％,占 比 达

到５６２％.

　　就业形势持续向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全

省城镇新增就业５５７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４０９万人,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年末城镇

登记失业率３３％,低于４２％的年度控制目标.

帮助４万余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完成全年任务

的１０１％,零就业家庭基本实现动态消零.

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

涨１８％,低于全国涨幅０３个百分点.省级涉企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现全面清零.进一步降低工商

户电价１０％,减轻企业居民用电负担.加强市场

价格监管和重点领域检查工作,全省共查处价格违

法案件３０１件,实施经济制裁１４８亿元.

(二)扎实推进“示范区”建设,新旧动能加快

转换

以落实国发〔２０１７〕４２号文为抓手,加快推动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

进展.

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横下一条心,加快发展新

兴产业,出台«山西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

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制定新兴产业２０１８

年行动计划,为推动工业结构反转打开新局面.制

造业发展多点突破.制造业增速快于规上工业增

速５１个百分点.通用航空业取得重大突破,国家

将我省列入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编制«山西省

通用航空业发展规划»,组织开展山西(深圳)通用

航空业专题推介会,大同、长治等航空产业园加快

布局建设.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核准山西新能源汽

车工业有限公司调整产品结构跨细分类生产轿车

项目,使其成功获得轿车生产资质,成为我省第一

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轿车生产企业.大运、成

功、原野等新能源汽车项目相继落地,江铃重卡一

期顺利投产.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全力推动３７

个重点项目建设,３个项目入选国家大数据产业发

展试点示范项目,建成各类数据中心２７个.新兴

产业产品产量稳步扩大.全省新能源汽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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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倍,光 伏 电 池 增 长 ７１１％,铁 路 机 车 增 长

８０６％,煤层气增长９２％,太阳能、风能发电量分

别增长６９４％、２８６％.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深入推进,中科曙光产业园

区、百度与精英科技中国煤炭云等一批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顺利推进.全省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２７６％,１－１１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营业收

入增长３６９％,快递业营业收入增长３３６％.新

兴产业重点项目扎实推进.以转型项目建设年为

引领,一批重大项目坚实落地.晋能高效异质结组

件、阳煤太化新材料年产２０万吨己内酰胺、广誉远

中医药产业项目、江淮重工晋城新能源装备、太钢

高性能碳纤维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建成投产或部

分投产.军民融合稳步发展.成功举办山西省军

民融合发展推进大会暨科技成果交易洽谈会,搭建

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太

原)平台,扎实推进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创建工作,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呈现新局面.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持续加大技改

投资力度.省级技改专项资金扩大到２０亿元,实

施技术改造１３大专项工程,扶持项目２５８个,带动

企业投资 ３９１ 亿元,全年工业企业技改投资达

６９７１亿元,增长２０９％.传统产业技术水平明显

提高.新增省级制造业创新试点中心１家、试点培

育中心５家.新增省级工程研究中心８家、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３户,目前全省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２８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３０２户.太钢双相

不锈钢钢筋在港珠澳大桥工程首次批量化应用,太

重２５０吨智能铸造起重机实现关键核心部位的完

全智能化,打破国外垄断.企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取得明显成效.积极创建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智奇铁路、科达自控成功获批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中电二所、太重轨道交通项目成功入选国家智

能制造专项.晋西车轴、华翔集团、鸿富晋精密工

业(太原)入选国家第三批绿色工厂.亚宝药业、孝

义盛世富源等２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制造系统集

成项目.大力淘汰落后产能.退出煤炭过剩产能

３０９０万吨.压减钢铁产能２２５万吨,淘汰煤电机

组２０３３万千瓦,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关停６９１

万吨焦化产能.

专栏１:技术改造１３大专项工程
技术创新提升专项工程、智能制造示范专项

工程、绿色制造推广专项工程、两化融合及信息化

专项工程、工业转型强基专项工程、新材料产业专

项工程、公共平台建设专项工程、消费品三品专项

工程、新能源汽车产业专项工程、服务制造创新专

项工程、军民产业融合专项工程、焦化技术改造专

项工程、电子信息产业专项工程.

　　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出台«２０１８年重点工

作清单»,落实服务业发展六项机制,保障服务业健

康稳定发展.召开全省旅游工作会议和旅游发展

大会,出台«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旅游发展总体

规划»,开展八大行动,建设一批特色景区、旅游综

合体、文旅小镇等项目,省级１８４个重点旅游项目

开工建设.狠抓龙头景区建设,推动五台山景区与

浙江银泰集团、平遥古城与华侨城旅投公司开展战

略合作,云冈石窟注册成立大同文化旅游集团云冈

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实行专业化运营.构建“一区

两片”康养产业格局,实施“１３１０”工程.山西(阳

泉)国际陆港相关业务顺利推进,大同国际陆港项

目一期建设基本完成.太铁中鼎物流园区、侯马方

略国际物流园区进入全国多式联运试点行列.出

台«关于加快咨询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扎实推进

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侯马、文水等市县大型

商贸市场标准化稳步推进.

专栏２:服务业发展六项机制
清单化管理机制、定期调度会议机制、督

办督查机制、考核激励机制、约谈通报机制、入
企帮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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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三大旅游板块八大行动
«２０１８年三大旅游板块突破性开局行动

方案»明确的八大行动:路网建设行动、引进战

略性投资行动、大项目建设行动、康养旅游行

动、重大活动促进行动、精品线路推广行动、旅
游品质提升行动、政策保障行动.

　　(三)全力打造“排头兵”,能源革命取得积极

进展

认真落实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实施方案,

提出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议方

案,扎实推进“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现代能源体系

建设加快推进.

煤炭先进产能不断提升.坚定不移走煤炭

“减”“优”“绿”之路,大力开展现代化矿井建设,积

极创建一级标准化煤矿和特级安全高效矿井,１６９

座煤矿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化煤矿,占全国现有一

级标准化煤矿的３８％,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５７％,

提高１５个百分点.

现代煤化工取得重大突破.布局建设晋北、晋

东、晋南三大现代煤化工基地,积极谋划推进总投

资近４０００亿元的３１个重点项目,潞安１８０煤制油

项目一期１００万吨油品装置进入稳产提效阶段.

煤层气开发利用不断加大.全省煤层气开采

量突破５６亿立方米,利用量占全国９０％以上.加

快煤层气管网互联互通,沁水煤田LNG气化反输

３００万方/日项目顺利建成,应急保供输送能力大

幅提升.

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争取３个光伏发电基

地获国家批复,总规模(１５０万千瓦)居全国第一,

是全国唯一满额争取基地指标的省份.大同二期、

寿阳光伏应用领跑基地全部开工建设.国家电网

灵丘风电供暖示范项目正式运营.年末全省新能

源装机容量达２６４９７万千瓦,占全省电力装机容

量比重突破３０％.

晋电外送能力不断提升.蒙西~天津南、晋北

~江苏、榆横~潍坊３条特高压通道建成投运.盂

县电厂~河北南网５００千伏交流输电通道有序推

进,争取国家确定一批外送电通道的配套电源点,

晋电外送输电能力新增１４００万千瓦.全年外送电

量９２７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四)积极构建“新高地”,对外开放空间进一步

拓展

拓展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理念、举

措和影响力,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推动我省对

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积极融入国家开放大战略.落实山西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三年滚动实施方案,开展山西品牌

丝路行、中华行系列行动,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班列５０列.加

快融入京津冀发展,国家正式批复«关于支持山西

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的意见»,

赋予我省“建设京津冀向中西部地区辐射的战略支

撑带”的重要定位,标志着我省已被纳入国家区域

战略.积极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蒙晋冀(乌大

张)长城金三角等区域合作.

着力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成功争取铁路总

公司同意主导建设大同至原平客运专线,彻底解决

项目多年停滞问题.成功争取雄忻高铁由铁总主

导建设,项目前期加快推进,为融入京津冀奠定坚

实基础.大西客专原平至太原段顺利通车,大张、

太焦、蒙华、和邢、阳大铁路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加

快推进高速公路出省口建设,建成河曲、永和关、刘

堡３个出省口,全省高速公路出省口达２６个.太

原二环东环、右玉至平鲁等省内高速公路项目稳步

推进.太原至圣彼得堡、悉尼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太原武宿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１３００万人次.朔

州支线机场、芮城通用机场、阳城通用机场建设前

期工作扎实推进.晋城支线机场调整纳入民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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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机场建设“十三五”规划.太原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建设顺利通过国家评审.

专栏４:全省高速公路出省口(３３个)
已建成２６个:
河北方向(９个):天镇平原堡、阳高孙启

庄、广灵加斗、灵丘驿马岭、五台长城岭、平定

杨树庄、平定旧关、和顺康家楼、黎城下浣.
河南方向(６个):平顺河坪辿、陵川营盘、

泽州韩家寨、泽州道宝河、垣 曲 蒲 掌、芮 城

刘堡.
陕西方向(６个):保德、临县克虎寨、柳林

军渡、永和永和关、吉县七郎窝、河津禹门口.
内蒙古方向(５个):天镇韩家营、新荣德

胜口、右玉杀虎口、平鲁二道梁、河曲.
在建３个:
兴县黑峪口(陕西方向)、垣曲古城(河南

方向)、阳城蟒河(河南方向).
拟建４个:
临猗孙吉(陕西方向)、芮城风陵渡(陕西

方向)、平陆(河南方向)、昔阳龙坡(河北方

向).

　　建设对外开放新平台.运城、晋城海关正式开

放,大同航空口岸正式开放,运城航空口岸获批临

时开放.侯马方略保税国际陆港口岸园区成为具

备复合功能的内陆口岸区.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

正式运行,日最高处理量达１６万件,增长４倍.６９

项国家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推广落地.成功举办

２０１８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和中国(太原)国际

能源产业博览会,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革命

思想交流和合作平台.

招商引资成果丰硕.制定印发«山西省制造业

十二大领域发展(招商)图谱»,积极推进制造业精

准招商等重点招商引资活动.与德国、葡萄牙和毛

里求斯等国家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在德国柏

林召开山西(德国)经贸人才合作恳谈会,签约３１

个合作项目,达到我省同类活动的历史最好水平.

举办山西省(深圳)招商推介会,共签约项目７５个,

总投资 １５４２３ 亿 元.全 省 招 商 引 资 签 约 项 目

２５１８个,总投资１５６万亿元,当年开工率达６０％.

全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２３６２ 亿美元,增

长３９７％.

(五)扎实推进转型项目建设年,有效投资不断

扩大

制定«山西省转型项目建设年行动方案»,扎实

开展专项行动,全省形成谋项目、抓项目、促转型的

良好机制,推动投资进入稳定增长区间.

全力加强项目谋划储备.高起点谋划牵引项

目,聘请国家级研究机构,聚焦９大领域研究谋划

重大项目.安排下达８５００多万元专项用于支持市

县开展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积极开展项目谋划储

备专项行动,建立项目储备月调度制度,初步形成

了８０００多亿的项目储备规模.积极推进以市场换

项目、以公共资源换项目,装备制造业发展取得积

极进展.

积极破解项目推进难题.召开全省推进转型

项目建设现场会,全面落实六项机制,组织开展前

期手续办理、集中开工、进工地到一线解难题等专

项活动,针对性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开展

政银企对接,达成合作意向１３００多亿元.积极争

取国家发改委核准我省１３２７亿元额度的８支企

业债券.召开项目土地专题协调会,协调解决了

１１９个土地问题.

发挥重点工程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加快审批

事项办理,扎实推动重大项目开复工建设.持续加

大重点工程“１３７１０”督办力度,组织对全省市级重

点工程确定、省市重点工程开复工及完成投资、省

级重点工程项目审批事项办理及项目推进等方面

进行督查.省市两级重点工程项目实现信息化动

态管理,项目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全省重点工程

完 成 投 资 ２７３４３ 亿 元,完 成 全 年 投 资 计 划

的１１４２％.

民间投资活力不断增强.制定出台«进一步激

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动促进经济转型发展若干措

施»,强化２６条具体措施,大幅放宽民间准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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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本推介基础设施领域项目３２个,总投资

７１３１亿元,吸引民间资本６９５亿元.开展金融助

推转型项目服务民营企业对接会,向２０余家金融

机构推介１２０多个民间投资项目,有效缓解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

专栏５:“转型项目建设年”六项机制
并联审批机制:成立省审批中心,省直相

关部门共同参与,对项目审批手续清理前置、
规范操作、定期集中办理.

职能部门责任机制:省直相关部门各司其

职,把审批流程改革优化到位,审批事项限时

办结.
项目化管理机制: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重大项目,由省直行业主管部门挂牌推

进、班子成员具体抓落实.
协调调度机制:常务副省长牵头抓总,其

他副省长抓分管领域,定期进行投资项目调

度,协调解决突出问题.
监督考核机制:将转型项目涉及的４项主

要指标列入考核内容,对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

进行专项考核.
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市、县政府参照省

政府机制,制定本地项目建设常态化工作机

制,上下协同,形成合力.

　　(六)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努力补齐发展

短板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

持续精准发力,加快补齐发展短板,三大攻坚战取

得明显成效.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稳妥推进.金融风险防范

化解工作扎实推进,分类处置不良贷款２５６亿元,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各类违法活动,加快推动农信

社改制化险,新增１１家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有序推进,全省政府债务率持续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部

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全省房

地产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脱贫攻坚连战连胜.认真落实全省攻坚深度

贫困现场推进会精神,出台«关于坚决打赢全省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关于一县一策集

中攻坚深度贫困县的意见»等,完善了责任体系、工

作体系和投入体系.１８７万人易地搬迁全部完

成,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特色农业扶贫“五有”机

制得到落实,全省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达到

３３７８个,入社贫困人口７０３万人,其中护林员人

均增收６５００元.我省组建扶贫造林(种草)专业合

作社的脱贫模式,被国家有关部委向全国推广.推

动建设光伏扶贫电站２４１万千瓦,居全国第一.电

商扶贫实现３６个国定贫困县全覆盖,１８个成为国

家示范县.前三季度,全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６１７６元,同比增长１２１％,增幅居２２个中

西部省份第二.全年２６个贫困县进入摘帽程序、

２２５５个贫困村退出、６４９万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

降到１１％.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全面加强.召开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修复工程扎实推进.出台«太行山吕梁

山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方案»,“两山

七河”重大工程获得国家支持,大清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修复工程正式纳入国家规划.加快推进林业

生态建设,全年完成营造林５１０２２万亩.大水网

工程加快扫尾,县域小水网加快实施.中部引黄水

源工程纳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计划.污染防治攻

坚战深入推进.大力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三大行动计划.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推进环保设施升级改造,依法淘汰取缔“散乱

污”企业５７２７家.完成清洁取暖改造９４万户,淘

汰燃煤锅炉４７６６台.整治黑臭水体５４条,总体整

治进度达到国家“水十条”考核时序进度要求.开

展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业固废处置加快推

进.全 省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同 比 改 善

１０８％,优质水断面超过国家要求,土壤环境质量

保持稳定,初步实现了经济运行和生态环保同向

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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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部分改革进入全

国第一方阵

坚持“三个三”抓改革基本要求和方法,加大基

础性关键性领域改革力度,转型发展动力不断

增强.

国企国资改革持续深化.召开省属国有企业

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推进会,持续推进８个方面３８

项重点任务,国企国资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实施

“腾笼换鸟”工程,煤炭、电力、化工等传统产业战略

性重组加快推进.加速化解国企历史包袱,“三供

一业”剥离移交工作全面完成.持续化解国企债务

风险,省属国企资产负债率降低３１６个百分点.

开展应收账款清收行动,应收账款下降约２０％.

持续攻坚“处僵治困”,国企僵尸企业改革完成率

达１６９％.

开发区改革创新取得积极进展.召开全省开

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推进会,开发区“５＋２”重点任务

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开发区扩区调规,省级以上

开发区由４０家增加至６４家.继续推进“三化三

制”改革,完善开发区领导班子绩效管理和市场化

选聘政策,探索开展开发区企业化管理模式改革.

制定开发区管理和运营分离的指导意见,开展企业

化管理模式改革.«山西省开发区条例»立法工作

加速推进.１－１１月,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２３２％,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２３８％.晋中、

大同、临汾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成效明显.

承诺制改革获国务院通报表扬.全省域开展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成为全国第一个全

省域试点省,积极推进“标准地”出让、区域能评、区

域环评等配套改革,加快推行“多审合一、四图合

审”,全省试点项目１２０２个,项目落地时间大幅减

少,建设工程审批时限指标居全国第４,受到国务

院通报表扬.出台«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办法»,实现了审批最少,时限最短.加快推

进投资并联审批改革,对４２项投资审批事项进行

流程再造,省级投资项目全部实现网上申报、一窗

受理.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不断完善,荣获

全国“示范平台”称号.

电力体制改革成效显著.电改１４个专项方案

全部印发执行,“１＋N”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输配

电价改革坚实落地,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１０％”的目标,输配电

价和工商业销售电价基本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不

断扩大电力直接交易规模,完成交易电量６４４亿千

瓦时,同 比 增 长 ２２２％,约 占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的

３０％.售电侧改革取得突破,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全

面铺开,１３个项目列入国家增量配电业务试点范

围,吕梁铝循环产业园区局域电网运营试点初见

成效.

专栏６:电力体制改革“１＋N”政策体系
１:山西省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实施

方案.
N:电力体制改革１４个专项方案.售电

侧改革实施方案、电力交易机构组建方案、电
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燃煤自备电厂建设

运营管理办法、太原西山生态产业区新能源微

电网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电力市场建设试点方

案、放开发用电计划实施方案、电力直接交易

实施方案、跨省跨区电力直接交易实施方案、
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化建

设方案、可再生能源参与调峰市场实施细则、
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暨补贴管理

办法、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市场交易实施方

案.

　　“放管服效”改革持续深化.坚持“三对”理念,

围绕“六最”目标,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取

得明显成效.根据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反馈结果,

我省７项重点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中６项指标排名

大幅进位,其中,用电、用水报装分别排全国第１、

第８,取得较大突破.持续深化简政放权,积极承

接国务院下放和调整的涉及我省５５４项行政审批

事项,自主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等事项４８１

项.省直部门法定审批时限压缩５１％.全面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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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分离”改革,全省实行“三十证”合一,全力推

进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方式,积极推进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领域体制改

革.信用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与政务大厅全面对接,共享应用功能不断提升.全

面推进“３５４５”专项改革,加快一网通办,大力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省市县乡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实现全覆盖.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启动

实施.

专栏７:“３５４５”专项改革.
３:申请新开办企业实现省级３个工作日内

完成营业执照办理、涉税办理、公章刻制等

事项.
５:查封、抵押、注销登记等不动产登记压

缩至５个工作日内,其他不动产登记逐步实现

这一目标.
４５:一般性工业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的

审批时限压缩至４５个工作日内.

　　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召开全

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会,出台«关于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

平竞争的政策文件,除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业和

领域外,一律向民间资本开放.筹资５０亿元组建

山西省民营企业政策性纾困救助基金,推动解决民

营企业流动性问题.充分发挥融资再担保集团功

能,提高民营企业融资担保水平.建立省市县三级

领导联系民营企业制度并向社会公布.成立山西

晋商民营联合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省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的浓厚氛围已经形成.

价格改革有序推进.制定出台«关于全面深化

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修订«山西省定价目

录»,确保政府在目录之外无定价权.深化居民用

气改革.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取得阶段性

成效.完成普通高校本科学费标准调整工作.出

台新一轮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优惠政策,减免费用

１０亿元.

(八)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协调性不断增强

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入推动乡村振兴,着

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城乡融合发展

步伐加快.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制定«山西省乡村振

兴战略总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及专项规划,召

开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现场推

进会.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全省启动农

村改厕等五个专项行动,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活动,农村人居环境和整体面貌进一步改善.

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建成涉农县的县、乡两级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国家和省确定的１４个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任务全面完成.积极推进农

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全省家庭承包耕地流转

面积达到８７３万亩.

现代农业基础不断夯实.大力发展有机旱作

农业,１市５县３０片典型示范创建取得积极进展.

大力发展城郊农业,重点推进太原南部城郊农业示

范区和６个城郊农业示范县建设.高标准建设“一

区一园一平台”三大省级战略,出台支持山西农谷

建设若干政策,创建２０个出口水果标准化生产示

范基地,扎实推进６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创建.大力推进农产品加工,全年销售收入预计

突破１８００亿元,增长１０６％.提升粮食安全保

障,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考核获得优秀等次.加快

特色粮食产业发展,举办粮食产销衔接会,“山西小

米”成为区域公共品牌.加快推进粮食仓储设施建

设,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生产再获丰收,总产量

达１３８０４亿公斤,为２０１４年之后的历史第二个高

产年.粮食单产为２９３３公斤/亩,再创历史新高.

新型城镇化战略扎实 推 进.出 台 «山 西 省

２０１８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年末全

省户籍城镇化率预计为４１％,比上年提高１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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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深入实施太原都市区规划,加快区域中心城

市建设.大力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大同、长治区划

调整实现历史性突破.积极推动全省老工业基地

调整改造,扎实推进城区老工业区和独立工矿区搬

迁改造.大力推进城市清洁供热,热电联产占总供

热面 积 比 例 达 到 ７０６％.规 范 推 进 特 色 小 镇

建设.

(九)着力发挥创新第一动力,创新活力加快

释放

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改革举措落地见

效,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科技对经济转型的支撑引

领作用更加明显.

科技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增省级重点实验

室２６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９家、省级科技

创新团队１４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７个,与中国工

程院等合作共建的先进研发机构相继落地.新立

项２０个科技重大专项,推动能源革命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加快发展.T８００碳纤维实现工程化,时速

３５０公里高铁轮轴通过技术鉴定,石墨烯超级电容

器形成应用示范.建成山西省科技创新券管理系

统,审核兑付科技创新券７７４５万元.太原市列入

首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行列.９家

省属科研院所转制取得实质性进展.积极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技术合同成交总额２６０２２亿元.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扎实推进双创

示范基地建设,认定１５个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大

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新认定数量创历史新高,全

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１５００家.省级及以上众

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达２３１家、６２家.全

省新登记市场主体４４１万户,增长１２１％.成功

举办２０１８年全国双创活动周山西分会场活动.

(十)抓实民生重点工作,人民福祉不断增进

认真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

惠民工程和利民实事,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实现“十四连涨”.居民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由每人每月８０元提高到１０３元,惠及４１０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

人每年４５０元提高到４９０元,惠及２５５７万人.失

业保险金标准提高待遇惠及２７万人.提高全省

工伤职工三项待遇和乡镇工作补贴.全年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６５％、８９％,实现了

预期目标.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险综合参保

率达９５％.５户省属煤炭企业职工医疗生育保险

如期纳入社会统筹,解决了多年遗留难题.医疗保

障帮扶政策走在全国前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范围扩大到３０个省(区、市).实施失业保险援

企稳岗“护航行动”和技能提升“展翅行动”,为

１３８６户企业发放稳岗补贴２３亿元.工伤保险扩

面取得积极进展,职工劳动能力再次鉴定在全国率

先实现全程网上经办.

公共服务补短板力度加大.召开我省与 C９

高校战略合作座谈会,建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对

口帮扶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机制.“１３３１工

程”实现突破,山西大学成为“部省合建”高校,太原

理工大学一批科技成果得到推广应用.全省通过

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评估认定,县域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向优质均衡迈进.建立学前教

育普惠改革发展省级试点３８个.启动实施“１３６”

兴医工程,１２个领军临床专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形成可复制的“山西

模式”,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在１１个市全面启动.健

康扶贫创造了“山西经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惠及

全省１８１０万城乡居民.

重点民生工程扎实推进.深入推进采煤沉陷

区综合治理搬迁,１７６万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棚户区住房改造建成１３４１万套,政府投资公租房

分配２４５９万套,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城市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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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成效明显,累计完成投资６２５亿元,超额完成

年度计划.下拨省级补助资金３６００万元,圆满完

成新建６００个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民生实

事.成功举办第十五届省运会,加快推进“二青会”

４６个场馆建设.

重点民生风险得到妥善应对.积极解决天然

气供给不足的民生难题,多方协调落实气源６１７

亿立方米,多措并举确保全省人民群众安全温暖度

冬.严守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开展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从严开

展打非治违,全年各类生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

别下 降 １２７％、１２４％,煤 矿 百 万 吨 死 亡 率 为

００３３,同比下降６０％.防汛抗洪工作取得全面胜

利,如期实现了“三确保、一减少”的目标.

专栏８:三确保、一减少
设防标准内确保大中型水库不垮坝,确保

主要河流不决口,确保重要城市和重要基础设

施防洪安全,努力把灾害风险和灾害损失减少

到最低程度.

　　从主要计划指标执行情况看,２０１８年«计划报

告»提出的９项主要预期指标总体完成较好.１３

项约束性指标中,除设区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劣 V类水体比例外,其余指标均较好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在外部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

环保约束日趋严格的条件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

属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省政府紧密结合山

西实际,创造性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结

果,是全省上下坚持转型发展“三条基本经验”,团

结一心、努力奋斗的结果,应当倍加珍惜.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省发展仍

面临不少困难.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全省经济保持

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加大.三次产业的发展水平

和质量还不高,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还不充分.实体经济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和民生领域存在不少短板弱项,攻坚深度贫困、巩

固脱贫成果任务还很艰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还不

高.生态环保形势仍然严峻,安全生产等工作还需

不断加强.市场化改革有待进一步加速,对外开放

有待进一步扩大,区域创新体系有待进一步构建和

完善.企业创新投入不足,R&D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地方和部门执

行政策存在简单化、“一刀切”问题,一些干部推动

转型发展的观念能力作风不适应,不善作为的问题

比较突出.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采取有力

举措,切实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９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

目标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我省在“两转”基础

上拓展新局面的攻坚之年.做好今年工作至关

重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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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

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部署,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

高质量发展,坚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综改

试验区建设相结合作为经济工作主线,坚持深化市

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以“三大目标”为牵引,

坚持和发展“三条基本经验”,着力激活微观主体活

力,释放市场需求潜力,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加

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

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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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推动全省经济在由“疲”

转“兴”基础上拓展转型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二)主要目标

统筹考虑２０１８年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和我省经

济发展环境、阶段性特征,综合分析需要与可能、当

前与长远,按照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科学合理的原

则,２０１９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安排如下:

———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６３％左右.主要考虑:一是符合经济运

行趋势.２０１９年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因

素增多,全省经济增长将面临较大压力,目标不宜

过高.二是满足稳就业稳预期需求.我省扩大就

业规模和促进居民增收,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

长速度.同时考虑引导社会预期的需要,目标不宜

过低.三是为转型发展适当留出空间.按照高质

量发展要求,应该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

目标设定上为转型腾出适当空间,目标不宜定得

过高.

———有效需求不断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６５％.主要考虑是稳定经济增长需要、优

化投资结构的要求以及当前项目储备基础.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５％,主要考虑了全社会消

费结构升级趋势和汽车类零售额下降、石油及制品

类零售额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

———就业形势稳定向好.城镇新增就业４６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２％以内,城镇调查

失业率控制在６５％以内.主要考虑是落实国家

稳就业的要求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控制在３％左右.

———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资源节约方面,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３２％,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３９％,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用水量下降３％.环境质量方面,达到或好于Ⅲ

类水体比例保持在５５２％,劣Ⅴ类水体比例控制

在１５５％,设区市细颗粒物(PM２５)浓度下降比

例、设区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和二氧化硫、化

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４项主要污染物减排指

标,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民生保障持续改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增长６５％和６５％以上,主要考虑居

民收入增速要不低于经济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要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结合我省居民工资性收

入、财产性收入增长态势以及财政对贫困地区扶持

力度的加大.农村贫困人口预计再减少２２万人,

为确保完成脱贫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城镇棚户区

住房改造３５万套.

(三)处理好重大关系

实现今年发展目标,拓展转型发展新局面,要

辩证施策,准确把握国家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

会政策等重大政策取向,处理好以下重大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坚持

稳字当头,着力做好“六稳”工作,努力保持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积极应对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风险,

统筹做好防范金融、房地产风险,以及安全生产等

工作,防止各种风险叠加共振.

二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坚决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倒

逼经济增长与高污染排放脱钩,推动发展质量变

革;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严禁“一刀切”

做法,推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是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坚持供需

两端发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

战略定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提高供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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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益.同时要积极发挥好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

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形成

供需互促互进的良性循环.

四是要处理好借助外力和增强内生动力的关

系.要统筹省内、省外积极因素,内外联动,增强发

展活力和动力.全面落实对接国家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努力为我省争取更大政策和发展空间.同

时,要着力优化投资营商环境,强化科技、人才、金

融等要素支撑,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三、２０１９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按照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

针,以“三大目标”定位为牵引,把握重点、力求突

破,全力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各项工作,重点做好

以下８方面工作.

专栏９:“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

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
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八字方针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
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

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

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

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

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
展更多优质企业.

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

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

业集群.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

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
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

环.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

坚持制造业优先发展,加快打造全国能源革命

排头兵,以推动集群化发展为路径,着力提升我省

产业发展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扎实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山西

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坚持以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为方向,推动制造

业规模稳步扩大.积极发展通航产业,以通用航空

业发展示范省建设为牵引,加快省内通航基础设施

建设,积极发展短途运输和农林作业、应急救援、低

空旅游等通航服务业,发展航空材料及零部件制造

业,推进大同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建设,加快成立山

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依托吉利、大运等龙头企业,扩大新能源整车

和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吸引关键零部件配套项目

落地.加快推动大运、成功纯电动轿车、吉利新增

乘用车和零部件园区等重点项目建设.实施大数

据发展战略,出台«山西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办

法»,积极引进一批优势大数据企业和研究机构,打

造太原、大同、吕梁、阳泉等大数据产业中心.大力

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积极争取国家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加快晋风智造科技产业园、东杰智能装备及

工业机器人等项目建设,打造太重风电机组、华翔

高端铸件等一批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积极推

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动下一代通信网络、物

联网、人工智能、光伏、LED、传感器、锂离子电池、

半导体材料产业发展,推动中电科电子信息科技创

新产业园等项目建设.积极培育新材料产业,大力

发展铝镁合金、碳化硅、碳纤维、石墨烯等高端新材

料产品,建设运城铝镁合金产业基地,推动太钢高

端碳纤维千吨级基地二期项目投产达效.大力发

展节能环保产业,加强公共治污设施建设,带动环

保技术装备发展,培育一批骨干节能环保企业.振

兴现代医药产业,以大力振兴中药、突破生物药、创

新化学药为方向,打造晋北原料药、晋中中成药、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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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新物药等现代医药产业集群.推进焦化产业集

聚发展.突出抓好焦化行业改造升级,加快优化布

局、调整结构,推动焦化企业向重点园区集中,实施

减量置换、提升装备水平,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冶

金行业提质增效.继续推进钢铁落后产能淘汰,坚

决防范“地条钢”死灰复燃,加快减量升级步伐.持

续优化产品结构.深入推进煤－电－铝(镁)－材

一体化改革试点,推动建设吕梁、运城两大铝工业

基地.加快特色轻工产业集群化发展,提升白酒、

老陈醋、陶瓷、玻璃器皿、轻纺日用品等产业发展

水平.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排头兵建设.我省编制的

山西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建议方案,得到国

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文件出台后将成为继国发

〔２０１７〕４２号文之后又一重大政策红利.要积极开

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着力构建现代能源产业

体系,推动我省能源革命在全国率先破题.坚定不

移走煤炭“减”“优”“绿”之路.继续深入推进去产

能,主动调控煤炭产量,引导企业开展减量置换和

减量重组.推进一级标准化煤矿建设和特级安全

高效矿井创建,积极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试点,大

力发展先进产能.开展国家非常规天然气保障基

地建设.完善煤层气开发利用支持政策,深化煤层

气勘查开采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广“采煤采气一

体化”模式,加大“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气”三气共

采,推进沁南、马必、临兴、柳林等煤层气重点项目

勘探开发.加快焦炉煤气制天然气和煤制天然气

利用,缓解供气压力.实施输气管网全覆盖工程,

加快煤层气气田与省级主干管网联通.加快应急

调峰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应急保供能力.推进电力

产业健康发展.积极拓展省外用电市场,加快外送

电通道建设,积极推进“雁淮直流”“蒙西~天津南”

特高压配套电源点项目.加快５００千伏输电工程

建设进度,推动与河北南网的合作要迈出实质性步

伐.谋划“晋电送浙”特高压输电工程等新的外送

电通道.加大省内电力消纳力度,实施农网改造工

程,提升电网供电保障能力.继续淘汰落后煤电机

组,鼓励开展分质分级梯级利用试点、煤电机组灵

活性改造试点示范,有效提高火电机组调峰能力.

扎实推进现代煤化工,加快传统煤化工改造升级,

加快晋北、晋东、晋中(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基地建

设,重点推动阳煤集团低阶煤多联产项目、中煤平

朔年产７５万吨煤制烯烃等项目.大力发展新能

源.大力推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

能源开发,打造新能源全产业链.有序推进风能资

源开发,推进中南部低风速风电及分散式风电项目

建设.大力推进光伏发电领跑基地建设,积极争取

吕梁、忻州、朔州等光伏发电领跑基地获国家批复.

大力发展地热项目,创建太原、晋中、忻州、长治、临

汾等地热供暖示范区.提升绿色电力消纳能力,提

高新能源外输电占比.提升突破能源关键核心技

术能力.积极争取建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

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布局重大创新基础设施和

应用示范工程,集中开展大规模储能、石墨烯、氢

能、催化剂材料、碳捕集利用封存等前沿技术攻关.

对接产业需求,在合成清洁燃料、合成化学品、节能

减排等方面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

打造能源交易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提升太原能源

低碳发展论坛和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

影响力,把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打造成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会展品牌.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省级服务业集聚区

建设为抓手,以大数据服务、会展、现代物流、研发

设计、咨询中介、售后服务等为重点,遴选认定一批

省级示范园区,配套建设生产服务业项目,形成制

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大

力发展全域旅游.坚持以文旅融合为路径,加快创

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继续推进省级１７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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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工项目建设,抓好５０个省级重点文旅项目前

期工作,推动旅发大会３５个签约项目落地实施.

加快改造现有重点景区、开发新兴景区、催生热点

景区、重点抓好老牛湾、壶口、碛口、得胜堡群、新旧

广武城、平型关、左权百里画廊、恒山等景区开发.

继续推进以三大板块旅游公路为重点的“四好农村

路”建设,建设配套设施齐全的“城景通、景景通”旅

游路网格局,完善旅游集散网络.合理布局建设集

散中心、旅游厕所、汽车营地等公共设施,大力推进

智慧旅游,尽早实现“一部手机游山西”.加强文创

产品开发,加快推进非遗和演艺进景区,打造高品

质文旅“产品包”“景点群”和“线路套餐”.办好山

西省第二届艺术节,积极申办“中华根祖文化旅游

节”.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业.完善康养产业布

局规划,开展城企联动普惠性养老服务专项行动,

引进国内外养老企业,加快康养小镇和康养产业园

建设,提高康养产业带动水平,打造康养山西、夏养

山西品牌.抓住“二青会”举办契机,大力发展冰

雪、水上、山地、汽摩、航空运动等健身休闲产业.

提升现代金融发展水平.加快晋商银行上市,推进

山西证券、金融租赁、山西信托、中煤保险等机构战

略重组.积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设立特色

金融小镇,吸引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设立服务外包

基地和后台灾备中心,支持拥有独立牌照的功能性

金融机构入驻我省.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建设.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和利用.

全力培育产业集群.以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开发区、工业园区为载体,以“龙头企业＋研

发机构＋配套企业”为模式,以产业集聚区试点为

抓手,聚焦制造业重点领域,积极遴选、培育、引进

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十亿级、百亿级龙

头企业,完善产业政策,制定产业规划,推动要素

链、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多链融合,着力打造一

批百亿级、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二)聚力扩大有效需求,不断激发内需潜力

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和消

费基础性作用,推动三大需求协同发力,促进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

深化转型项目建设年.坚持把深化转型项目

建设年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扩大投资规模,

优化投资结构.把准重点投资方向.着眼增强高

质量发展后劲,聚焦产业转型增动能、基础设施补

短板两个板块,实施一批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

增动能的新项目、大项目、好项目.产业转型增动

能板块,聚焦结构反转,围绕制造业发展“三个一

批”任务,加大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现代医药、节能环保、现代煤化

工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快推动１０２个工业转型升

级和技术改造项目,厚植转型发展潜力.基础设施

补短板板块,要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

这一难得机遇,统筹考虑国家政策、民生需求、地方

财力等因素,加快推进现代交通、信息、电力等七大

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大投资项目推进力度.

积极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主动与金融机构

特别是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总部对接,推动政

银企常态化对接,着力保障项目资金.开展“项目

用地历史遗留问题清理”专项行动,腾出环境容量

给予重大转型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主

动为重大项目提供水电气暖服务.继续坚持省领

导包联重点工程项目推进模式,建立投资和进度

“双 控 制”推 进 机 制,深 化 拓 展 延 伸 重 点 工 程

“１３７１０”信息督办,高质高效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放宽民间投资准入,对民间投

资进入资源开发、交通、市政等领域,除另有规定外

一律取消最低注册资本、股比结构等限制.开展民

营资本准入障碍专项清理行动.规范有序推进

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教育、健康医疗、养

老等公共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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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０:七大领域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
铁路方面,大张高铁确保年底前建成运

营.太焦铁路加快施工建设,确保２０２０年底

如期建成运营.雄忻铁路全力配合铁路总公

司做好前期,争取年内开工.原大客专争取国

家发改委加快批复实施,争取８月开工建设.
瓦日、蒙华铁路加快集运系统建设.太原至绥

德、运城至三门峡、长治至邯郸至聊城铁路积

极开展前期研究.
公路方面,继续抓好７个高速公路续建项

目,建成右玉至平鲁、阳城至蟒河高速公路,打
通蟒河出省口;新开工太原西北二环、黎城至

霍州、离石至隰县、朔州至神池４个国家高速

公路“断头路”项目,推进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升

级改造、“四好农村路”、旅游公路建设.
机场方面,推进太原武宿机场三期改扩建

前期工作,推动朔州机场开工建设,启动晋城

机场前期工作,开工建设芮城、阳城通用机场.
轨道交通方面,加快太原地铁２号线建

设,确保２０２０年如期建设运营,稳步推进地铁

１号线、３号线前期工作.
信息基础设施方面,支持三大运营商建设

城市高速光纤宽带网络,推进城乡电信普遍服

务试点工程,进一步提升４G 网络覆盖和速

率,推动５G 站址规划和基站建设,重点抓好

综改示范区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
水利方面,加快古贤水利枢纽前期工作,

力争年内开工.抓好小浪底引黄、中部引黄、
东山供水等大水网扫尾和县域小水网建设.

电力设施方面,力争蒙西－晋中特高压交

流工程投运,晋东南特高压长治站配套工程开

工建设,推动晋北“一交一直”特高压配套工程

投运,积极推进浑源、垣曲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前期工作.

　　有效激活消费潜力.出台关于完善促进消费

体制机制的具体实施方案,积极发展信息消费和养

老、健身、家政等服务消费,鼓励新能源汽车、家电、

家具建材等大宗消费,推动节能环保和再生产品消

费,大力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积极顺应消费升级新

趋势,大力发展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支持发展

“三个一批”网络消费,加快电商快递物流园区建设

和智能快件箱投放.加快建立健全高层次、广覆

盖、强约束的质量标准和消费后评价体系,营造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专栏１１:“三个一批”网络消费
深入培育一批社交电商、直播电商、无人

零售等新业态,形成一批食品酒水等优势品类

的精专企业,提升一批平台型电商企业在全国

的影响力.

　　稳定进出口贸易.出台«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

外贸易平衡发展的实施意见»,稳定现有省级进口

贴息资金规模,扩大进口贴息范围,提高进口贴息

比例,加大技术、服务进口支持力度.积极培育壮

大外贸主体,实施好对外贸易主体培育三年行动计

划,开展外贸主体培育攻坚行动,力争新增外贸龙

头企业１０家、外贸规模企业５０家、外贸实绩小微

企业１００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引导和支持

煤炭、电力、冶金、装备制造等领域优势产能走出

去,加快建设欧洲智能制造山西(阳泉)产业园.支

持太原、侯马发挥加工贸易转移示范区作用,再引

进一批加工贸易企业,扩大加工贸易进口主体.落

实好出口退税政策,加快发展高附加值服务贸易.

精心组织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三)狠抓关键领域改革,不断增强转型活力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大以改革促转型力度,不断增

强转型发展活力.

加快推进开发区改革.出台«山西省开发区总

体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开发区空间布局.深化

“三化三制”改革,探索实行“三合一”管委会模式、

区政合一模式和企业化管理模式.推进开发区重

大项目储备和建设,加快推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同步规划建设科技成果转化、融资、物流、信息等公

共服务平台.持续优化开发区营商环境,推动落实

各市向省级以上开发区授权,加快剥离开发区社会

事务.加强投资强度、产出强度、税收强度考核,开

展开发区土地利用节约集约评价.支持新设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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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推动临汾、运城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

发区.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授权经营

体制改革,规范山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运作,

探索有效的管控模式和运营机制.积极推进混合

所有制改革,研究制定省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具体实施办法,继续筛选一批优质项目,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混改.加快完成汾酒集团整体上市,推进

太重集团与中央企业开展股权合作.加快“腾笼换

鸟”股权转让项目成交落地.持续深化剥离企业办

社会职能,稳妥推动厂办大集体改革.推进瘦身健

体“处僵治困”,努力完成２５６户“僵尸企业”处置任

务,特困企业亏损额减少２０％.推动６户企业制

定完善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打造国企改革尖兵.完

善“一企一策”经营业绩考核,推动国有企业提质

增效.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抓好“１＋N”政策落实和

执行情况的评估,进一步加快电力市场化建设步

伐,完善中长期电力交易机制,稳步推进电力现货

市场交易试点,持续扩大省内电力市场交易规模.

加快推进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工作,推进吕梁铝循环

产业园区局域电网建设.深化输配电价改革,启动

第二监管期输配电价核定,完善峰谷电价机制.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２０１８年版)»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

策举措.着力消除民营企业在准入许可、经营运

行、招投标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大力弘扬晋商精

神,严格依法保护企业家权益,妥善处理民营企业

涉纪涉法案件.继续实施山西省降低实体经济企

业成本方案,积极落实国家及我省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合规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加快“公转铁”运

输结构调整.落实好我省高速公路分时段分路段

差异化收费优惠政策,加速降低融资、制度性交易

等企业营商成本.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完善产权保

护制度的政策措施,建立多元化的中小企业产权维

权援助机制,解决一批社会关注的产权纠纷问题.

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支持,力争２０１９年

新增授信８００亿元.设立省上市(挂牌)民营企业

资源库,组建专家服务队,做好上市(挂牌)民营企

业培育工作.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建立健

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省市县三级领导

民营企业包联机制、经常性规范化政企沟通机制.

专项治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资金

问题.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坚持“紧日子、保基

本、调结构、保战略”的原则,严控“三公”经费预算,

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各级财政一律按照不低于５％

的比例压减一般性支出.深入推进省以下财政事

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继续推进６个省直管县

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按照国家部署继续推进

税制改革.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扩大优质企业债券

发行规模,推动企业上市挂牌培育,加快基金业发

展,提升政府性基金运营水平,有效发挥多层次资

本市场作用.推动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资

展业,提高业务放大倍数,激活融资支持功能.完

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

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

度,积极打造“六最”营商环境.深化企业投资项目

承诺制改革,探索将承诺制改革试点范围拓展到核

准类企业投资项目.推行省级“一枚印章管审批”

改革,推动“最多跑一次”和“一次不用跑”改革加速

落地.大力推进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力争实现省市县三级全覆盖.积极推

进“政务云”平台建设,力争实现省级８０％、市县级

６０％以上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深化重点领域

信用建设,逐步在政府行政审批、监管处罚等工作

中开展信用核查,推动联合奖惩落地,逐步构建以

信用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启动我省电子

政务外网二期项目建设,推动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平

台二期早日投入使用,及早实现一口受理、一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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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全口径管理.开展全省域营商环境第三方

评估.

专栏１２:一枚印章管审批
将市场准入、投资建设两大领域涉及的许

可事项全部统一划入行政审批局,由行政审批

局依法履行审批职责.实现流程再造,重点推

行“一窗受理、合并审查、集约审批、一站办结”
的审批模式.

　　(四)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有效提升区域创新

能力

强化科技创新驱动,着力攻克重大科技专项,

不断增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提升我

省区域创新能力.

优化科技发展布局.对接国家制定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研究制定我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组织一批科技重大专项,重点推进一批传统产业先

进适用技术、新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尽快在

能源革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研究向企业发放“科

技创新券”,对企业参与重大科技专项或重点研发

计划、设立研发机构、首购首用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或重大创新产品的,给予补贴或奖励.协调推

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持续

提高R&D经费支出占 GDP比例.启动新一轮高

新技术企业五年“倍增计划”.

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完善创新平台总体

布局和培育机制,新建一批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中心等平台,围绕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我省优势产业新建一批中试基

地.鼓励企业在发达地区或国外设立研发中心,鼓

励市县企业在省会太原、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设立

研发中心.加强军民融合推进协同创新,实施“民

参军”规模倍增计划,围绕碳纤维、碳化硅、通用航

空等军民融合优势领域,开展国家级创新试点.支

持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创建国家级军民融合创新示

范基地.

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全链条孵化服

务网络,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支持科研院所和

高校建立技术转移中心.积极开展科技成果入企

活动,定期向企业发布政策要点和科技成果信息.

大力引进新型研发机构,加强技术经纪人队伍建

设,促进科技成果从研发到转化一体化无缝衔接.

大力吸引培育人才.实施“三晋英才”支持计

划,加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流动站、海外人才工作

站建设,加大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在技

术路线选择、经费使用、收益等方面,赋予科研人员

更大的自主支配权,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进

一步深化“三评”改革,建立健全以创新、质量、贡献

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建立人才预测预警

机制,发布专业增设指南,引导高校主动布局新兴、

急需专业,支撑转型发展.

着力打造双创升级版.制定出台我省推动创

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实施意见.加

快推进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再认定支持一批省

级双创示范基地.引导众创空间、孵化器向专业

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继续举办创新创业大赛、众创

空间发展论坛、创享行双创沙龙等系列创新创业活

动.办好２０１９年双创活动周.

(五)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增创开放型经济新

优势

深度对接国家开放战略,积极拓展我省对外开

放新空间,努力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抓好三年规划落实,推进融入“一带一路”

综合物流基地和配送中心建设.推动中欧、中亚班

列常态化运行.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贯

彻落实我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

的意见,建立联动对接机制,重点在区域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产业承接等领域谋划一批重

大项目.加快出台我省与深圳市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落实前期达成的合作成果.

大力建设对外开放平台.进一步提升太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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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口岸开放水平,推进大同、运城口岸正式开放,争

取五台山航空口岸、中鼎物流园太原铁路口岸临时

开放.完善太原武宿综合保税区功能,积极支持申

建进境水果、冰鲜指定口岸查验场,拓展保税加工、

保税物流、检测维修、国际结算等新业务.进一步

拓展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功能,释放平台

潜力,打造现代物流和跨境电商示范基地.积极推

进太原、大同、临汾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深化贸易

便利化改革,支持太原海关在提升现有海关功能的

基础上,加快建设新海关.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全覆盖,继续压减通关时间、降低通关成本,提

升通关效率.

提升招商引资质量.认真落实«山西省制造业

十二大领域发展(招商)图谱»,围绕国内制造业百

家领军企业开展精准招商,积极承接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产业转移.汇编新的全省重

大招商引资项目,开展“３＋N”专项招商活动,推动

已签约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投产达效,争取当年签

约开工项目到位资金达到８００亿元,开工率达到

３０％.出台«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推进我省金融、医疗、教育等领

域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压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深

化与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间合作,推动与德国

洽谈合作项目加快落地,特别是要做好与世界银

行能源领域战略合作协议前期准备工作.加强

与江浙沪德国企业对口联系和招商,积极承接德

国在华企业向我省的产业转移.

专栏１３:“３＋N”专项招商活动
３场国内招商活动:５月在北京举办“北京

世园会‘省区市日’山西招商引资推介对接会暨

签约仪式”;５月在南昌举办“中国中部投资贸

易博览会－山西重点项目推介对接会”;１１月

在珠三角地区举办一场专题推介会.同时,举
办若干场小分队对接活动,促使项目对接取得

实效.

　　(六)加快城乡区域统筹,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平

衡性

大力优化空间布局,构建统筹机制,努力破解

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提高发展的整体性和协

同性.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实施雁门关农牧区、山西农谷、运城

农产品出口平台三大省级战略,积极推进有机旱

作、城郊农业发展,筛选１个市５个县整建制推进

有机旱作农业技术示范推广,新增４０个示范片区,

积极争取我省成为国家有机旱作农业整省试点.

加快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加快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建设,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合理调节“粮经

饲”结构,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继续做大做

强“山西小米”区域公共品牌,新推进“山西高粱”

“山西马铃薯”“山西荞麦”三个省级区域公共品牌.

用好省级财政６０００万元贷款贴息资金,在畜牧、陈

醋、杂粮、深加工等领域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发展.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施三年行动计划,扎实推进

１１个省级示范县建设,继续抓好首批２５３个省级

示范村建设,再启动３００个省级示范村建设,制定

出台山西农村建筑风貌设计导则,在５５３个省级示

范村率先开展风貌整治示范.继续开展拆违治乱、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厕所

革命、卫生乡村建设五大专项行动,加大农网改造

项目建设力度,改善３００万农村群众的饮水安全条

件.加快推进农村改革,落实农村承包地“三权”分

置改革配套政策,完善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配套制度,稳慎推进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

度、乡村治理体系等改革.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把山西省中部盆

地城市群一体化作为重大战略,坚持以质取胜,抓

好规划建设工作.突出太原都市区在全省城镇化

格局中的龙头作用,推动太原晋中基础设施、产业

布局、生态保护、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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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同城化步伐.加快太原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

建设,提升太原城市品质和开放能级.继续推进区

划调整工作,改变“一市一区”现状,带动城乡区域

一体化发展.以先进理念规划城市建设,加强城市

风貌管控,提升城市交通能力,构建城市生态系统,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建设高品质城市.积极规范有

序发展特色小镇.继续加快城镇化步伐,常住人口

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１个百分点.

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抓紧出台我省区域

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两山与平川、城市与乡

村、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区域

帮扶、利益补偿、公共服务均衡的区域协调发展机

制,强化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合作,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在持续推进沿黄扶贫和旅游公路

建设等工作基础上,制定整体规划,谋划一批跨区

域重大牵引项目.推动城市综合交通、信息、能源

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七)狠抓关键环节突出短板,打好三大攻坚战

坚持既定目标方向不动摇,多措并举落实好行

动方案,确保各项任务取得突破性进展.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积极化解

不良贷款、债券违约、流动性紧张、股票质押平仓等

风险隐患,扎实推进农信社改制化险.严厉打击非

法集资等违法金融活动.要持续压降国有企业负

债率,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解压纾困,有效缓解企业

债务风险.强化政府债务管理,积极扩大我省债券

规模,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稳步推进存

量债务置换,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坚持租购并举,

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解决城镇中低

收入居民和新市民住房问题,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为目标,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衡健康发展长效

机制方案.

打好深度贫困攻坚战.落实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实施意见,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关键问

题,聚焦安全饮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深入推进产业、易地扶贫搬迁、就业、金融、社会等

扶贫,坚持“一县一策”,加大资金倾斜和项目支持

力度,推进“六个帮扶”力量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县集

结.建立返贫预警机制,实施动态管理,做到应纳

尽纳、返贫即入,应扶尽扶、脱贫即出,确保实现最

后１７个贫困县脱贫摘帽,８００个左右贫困村退出、

２２万左右贫困人口脱贫.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抓好污染防治,持续推

进治污、控煤、管车、降尘.加快燃煤锅炉淘汰和整

治,推动清洁取暖和散煤替代由城市建成区向农村

扩展;加快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推进焦化行业特

别排放限值改造和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继续推

进柴油货车和散装物料运输车污染治理,全面推进

建筑工地绿色施工.持续抓好碧水保卫战,全面落

实河长制湖长制,统筹推进“五水同治”.加快推进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建设改造,完成汾河、桑

干河流域６９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效改造项

目,抓好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营.加快推进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项目,实施雨污分流改造.统筹抓好净土

保卫战,完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加强农业

面源污染防控.持续推进污染地块的治理修复,加

强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编制我省垃圾焚烧发电中

长期规划,加快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确保

已建成的６个项目正常运营、在建的１１个项目如

期投产、拟建的９个项目争取开工.持续推动生态

保护修复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扎实推进河(湖)长

制体系建设,全面推进桑干河、大清河等“两山七

河”生态修复,扎实推进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项

目等重点工程建设.实施“两山”生态修复工程,全

年完成营造林４００万亩以上.稳妥推进我省环保

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突出抓好环

境监测改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排污许可等重点

改革任务.增强环保服务经济意识,科学制定差别

化停产限产措施,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

案,避免简单粗暴“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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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续加大民生

投入,出台基本公共服务补短板、非基本公共服务

强弱项的政策,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坚持把就业优先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加强就业形势监测,完善落实

各项就业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支持扩大就

业.鼓励企业实施轮岗轮休,继续开展失业保险援

企稳岗“护航行动”和技能提升“展翅行动”,稳定就

业岗位.紧盯高校毕业生、去产能安置职工、农民

工、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多措并举

促进就业.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对我省就业的

不利影响,加大援企稳岗政策实施力度,继续实施

全民技能提升工程.

稳步提升教育和健康水平.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建立学前教育政策保

障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促进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因地制宜设置乡村小规模

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逐步消除“大班额”,缓解

义务教育“择校热”.建设职教园区、产教融合联

盟,持续实施“１３３１”工程,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推进健康山西建设,大力实施“１３６”兴医工程,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县域医疗机构一体化健康

持续发展,建立医疗与卫生、医疗与养老、卫生与计

生整合型健康服务体系,大力推广“互联网＋医疗

健康”服务,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举办好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加快场馆和配套工

程建设,策划组织好圣火采集、火炬传递、开闭幕式

等大型活动,统筹做好备战迎赛、赛事组织、后勤保

障、安全保卫、志愿服务等工作,办成一届精彩、惠

民、难忘的体育盛会.

继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全民

参保计划.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

度.出台职业年金基金管理实施办法,建立职业年

金基金投资运营机制并启动实施.落实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

机制.推进城乡居民医保省级统筹,提升统筹层

次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扩大医保异地结算范围.

继续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专栏１４:“１３３１”工程
１３３１工程是山西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

程,即坚持“立德树人”一个根本任务;重点学

科、重点实验室、重点创新团队三项建设;高校

协同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三项建设;产出一批标志性成

果.

　　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增收.优化农业结构,落实

农业补贴政策,抓好粮食收购,强化精准扶贫,拓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推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等措施,促进农村居

民稳定增收.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调

整政策,全面实施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落

实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待遇调整政策,推动

扩大就业、鼓励创业等措施,促进城镇居民稳定增

收.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完善

技术工人激励政策、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创业等措

施,促进科研人员、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等重点

群体稳定增收.

办好八件民生实事.继续实施全民技能提升

工程,再培训１００万人;将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

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帮助对象由４万人增加到

５万人;将国定贫困县农村妇女免费“两癌”检查服

务扩大到全部贫困县;继续为怀孕妇女提供免费产

前筛选与诊断服务;提高５００个已建成农村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质量,再新建３００个日间照料中心;

继续免费送戏下乡１万场;实施经济困难的高龄和

失能老年人关爱行动工程;实施免费法律咨询全民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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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坚决贯

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提高

风险防控能力,狠抓煤矿、非煤矿山、交通、建设、危

化品、公共场所、特殊设备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加

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强化应急管理保障和应急处

理能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全力做

好社会治安、反恐防暴和信访维稳等工作,持续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新成绩.新的一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艰巨繁

重,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坚

强领导和监督支持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十一届七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攻坚克难,全力促进全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创高质量转型发展

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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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全省和

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全省和

省本级预算的决议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全省和

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

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

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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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全省和

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全省和

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提出２０１８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

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会议的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积极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着力解决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

展.与此同时,全省财政部门聚力增效落实积极的

财政政策,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强规范财政

收支管理,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财政收入持续向好,

财政支出保障有力,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财政改革发展各项任务扎实推进.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

查批准后,各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相继批准了本级预

算,省政府于２０１８年９月汇总各市县预算报省人

大常委会备案.备案的２０１８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为２０１９０９亿元,年底无变动;支出预算由备

案的４０２９９５亿元变动为４４９００１亿元,主要是中

央转移支付补助增加所致.

２０１８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２９２６

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３５％,增长２２８％.全省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４２８５４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５４％,增长１４１％,其中民生支出执行３４２３７８

亿元,占全部支出的８０％.预算收支具体执行情

况如下:

(１)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 收 收 入 完 成 １６４５５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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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８％,增长１７８％.其中:增值税完成６９３２１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３％,增长１１７％;企业所得税

完成２２６８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５％,增长３０１％;

个人所得税完成５５８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５３％,

增长１６５％;资源税完成３２５１７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８１％,增长１９２％.上述四个主体税种合计完

成１３０１０９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７９１％.

非 税 收 入 完 成 ６４７０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３５１％,增 长 ３７８％. 其 中:专 项 收 入 完 成

１３４１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５７％,增长１５８％;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７７３５ 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２６％,下降２％;罚没收入完成５９０２亿元,为

预算的１３３２％,增长３６４％;国有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完成３３３４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７２３％,

增长８８８％,主要是“两权”价款一次性收入增加

较多所致.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３６５４７亿元,为预算

的９８５％,增长１６４％;国防支出执行３７２亿元,

为预算的９７６％,增长１５％;公共安全支出执行

２５０１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５％,增长１５８％;教育

支出 执 行 ６６８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８２％,增 长

７８％;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５８６６亿元,为预算的

８６２％,增长１６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

９２８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７％,增长２９１％;社会

保障 和 就 业 支 出 执 行 ６７１１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８％,增长３８％;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执行

３５９１１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１％,增长１１８％;节能

环保支出执行１６９２亿元,为预算的８８３％,增长

３１３％;城乡社区支出执行３７１２６亿元,为预算的

９７６％,增长３１７％;农林水支出执行５８１７亿

元,为预算的９６９％,增长２１７％;交通运输支出

执行２０９４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６％,增长２７１％;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执行８９９６亿元,为预算的

９４６％,增 长 ２３２％;商 业 服 务 业 等 支 出 执 行

１９４２亿元,为预算的８９７％,下降０５％;金融支

出 执 行 １６２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６３％,增 长

１２５６％,增幅较高主要是因为拨付金控集团资本

金和拨付产业投资基金政府引导资金等;国土海洋

气象等支出执行７８８９亿元,为预算的７９５％,下

降３４２％,下降原因主要是中央一次性下达的３

年采煤沉陷区治理补助资金大部分在２０１７年集中

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执行１２６４１亿元,为预算的

９７％,下降８５％,下降原因主要是中央补助减少;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 １６８３ 亿元,为预算的

９６５％,与２０１７年持平;债务付息支出执行５５６１

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６％,增长３１１％;其他支出执

行８０５４亿元,为预算的５７１％,增长９５％.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审查批准后,省政府于２０１８年９月将省本级预算

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为６４０亿元,与备案预算一致;支出预算由９０５１１

亿元变动为８５１０８亿元.主要是中央转移支付补

助增加２７７２６亿元,以及增加市县转移支付补助

相应减少省级支出３３１２９亿元所致.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６１８５

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９％,增长２７９％;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执行 ７９４６６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９３４％,增 长

８１％.省本级预算收支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 收 收 入 完 成 ５１０１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７３％,增长１４８％.其中:增值税完成２１５８９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增长１０３％;企业所得税完

成７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８９％,增长２６９％;个人

所得税完成１６７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９７％,增长

１６６％;资 源 税 完 成 １９７２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９％,增长１３８％;环境保护税完成３３９亿元,

为预算的９４２％.

非税收入完成２５１７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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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６６２％,增幅较高主要是收入中包含非即期

一次性因素.其中:专项收入完成２５８２亿元,为

预算的９５６％,下降８８％;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完成２５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１７％,增长２０６％;

罚没收入完成１２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２２４２％,增

长１１５１％,增幅较高主要是国土部门一次性罚没

收入较多以及市县法检两院上划增加部分收入;国

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１８７７亿元,为预

算的１７１６％,增长９７７％,主要是“两权”价款一

次性收入增加较多所致.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教 育 支 出 执 行 １０４７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７８％,增长１０１％;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１８９亿

元,为预算的８４２％,增长３６１％;文化体育与传

媒支出执行１３４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６％,增长

１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１９９０３亿元,为

预算的９９９％,同口径增长４９％;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支出执行２３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４％,增

长２２５％,主要是“１３６”兴医工程及公立医院改革

支出增加;节能环保支出执行１２８７亿元,为预算

的９７９％,同口径增长３３３％;农林水支出执行

９５４１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１％,同口径增长９％;国

土海洋气象等支出执行 １２０４ 亿元,为预算的

８６４％,同口径增长１２６％;住房保障支出执行

４４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同口径增长３８９％.

其他项目支出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

５２６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１％,增长１２７％;公共

安全支出执行８４２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４％,增长

１０２９％,增幅较高主要是市县法检两院上划省级

管理所致;交通运输支出执行７５０５亿元,为预算

的９７３％,增长１４９％;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执行

１６３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８％,下降１９４％;商业

服务业等支出执行３５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６％,增

长３０９％;粮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８６亿元,为预

算的 ９８９％,增 长 ９１％;债 务 付 息 支 出 执 行

１２３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４％,增长４３４％.

３．中央对我省、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１６３４１７亿元,

增长８１％.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０８９１３亿

元,增长 ６１％;专项转移支付 ５４５０４ 亿元,增

长１２３％.

省 对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１７１１７ 亿 元,增 长

１１４％.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１０９８３亿元,增

长１１６％;专项转移支付６０１８７亿元,增长１１％.

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

为６４８％.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８４５７１

亿元,为预算的 ９７９％,增长 １１３％;支出执行

１０８２６６亿元,为预算的８９３％,增长１９１％.

２０１８ 年 省 本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４４５２亿元,为预算的７１１％,下降７４３％;支出

执行１２７２７亿元,为预算的８０５％,下降３８７％.

收支下降主要是交通体制改革后,大部分通行费转

由交控集团管理.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 年 全 省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４１１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５５９％,增长７６３％;支出

执行３６３６亿元,为预算的７８１％,增长１８９６％,

主要是２０１８年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

成本支出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２３１７亿元.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８７６亿元,为预算的３５０４％,增长２２４４％,主要

是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取比例提高及企业利润大

幅增长;支出执行１７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增

长７５％.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 年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７４４２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２３％,下降９１％,收

入下降主要是２０１７年收入中有一次性补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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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执行１６６４４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９８％,

下降０７％,支出下降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结算进入收尾阶段,结算支出减少.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５８７８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３９８％,增长９３％;预算

支出 执 行 ５６１７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３４％,增

长１１９％.

(五)债务情况

２０１８年财政部核定我省新增政府债务规模

４５９亿元,其中发行政府债券４４９３９亿元(省本级

留用６０４亿元,转贷各市３８８９９亿元),主要用于

精准脱贫、棚户区改造、市政设施、教育文化及交通

运输等重点民生领域建设和支持转型综改发展;政

府外债举借规模９６１亿元,实际到位资金５８８亿

元,主要用于长治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项目、山西

省沿黄河流域生态恢复林业项目和祁县昌源河国

家湿地公园等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年财政部批准我省发行置换债券２３２５１

亿元(省本级留用４６１亿元,转贷各市１８６４１亿

元),全部用于置换存量政府债务,对优化政府债务

期限、降低政府利息负担和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１８年我省政府债务限额３１８６８亿元,年末

政府债务余额２９６３７亿元,比政府债务限额低

２２３１亿元,预计全省政府债务率为５３％,比警戒

线１００％低４７个百分点.

(六)落 实 省 十 三 届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预 算 决 议

情况

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决议和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

员会的审查意见,省财政严格预算执行,规范预算

管理,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依法

理财、科学理财水平进一步提升.

一是着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政

府债务风险.积极向财政部争取扩大我省政府债

券发行规模,重点安排用于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

民生项目,以及公路铁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稳步推进存量债务置换,一次性置换省属高校债务

４０亿元.制定我省高速公路、铁路债务风险化解

方案,积极推动以市场化方式剥离政府性债务.建

立债务风险防控机制,省政府与各市签订了防范化

解政府债务风险责任书,将政府债务率、违法违规

举债、债务风险事件等３项指标纳入区域经济转型

升级考核指标体系,切实压实市县属地管理主体责

任.开展政府债务督查,制定我省防范化解政府隐

性债务实施意见及方案,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长.

大力保障脱贫攻坚.大幅增加省级专项扶贫

资金,２０１８年安排３８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６％.

将３０％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１０个深度贫困

县,规模达１４９亿元.加大了对深度贫困县和扶

贫任务重的市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推动涉农

资金实质性整合,整合６类５６项资金１４８９亿元,

可由贫困县“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创新安排

省级扶贫周转金５亿元,引导４５个贫困县投入

２４亿元,撬动银行贷款１６２亿元,支持１３６户农

业龙头企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开展易地扶贫搬

迁资金专项检查.对财政扶贫项目资金实施绩效

管理,绩效目标基本实现全覆盖.开发运用财政扶

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打通了扶贫资金监管“最后

一公里”.

积极支持污染防治.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力度,

解决大气、土壤和水污染防治等突出环境问题.积

极推进清洁取暖“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建设.安

排资金６亿元支持“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注

资４５亿元支持组建永定河流域投资公司参与永

定河治理.安排资金１３９亿元对全省重点生态功

能区和生态建设较好的县给予生态转移支付补助.

我省成功纳入全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试点范围,阳泉、长治、晋城３个“２＋２６”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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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运城、晋中、吕梁４个汾渭平原城市入围国家

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长治市成为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二是着力支持转型综改.落实降低增值税税

率政策,退还部分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落实

小微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取消、停征

或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部分政府性基金

征收标准,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安排资金１０亿

元加快太行产业投资基金实体化运作,积极引导社

会资金投向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继

续落实对转型综改示范区和开发区财政奖励政策,

转型综改示范区和开发区税收增量省市分成部分

全部用于示范区、开发区建设发展;县级新兴产业、

第三产业产生的税收增量省级分成部分全部用于

支持县级新兴产业发展.注重在规范中发展PPP

模式,我省入库项目总数居全国１３位,投资总规模

２７５２亿元,财政承受能力报告规范率全国第一.

完善新能源汽车省级营销补助政策,加快筹措补助

资金,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有序推进解

决省属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维修改造等

历史遗留问题.

三是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坚持把科技作为财

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予以支持,２０１８年省级科技投

入总量和增幅均为近五年来最多.省级企业技改

引导资金规模翻倍,达到２０亿元,支持对象由规模

以上企业扩展到主营业务收入１５００万元以上具备

“小升规”潜力的企业,主要用于工业强基和绿色制

造.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安排１２亿元支持小

微企业上规升级,引导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安排

专项资金５７００万元对新认定的小微企业双创基地

进行奖励,加快小微企业双创基地示范县建设.安

排人才专项资金３亿元用于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和

优秀博士毕业生,对落实人才政策好、研发经费投

入强度大的市县和企业给予奖励.

四是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省财政筹资９０２亿

元支持我省产业振兴、生态宜居、公共服务及强农

惠农政策落实、农村改革四大板块建设.继续深化

农村综合改革,推进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支持

建设美丽乡村１４４个,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４５８

个.安排３亿元推进实施高校“１３３１”工程及推进

“双一流”建设,新增１亿元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

工大学率先发展.新增资金２亿元用于支持“１３６”

兴医工程.出台一批提高优抚对象待遇和社会保

障兜底政策,建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

础养老保险正常调整机制,城镇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每人每月增加１７０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由每人每月８０元提高至每人每月１０３元,城

乡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４５０元提高到

４９０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５０

元提高到５５元,城乡低保保障标准每人每月至少

提高２０元.进一步加大全省“三基建设”财政投

入,继续提高乡镇人员工作补贴,实施乡镇办公

用房填平补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强村级

组织运转经费管理.足额安排扫黑除恶、政法综

治、宣传阵地建设等专项资金,促进社会协调稳

定发展.省政府确定的六件民生实事资金全部

落实到位.

五是着力加强财政改革管理.加快健全地方

税体系,环境保护税和水资源税试点改革平稳运

行.提请省政府印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级

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实施方案.

完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办法,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

补资金、均衡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向财力困难市县倾

斜.在６个县(市)实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

革试点,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以省政府办公

厅名义出台«关于改进预算工作集中财力保基本保

战略的意见»,要求全省提高财政支出有效性.在

农口部门试行“大专项＋任务清单”制度,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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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口资金项目多、碎片化等问题.清理整合专项

转移支付,省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数由２０１５年的

２７９项减少到２０１８年的９６项.改革本科院校生

均拨款制度,制定统一的学科分类补助标准和差异

化调整系数.将财政投入与省级公立医院基本医

疗服务数量、绩效考核相挂钩,建立起公立医院“多

劳质优者多得、少劳质低者少得”的新型补助机制.

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直部门信息化建设项目支出预

算编制标准,使信息化建设项目预算从“凭经验估

算”变为“按标准测算”.提请省委省政府印发«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构建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工作全面

提速.积极推进预决算公开,预决算公开率达到了

１００％.“三公”经费做到了“只减不增”.

总的来看,２０１８年各项财政工作开拓进取,取

得了新的进展.这是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正确领

导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协加强监督、有力指导的

结果,是各级各部门和全省人民锐意进取、苦干实干

的结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

财政持续稳定增收基础不牢固,收支平衡依然面临

较大压力;预算编制有待进一步细化,一些领域资金

沉淀和使用碎片化问题仍需破解;资金使用效益不

高的情况依然存在,加强财政绩效管理十分紧迫;个

别地区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不可小视,等

等.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正在采取措施认真解

决,也恳请各位代表、委员一如既往地给予指导和

支持.

二、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我省在“两转”基础上全面

拓展新局面的重要一年,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至关重

要.２０１８年８月,省财政厅向省人大常委会相关

机构和部分省人大代表汇报了省本级预算编制情

况,有关意见建议已被充分吸收并体现落实到了

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中.

(一)２０１９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收入预算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与经济

社会发展新情况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充分

考虑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影响.二是支出预

算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保基本、保民生、兜底线,

加力提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打好“三大攻

坚战”,妥善处理历史债务,积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

风险.三是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严格控制和压减

一般性支出,落实国务院关于编制２０１９年预算有

关要求,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压减一般性支出,

节省的资金用于保障重点支出和民生支出需要.

四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坚持精打细算、勤俭

节约、效益优先,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五是增强财政可持续性,量力而行合理安排各

项财政支出.

(二)２０１９年收支预算

为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更好地发挥积极财

政政策作用,省财政将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的

２０１９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２９８亿元(包括一般债

券１５７亿元和专项债券１４１亿元)编入了年初预算

并相应安排了支出,其中省级３７亿元,用于大张铁

路、太焦铁路、大水网工程、山西大学等高校新校区

建设;分配市县２６１亿元,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易

地扶贫搬迁、生态环保、三大板块旅游公路、汾河中

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等公益性基础设

施建设.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１９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４３７亿元,比

２０１８年完成数增长６３％.这是基于全省经济稳

步向好的基本判断,是在实事求是、科学分析、通盘

考虑的基础上确定的.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考虑

我省正处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的关键

时期,全省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主要

工业品特别是煤炭价格保持稳定,经济增长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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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调性增强.一批新的转型项目投产达效,结构

调整成效显现,质量效益持续改善.与此同时,国

家为支持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将出台更大力

度的减税降费政策,加之２０１８年收入增幅较高,相

应抬高了收入基数,均不同程度影响收入增长.

２０１９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２３９７４亿

元,比２０１８年向省人大常委会备案预算同口径

增长１３％(系剔除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

数、中央地方政府债券提前下达数、部分专项转

移支付转列一般性转移支付后的同口径比较,下

同).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３６５１３亿元,增长１０％;国防支出４６３亿元,增

长 ５２％;公 共 安 全 支 出 ２１９６９ 亿 元,增 长

８２％;教育支出７３９７亿元,增长１８４％;科学

技术支出７３６５亿元,增长１６７％;文化旅游体

育与传媒支出７９２５亿元,增长１７２％;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７０１３８亿元,增长１７４％;卫生健

康支出３８１４亿元,增长１８１％;节能环保支出

８３２８亿元,增长１５％;城乡社区支出２７７９３亿

元,增长５４％;农林水支出４７０９５亿元,增长

１８５％;交通运输支出２０６７４亿元,增长４％;资

源勘探信息等支出８０４５亿元,增长５％;商业服

务业等支出１５５２亿元,增长４６％;金融支出

６７亿元,增长５５％;援助其他地区支出２９亿

元,增长６２％;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４８１１

亿元,增长４６％;住房保障支出９０６５亿元,增

长９３％;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４７７亿元,增长

４３％;预备费５０３５亿元,增长４５％;债务付息

支出６４２２亿元,增长１７１％;其他支出２６２３４

亿元,增长１８％.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００亿元,

下降８１％.其中:税收收入５７０３６亿元,增长

１１８％;非税收入１２９６４亿元,下降４８５％,主要

是２０１８年收入中包含非即期一次性入库因素.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９０３６亿

元,同口径(下同)增长６２％.资金来源为:省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００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

县上解收入１５０５３４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３３４５亿元,债务收入１５７亿元,调入资金１８４９

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补助市县及债务转贷等支出

１５２３９２亿元.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２６８１亿元,增长６％;公共安全支出

８５８亿元,增长４５％;教育支出１０７３６亿元,增

长１７％,增幅较高主要是省属本科院校生均拨款

改革等支出增加;科学技术支出２０５８亿元,增长

８９％,主要是新增“三晋英才”支持计划专项资金;

文化 旅 游 体 育 与 传 媒 支 出 １９７１ 亿 元,增 长

２９６％,增幅较高主要是增加“二青会”经费等;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８８０６亿元,增长６５％;卫生

健康支出１８２１亿元,增长１０１％;节能环保支出

４９４３亿元,增长８５５％,增幅较高主要是增加新

能源汽车补贴以及新增农村冬季清洁取暖补贴;农

林水支出１２８６７亿元,增长１６％,增幅较高主要

是新增易地扶贫搬迁贷款偿还资金、造林补助资金

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６６６亿元,增长

１３６％;住房保障支出１６７亿元,下降６９５％,主

要是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任务数减少,省级配套资

金相应减少;预备费１５亿元.

２０１９年省级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３６亿元,扣除税务经费上划因素后,较２０１８年预

算(同口径,下同)减少０１３亿元,下降３５％.其

中:因公出国(境)经费０４１亿元,增加００５亿元;

公务接待费０５９亿元,减少０１３亿元;公务用车

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２６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２０９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０５１亿元),减

少００５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１９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７３９３５亿

元,下降１２６％,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预 算 减 少 所 致;预 算 支 出 ８８５７ 亿 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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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１１６％.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６１３５亿

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及调入资金

１４３５亿元,连同专项债务收入１４１亿元,收入总

计２１６７亿元.省级主要安排项目为: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３０６６亿元,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４５亿元,彩票公益金 １０７５ 亿元,车辆通行费

１０３８亿元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省级政府性

基金支出总计２１６７亿元,其中省本级支出６７９４

亿元,补助市县支出１２７６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１３６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１９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５１８８亿元,

增长２６％,主要是省属国有企业股权转让收入增加３０

亿元;预算支出９１５３亿元,增长６０８％,增幅较高主

要是因为收入增加相应安排的支出增加.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４０亿元

(包括省属国有企业股权转让收入３０亿元),加上中

央“三供一业”改革等补助５４５６亿元,收入总计

９４５６亿元.省 级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总 计

９４５６亿元,其中省本级预算支出２８亿元,主要用于

省属企业“三供一业”改革支出;补助市县支出５４５６

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资金

１２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１９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８５６５１

亿元,预算支出１７７８４９亿元,结余７８０２亿元.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６３７７９

亿元,预算支出６３４４６亿元,结余３３３亿元.

以上预算安排的具体情况详见«２０１８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

三、完成２０１９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１９年财政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财政收支矛

盾压力巨大.各级财政部门将在积极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收入征管、挖潜增收、调

整结构、压缩支出、统筹各类财政资金等措施确保

预算平衡.同时,省财政将加力提效落实积极的财

政政策,加大力度争取中央政策资金支持,增加对

困难市县的转移支付,确保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

点战略支出落实到位.

具体来讲,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提高政治站位,继续支持打好三大攻坚

战.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乘势而上,针对突出

问题精准施策、扎实推进.

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开好合法合规举债

“前门”,合理分配各级政府债务限额,原则上不增

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地区债券限额.完善专

项债券管理制度,确保专项债券资金安全和使用效

益.严堵违法违规举债“后门”,对市县政府债务风

险进行评估预警,督促市县稳妥有序化解存量风

险,完善对高风险市县监控制度,做到风险隐患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严控隐性债务增量,加大财

政约束力度,有效抑制不具有还款能力的项目建

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的

底线.

大力保障脱贫攻坚.持续增加财政扶贫资金,

省本级 安 排 财 政 专 项 扶 贫 资 金 ４９ 亿 元,增 长

２６６％.严格执行现行扶贫标准,重点解决好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攻坚

深度贫困,中央及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额度、省对县财力性转移支付向深度贫困

地区倾斜.深入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完善财政扶贫

资金动态监控机制,推进扶贫项目资金实施全过程

绩效管理,精准对接资金项目和受益人口.加大扶

贫资金的公开和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扶贫资金安全

有效使用.推动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

衔接,研究解决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问题.

积极支持污染防治.继续加大大气、水、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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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开展好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及黑臭水体治理工程试点工作.

落实好省级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补贴政策,继续支持

农村环境整治.探索通过生态补偿、股权投资、建

立基金、PPP等模式,引导传统资源型行业进行技

术升级改造和参与环境治理恢复,研究形成我省能

源清洁高效利用综合补偿机制办法.

(二)增强转型定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贯

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供

改”和“综改”相结合为主线,保障好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重点战略实施.

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实行普惠性减税

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

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政策.对小微企业和科技型

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全面实施新个人

所得税法,落实好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在地方授权

范围内,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普遍降低城镇土地

使用税税额标准.继续清理规范收费项目,加大对

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

加快推进转型综改.抓住国家将支持我省开

展能源革命综合试点的机遇,加大对能源革命方面

资金的争取力度.落实好支持开发区创新发展等

财政奖励政策,支持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

资引智.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示范作用,继续安排

资金支持加快太行产业基金运作,撬动更多社会资

本投入产业转型、技术创新等我省经济发展薄弱环

节,突出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大科技投入,支持

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基地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落

实好我省新修订的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建立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支持机制.实施新一轮企业技

术改造,设立市县技改引导资金,省级资金增加到

２５亿元.对企业参与重大科技专项或重点研发计

划、设立研发机构、首购首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或重大创新产品给予补贴或奖励.支持实施“三晋

英才”专项计划,加大人才支持力度.

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国

有企业转型发展,省级国有资本收益提取比例再提

高４个百分点.支持交控集团深化改革、加快发

展.推动解决“三供一业”和企业分离办社会等历

史遗留问题.

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认真履行好国有金

融资本出资人职责,通过完善机制、加强配套制度

建设,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优化国有金融资本

布局,提高金融资本配置效率,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确保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

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筹资５０亿元

组建我省民营企业政策性纾困救助基金.发挥好

接续还贷周转资金作用,为区域内骨干民营企业提

供低成本融资服务,帮助民营企业防范化解流动性

风险.积极支持农信社改制化险.加快推进省再

担保集团组建工作,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

建设.加快建立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成本奖补

机制和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鼓励金融

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采取税收优惠、财政奖

励、专项补助、出口信用保险等方式,鼓励民营企业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开拓市场.继续落实好促进

“小升规”、支持“双创”的政策意见.

(三)树牢底线思维,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用改革的办法,从体制机制层面强化财政兜底保障

功能,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

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省财政安排专项资

金１７亿元,重点支持产业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继续用好财政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政策,扶

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做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

体建档立卡工作,努力做到精准担保、普惠担保.

完善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稳步推进我省农村综合性

—３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１　



改革试点试验.

促进就业创业.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落实

国家普惠性就业创业政策,保障就业资金稳定持续

投入.优化就业资金支出结构,在重点支持解决高

校毕业生、去产能安置职工、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

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的基础上,多方面保障

促进创业.

支持发展公平优质教育.建立学前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巩固落实城乡统一、重在

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乡村学校办学

条件.巩固完善省属高校基本支出预算拨款制度,

安排支持高校重点工程建设及率先发展补助资金.

继续加大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投入.充分重视和加

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支持推进高考改革工作.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继续提高我省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提高优抚对象、残疾军人等群体的补助标准,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再提高３０

元,社会散居和福利机构供养的孤儿养育标准每人

每月分别提高４００元、５００元,老年乡村医生退养

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高１００元.有序推进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工作,建立基金缺口

责任分担机制.畅通专项资金拨付绿色通道,全力

保障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继续支持办好省政府确

定的民生实事.

加强“三基建设”.在持续改善乡镇干部工作

生活条件的同时,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提高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补助标准,适当提高村“两委”主

干报酬标准,加快研究支持解决乡镇基层组织实际

困难的具体措施,推动我省“三基建设”整体提升、

全面进步.

(四)全力攻坚克难,持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

用,更好发挥财政体制改革对全省改革的基础性、

支撑性作用,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完善地方税体系.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做好耕

地占用税、资源税、契税等地方税授权地方立法相

关工作.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在基本公共服务和医

疗卫生领域实施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研究制定教育、科技、生态环境、交

通运输等分领域改革方案.调整完善转移支付制

度,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进一步研究建立

健全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市县财政特别是

财政困难地区的保障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

健全预算管理制度.科学分配财政资金,提高

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深化部门预算改革,

提高部门预算编制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基本支出定

员定额管理,完善项目支出分类管理,推进项目支

出标准体系建设.结合已制定的项目支出标准科

学编制项目支出预算,出台省级信息化系统运维费

支出标准,修订省级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预算支

出标准,发挥好标准对预算编制的基础性作用.加

快推进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改革公益二类

事业单位经费供给方式.改进预算管理与控制,完

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运行

机制,市级全面实现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

革,并在具备条件的县区逐步推开.深化政府采购

制度改革,加快形成采购主体职责清晰、交易规则

科学高效、监管机制健全、政策功能完备、法律制度

完善、技术支撑先进的现代政府采购制度.扎实开

展全省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点编制工作,深入抓好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国有资产报告等财政数据基础

管理工作,全面反映全省各级政府财务状况和运行

情况.进一步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拓展公开内容

和范围,提高支出预算和政策透明度.

(五)强化监督管理,进一步提升理财效能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落实好我省«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积极推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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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绩效管理一体化.加强新增重大政策、项目预算

审核和事前绩效评估,将审核和评估结果作为预算

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所有纳

入预算管理的项目资金都要设定绩效目标.健全

和完善绩效运行监控机制,加大对重大政策、项目

的绩效监控力度,确保高质量实现绩效目标.拓展

绩效评价范围,在做好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上,

将省对市县转移支付资金纳入绩效评价范围.注

重评价结果反馈和应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

排和政策调整挂钩,削减低效无效资金,腾退重复

错位支出,全面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

效益.

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健全财政资金动态监控

机制,保障财政资金使用安全规范.继续对财政支

出进度进行考核奖惩.加大结转结余资金清理力

度,建立健全预算编制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相结合

的机制,对存量资金较大的部门和项目,压减下年

度预算规模.加强暂付款管理,严格暂付款范围、

期限和审批程序,严控增量,清理消化存量.加强

对市县财政预算管理特别是绩效管理工作的指导,

加强预算执行监测分析.

加强财政监督管理.研究构建与形势发展相

适应的财政监督体制机制,通过内控内审、专项检

查和调研评估,更好地服务财政改革发展.强化内

控执行,制定完善高风险内控办法,切实发挥好财

政内控制度“过滤网”、“保险阀”作用.

各位代表,２０１９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人

大和省政协的监督指导下,紧扣省委省政府重大战

略部署制定支出政策、安排财政资金、加强服务管

理,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确保完成２０１９年预算任

务,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谱写财政工作新篇章,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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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郭迎光副

主任所作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９年工作总

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十一次党代会和十一届

省委历次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

势,紧紧围绕实现“三大目标”和打好“三大攻坚

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决维护宪

法法律权威,扎实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

等各项工作,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人大工

作水平.在中共山西省委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改革创新、奋发有为,为我省在“两转”基

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作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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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郭迎光

各位代表:

现在,我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１８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是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本届常委会依法履职

的第一年.在中共山西省委坚强领导下,省人大常

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指引、两手

硬”思路和要求,坚持一线定位、瞄准一流标准,紧

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

责,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各项工作迈上新

台阶,为推进法治山西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新贡献.

一、增强“四个意识”,确保人大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

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和

关键所在.省委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对人大工作的

领导,省委书记骆惠宁主持省委常委会多次研究人

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审议批准五年立

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出台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以及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

策拓展等一系列重要意见,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汇报,在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委员会设

立分党组,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人大工

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常委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密联系我省近年

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和取得的重大进步,学思践

悟、知行合一,自觉用新思想引领人大工作.坚持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作为强化理论武装的重要

内容,制定学用五年规划、召开交流会,夯实履职尽

责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修改常委会组成人员

守则,制定机关工作人员守则,修订常委会工作规

程,把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嵌

入依法履职全过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

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十九大确立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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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法.常委

会把学习宣传宪法、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学习计划、组织宣讲辅导,促进

宪法普及;立法遵循“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

则,准确把握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首次听取审议

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加快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建设,

督促纠正存在问题;修改宪法宣誓实施办法,精心

组织新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开展“七

五”普法决议执法检查,促进宪法法律实施.

坚定坚决、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大政方针和省

委决策部署,围绕省委中心谋划推动立法、监督等

各项工作,重大问题、重要事项及时向省委请示报

告.创办«每周汇报»,保证省委掌握人大工作动

态.一年来审议通过法规１８件,听取审议“一府一

委两院”报告１７项,开展７次执法检查,作出２项

具有法规性质的决定,就批准２０１８年省本级预算

调整方案、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作出２项决议,

对部分市行政区划调整后有关问题作出３项决定,

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７１人次,确保了省委

决策通过法定程序得到有效贯彻,努力把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真正打通、有机

统一.

二、发挥立法主导作用,更好服务全省工作

大局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编制

五年立法规划是本届人大开局之年的重要工作.

我们认真贯彻党中央对立法工作的新要求,深入分

析我省“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对法治建设

的新需求,对照国家相关法律认真查找滞后领域,

提出本届立法工作总体目标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下,实现各方面起支撑作用的法规更加

健全,具有鲜明山西特色的创制性法规更加突出,

生态环境领域法规更加完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入法取得进展.围绕总体目标,先后开展五轮大规

模调研,主动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安排,广泛

听取人大代表、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１２次

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符合山西

实际的五年立法规划.

２０１８年是实施五年立法规划的第一年,常委

会制定意见,从法规立项、起草、审议等环节发挥主

导作用,全力做好年度立法工作.加快出台转型发

展急需的法规,总结综改示范区授权经验,作出在

开发区推广授权经验的决定,明确开发区管理机构

法律地位,依法赋予相应的行政管理权,为加快开

发区创新发展提供法律支撑.随即启动开发区条

例制定工作,常委会会议已经三次审议,决定提请

本次大会审议,相信经过全体代表的努力,一定能

够制定出一部经得起实践检验、管用好用的法规.

抓紧补齐环保基础法规短板,原定１１月初审的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提前到９月初审,１１月二审出

台,将实践有效的联防联控、排污权交易、环保督

查、第三方治理等做法纳入条例,并指导设区的市

加快相关立法进程,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法治保

障.水、土壤、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环保基础法规

我省还是空白,常委会全部列入预备项目,开展立

法调研,为今年立法做好准备.常委会还就促进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作出决定,并集

中清理生态环保方面法规,打包修改９件,废止２

件.着力完善有关法律的配套法规,首先对实施

１９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作出修改,促

进基层民主自治.对照上位法,全面梳理现行法

规,把缺失项目和需要修改的法规列入立法规划,

加快健全完善.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

法,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每件法规,并

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初审社会科学普及条例.

全年立法工作呈现出数量多、分量重、节奏快的

特点.

积极探索、大力改进立法方式方法.一是重要

立法项目实行主任会议成员负责制.修改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制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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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条例、社会科学普及条例等,都由常委会副主

任担任领导组组长,加强统筹协调,保证了立法的

质量和效率.二是拓宽法规起草主体.在充分发

挥部门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人大主持起草、自主

起草、委托起草.一批重大事项决定和常委会自身

运行的法规,由人大自主起草.部门起草的法规,

人大相关委员会全程介入,对起草中遇到的问题共

同研究,初审时向常委会会议提交修改对照表.三

是制定措施强化法规审议.法规草案提前印发组

成人员,主任会议成员带头审议发言,增加列席代

表人数,严明参会纪律,重要法规或审议中争议较

多的法规由过去的二次审议,增加为三次审议,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实行了三审.四是加强

法规的论证和评估.法规出台前邀请人大代表、专

家学者、实务工作者充分论证.开展立法后评估,

对平遥古城保护条例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效果进行

“回头看”,提出完善条例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建议,

为修订条例提供了重要参考.

面对设区的市立法任务加重、数量增多的情

况,召开工作会议,组织立法培训,交流经验做法,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全省立法工作水平.对各市报

批的法规,从立法权限、合法性以及立法技术规范

等方面严格把关.全年共审查批准设区的市地方

性法规３４件,没有出现与上位法相抵触情况,维护

了国家法制统一.　

三、突出监督工作重点,着力增强监督实效

抓住事关转型发展、民生改善的突出问题听取

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围绕推动能源革命,听取审议

电力体制改革情况报告,支持和促进电力体制改革

向纵深推进,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听取审议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

告,提出加快转型项目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建

议,提升我省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

为了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听取审议省

政府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情况报告,督促落实安全责

任,健全防范机制,做到安不忘危.围绕群众关心

的“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听取审议学前教育情

况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推动政府加大财政投

入,丰富学前教育资源,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针

对“执行难”这个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听取审议全

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报告,出台进一步加

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出台支持司法机关加

大扫黑除恶力度的意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

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实中央和省委要求,

首次听取审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审议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听取审议决算、预算调

整、预算执行情况等报告,推动预算审查监督重点

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听取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和整改工作报告,推动审计查出问题有效整改.为

了提高听取审议报告的质量,制定出台改进意见,

从报告选题、报告内容到审议要求、整改落实等作

出一系列规范,努力使听取审议报告工作更有力

度、更富成效.

紧盯改革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执法检查.

为了有效推进和支持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创新发

展,２０１７年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示范区行政管

理事项的决定,２０１８年对决定内容特别是示范区

管委会的职责、管理权限、直属和派驻机构职能、社

会事务移交等４个关键条款进行执法检查,推动改

革举措落地见效,为全省开发区推广授权经验打下

基础.一年来,还进行了监察法、环保法、汾河流域

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七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等

执法检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开展了统计

法、防震减灾法执法检查.积极改进执法检查方式

方法,发挥执法检查的“法律巡视”利剑作用.一是

聚焦法律责任,在环保法执法检查时,把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等八个方面的法律责

任落实情况作为检查重点,增强法律的刚性约束,

推动政府、部门、企业切实担负起环境保护责任.

二是提高检查专业化水平,邀请人大代表、专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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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参加,运用专业设备、信息化手段,查清问题、精

准发力、促进整改.三是丰富检查方式,把听取汇

报与问卷调查、随机抽查结合起来,把检查结束时

的综合反馈与过程中的就地反馈结合起来,摸清真

实情况、提升检查实效.

围绕推动监察法实施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综合运用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

询问等方式,形成监督“组合拳”.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

日监察法颁布后,根据省委决定,３月的常委会会

议,在全国率先听取审议省监察委员会纪法贯通、

法法衔接制度建设工作报告;５月,以内部监督制

约为重点开展监察法执法检查,常委会会议听取审

议执法检查报告并开展询问,实现了政治效果、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我省深化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积累了新的经验.把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作为监督重点贯穿全年,年初配合全国人

大常委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年中开展

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执法检查,年底听取

审议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

并进行专题询问,开展“三晋环保行”活动,用法治

的力量推动美丽山西建设.

为了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农村扶贫

开发条例、旅游法律法规开展执法调研,了解实施

情况,查找薄弱环节,推动改进执法工作.对女职

工劳动保护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执法检查和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等报告及审议意见进行跟

踪调研,掌握整改情况,推动整改落实.

四、深化拓展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密切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双

联系”,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

求.坚持常委会联系代表制度,主任会议成员带头

联系代表,听取意见建议,组成人员联系基层代表

５６７人次;增加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人数,明确列

席代表审议发言既要在简报中反映,也要在审议意

见中体现;建立预算审查前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

界意见建议的机制,立法项目和法规草案征求代表

意见,组织代表参加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代表参

加常委会活动已形成常态;首次组织“三晋人大代

表采风行”,反映代表履职实践,激发代表履职活

力.坚持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制定全国人大代表、

省人大代表反映或转递群众信访事项办理办法,畅

通群众诉求渠道;加强代表联系群众平台建设,总

结晋中市代表联系群众内容规范化、形式多样化,

有工作平台、有处理机制、有履职管理、有保障措施

“两化四有”经验,推广建立代表联络室、实行代表

固定接待日等做法,让代表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

人”,党和人民的“连心桥”.

代表提出议案建议是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的重要内容.常委会高度重视、扎实做好议案建议

办理工作.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１８件议案,已全部完成审议.议案所提立法项目

中,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已经出

台,社会科学普及条例已经初审,还有６件列入今

年立法计划或五年立法规划.代表提出的９６２件

建议,有关部门已经办理完毕并答复了代表.省政

府领导领办重点建议,并纳入“１３７１０”督办系统,２３

件重点建议已经全部办结.结合建议的办理,有关

部门研究出台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以及发

展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的规划方案和政策措施,

有力推动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为了使代表更好地执行职务、发挥作用,常委

会精心制定省人大代表履职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培训计划.基础知识培训,主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宪法以

及代表法、组织法、选举法、监督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帮助代表打牢履职基本功.专业知识培训,主

要学习审议法规和专项报告的原则方法,审查计

划、预算草案的重点内容,监督监察、审判、检察工

作的方式方法等,提高代表审议能力,提高代表提

出高质量议案建议能力.去年分４期完成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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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培训.

各位代表,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加强自身建

设至关重要.常委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能

力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履职水平.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召开常委会党组年度民主生活会和巡视整改

民主生活会,加强对机关党组和分党组的领导,强

调分党组成立之时就是严格党内生活之始,健全以

分党组工作规则为纲,请示报告、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等相配套的“１＋X”制度体系,压实管思想、

管纪律、管工作、管干部主体责任.认真做好意识

形态工作,加强干部日常教育管理,抓早抓小、防微

杜渐,把从严治党落细落实、落到经常,打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狠抓能力提升,加强“三基建

设”,大兴学习之风,举办组成人员学习班、开办法

治讲堂,带着问题交流研讨,干中学、学中干,岗位

培训实现了常态化.制定三年面向有关单位选拔

２０多名优秀法治人才规划,一批具有一定法律素

养和实践经验的高学历年轻同志到岗试用,干部队

伍结构逐步优化.严格执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树

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既注重使用踏实肯干的老同

志,又注重培养优秀年轻同志.落实机构改革部

署,扎实做好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建和内务司

法委员会更名及职责调整前期工作.加强与外国

议会和兄弟省市人大的交流,拓宽视野、开阔思路.

弘扬良好作风,重品行、强党性,比境界、比贡献,保

持务实进取的精神状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营

造民主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管用的话,建

立新闻发布制度,进一步改进文风会风;倡导“踱方

步、冷思考”,沉下心来搞调研,谋划一些对历史、对

山西人民有益的事情,以严的要求、实的作风,推动

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加强对市县乡人大的联系指

导,全面了解省委加强县乡人大工作机构建设若干

规定落实情况,推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要求落

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省市县人大主要负责同志

培训的基础上,组织市县人大副主任全员培训;举

办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通报工作、交流经

验;指导市县开展预算联网监督工作.

各位代表! 过去一年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

是省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代表、常委会组

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机关工作人

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大力支持的结果,

是市县乡人大密切协同配合的结果.广大代表坚

持党的领导,牢记人民重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扎实工作、勤勉尽责,为常委会依法履职作出

了重要贡献.在此,我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向各位

代表和所有关心支持人大工作的同志们,表示崇高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回顾过去,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常委会工作还存

在差距和不足.主要是立法工作任务很重,立法能

力还不完全适应形势需要,不少方面需要尽快补齐

短板;增强监督实效还没有完全破题,监督重点需

要进一步聚焦,监督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代表议

案建议办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干部队伍任务还很繁重,等等.我们将认真听取

各位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切实加以改进.

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我省在“两转”基础

上全面拓展新局面的攻坚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

全国发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动员令.省委

十一届七次全会对新时代山西改革开放作出总体

部署.新形势新任务对人大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也

给人大工作提供了广阔平台.我们要振奋精神、担

当作为,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

署,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要坚

—１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１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握时代大势,围绕全

省大局,以改革创新的理念谋划人大工作;要坚持

问题导向,主动对标一流,用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

展;要增强斗争精神,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在山西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作出更

大贡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

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遵循.要在学深

悟透上持续发力,落实学用五年规划,通过党组中

心组学习、组织培训、交流研讨、专题党课等多种形

式,掌握核心要义、领会精神实质;在更大范围内组

织学用交流会,推动全省各级人大将学习、研究、宣

传、贯彻引向深入.

坚持在学用中增强制度自信、把握工作规律、

破解工作难题.积极研究如何把握“不抵触、有特

色、可操作”原则,使立法的地方特色更加鲜明.集

中清理现行法规,通过立改废并举,进一步优化我

省地方性法规结构.深入探索执法检查如何更加

聚焦法律制度、法定职责、权利义务的落实和违法

行为的追究,使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行政监督等

各方面监督更好贯通.发挥人大工作与理论研究

会作用,抓紧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今年是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常委会

将务实开展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通过召开座谈

会、研讨会、集中采访报道等方式,认真总结创新实

践,宣传推广经验做法,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

入人心.

———努力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真正打通、有机统一,在服务全省工作大局

上展现新作为.把三者真正打通、有机统一,最重

要的是在省委领导下,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

势,通过立法、监督等法治实践,与“一府一委两院”

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推动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今年要在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的基础上,突出重点、聚焦用劲.

紧紧围绕实现“三大目标”,制定保障企业投资

项目承诺制改革规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开展中小

企业促进法实施办法立法调研,听取审议“放管服”

改革情况报告并专题询问,为我省打造“六最”营商

环境提供法治支撑,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激发

市场活力.对电力体制改革报告审议意见的落实情

况跟踪调研,听取审议能源革命情况报告,就支持保

障能源革命试点工作作出决定,让摆脱对煤炭的依

赖、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成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

和全社会的共同行动.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开展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健康产业促进条例立

法调研,推动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

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制定水污染防治条

例、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列

入预备项目,上位法修改后立即启动,实现我省环

保领域基础性法规全部补齐.开展封山禁牧立法

调研,听取审议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检查汾河流域生态

修复与保护条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实施情

况,依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制定雁门关农牧交错

带建设条例、经济林发展条例,听取审议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三大省级战略实施情况报告,对吕梁

山区生态脆弱与贫困交织问题深入调研,适时作出

相关决定,为根本解决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贡献.认真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

改革以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助推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

为民的事没有小事.听取审议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报告,推动解决影响民生的“老大难”问题;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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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审议县乡医疗机构改革报告,促进群众就医负担

有效减轻、看病更加方便;制定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更好发挥警务辅助人员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

制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条例,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检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推动

我省老龄事业发展,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我省众多的红色文化遗址和传统村落传统院落

传统建筑是历史留给山西人民的宝贵财富,今年将通

过立法加强保护和利用,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在加强自身

建设提高依法履职能力上迈出新步伐.旗帜鲜明

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在省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

问题和重要事项及时请示报告,做好省委人大工作

会议相关准备工作.

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遵守党章

党规,加强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分党组建设,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用好批评与自

我批评武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改作风树

新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施细则,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时刻防范“四风”隐形变异

新动向,保持良好政治生态.支持纪检监察组履行监

督职责.

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深入开展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查找问题、制定措

施,在解放思想中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认真学

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法律,熟练掌握人大工

作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规律;举办两期立法骨

干培训班,请立法专家作针对性辅导,打牢立法基

本功;分专题开展岗位练兵、办好法治讲堂,提高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机关建设,打造“智慧人

大”,优化机构职能,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关心关爱

干部职工,解决实际困难,让大家切实感受到组织

的温暖.年轻干部是人大的未来和希望,要加大培

养力度,在严格党内生活中锤炼坚强党性,在吃劲

岗位上提升工作能力,努力把人大机关打造成高素

质法治人才集聚、全面担负各项法定职责的工作

机关.

各位代表,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大代表

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

权力.为进一步强化代表履职的服务和保障工作,

更好地发挥代表作用,今年常委会将建立“人大代

表建议直通车”,畅通省人大代表随时提出建议、批

评和意见渠道,重要建议直接报省委、转有关方面

办理.继续拓展代表参与常委会活动的广度和深

度.丰富代表闭会期间活动.抓好代表履职专业

知识培训,全面提升代表履职水平.积极推进代表

直接联系群众平台建设,实现乡镇人大和街道人大

工委代表联络室全覆盖,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同

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各位代表,加强对市县乡人大的联系和指导是

省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坚持全省人大

“一盘棋”的思想,全面加强联系指导,开展业务交

流,密切工作协同.今年将继续通过召开全省立法

工作会、组织立法培训等方式,指导设区的市做好

立法工作;加强设区的市报批法规审查工作,出台

加强合法性审查意见.选择１至２个执法检查项

目,省市县三级联动.深入调研县乡人大工作,召

开经验交流座谈会,巩固和扩大省委推进县乡人大

建设会议成果,实现全省各级人大工作整体推进、

同步发展.

各位代表! 我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山西的重

大转折和巨大变化,我们正在奋力开拓和努力创造

山西新的辉煌和美好未来.人大工作大有可为,人

大代表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山西省委坚

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改革创新、奋发有

为,为我省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而不懈

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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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２０１８年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目录

　　一、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１８件)

１«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制定)

２«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修订)

３«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

４«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

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办法»(修订)

６«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

则»(修正)

７«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修正)

８«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修正)

９«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修正)

１０«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例»(修正)

１１«山西省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修正)

１２«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例»(修正)

１３«山西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修正)

１４«山西省林木种子条例»(修正)

１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办法»(修正)

１６«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修正)

１７«山西省丹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废止)

１８«山西省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环境保护条例»(废止)

二、听取审议省“一府一委两院”报告(１７项)

１省监察委员会关于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制度

建设工作的报告

２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省本级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说明

３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４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５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６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全省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

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学前教育工作情况的

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８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电力体制改革进展

情况的报告

９省人民政府关于省政府履行安全监管职责

情况的报告

１０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

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

１１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基本解决

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

１２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１３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１４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

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１５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

１６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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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

１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金融企业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执法检查(７项)

１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情况

２检查«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

例»实施情况

３检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

实施情况

４检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在全省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执

行情况

５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山西

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６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检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实施情况

７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检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实施情况

四、重大事项决定(７项)

１«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大同

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若干问题的决定»

２«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３«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

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授权经验的决定»

４«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怀仁

县撤县设市有关问题的决定»

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６«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

７«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长治

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若干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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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孙洪山代院长所作的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

省高级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

２０１９年工作的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高级人民法院要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省十一次党

代会和十一届省委历次全会精神,坚持党对法院工

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坚持主动服务保障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的职责,为山西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

新局面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６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１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　孙洪山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

工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

志提出意见.

２０１８年,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在

省委的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最高

人民法院的有力指导下,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工作主线,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引领,深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攻坚“基本解决执行

难”,大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着力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加快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努力打造过硬队伍,

办案质效稳中有升,以审判执行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取得新进展,为山西实现振兴崛起、塑造美好形象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全年共受理各类案

件４５６５４０件,审执结４３２３１８件,比２０１７年分别上

升５６６％和６７５％,以结案率９４６９％的成绩在

全国法院系统排名第３位.省高院受理各类案件

８９６７件,审结８３９０件,同比分别上升１３９８％和

１３７３％,均为历史新高.

一、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重点,积极推进平

安山西建设

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打击各类犯

罪,切实维护我省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全年共受

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２５３２８件,审结２３８８６件,同

比分别上升０８６％和０３３％.

扫黑除恶取得阶段性成效.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贯彻

省委决策部署,精心组织、综合施策.制定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指导意见»«办理黑恶势力犯罪

案件指引»等指导性文件,建立全省法院涉黑恶势

力犯罪案件逐级报告、专项指导、督查督办、线索移

交等七项工作机制,推动各级法院依法、高效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受理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５３８件,一审审结３３４件,一批村霸、行霸、市霸被

依法严惩,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社会风气进一

步好转.其中,闻喜“盗墓黑帮案”被评为２０１８年

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之一.坚持刀刃向内,对

全省法院２０１４年以来办理的涉黑涉恶犯罪及减刑

假释案件进行“回头看”,深挖彻查法院系统“保护

伞”,依法纠正涉黑罪犯任爱军服刑期间违法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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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案件,对涉及该案１５名相关责任人的违规违

纪问题予以严肃处理.

从重从严维护稳定.严厉打击各类危害政治

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活

动,生效判决的罪犯中判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占

１２２５％,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安全感.依法审结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邪教组织、故意杀人、抢劫、涉

枪涉爆等犯罪案件８１４件;开展打击毒品犯罪专项

行动,审结涉毒案件１９４１件.巩固发展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胜利,保持打击贪污腐败的高压态势,公

开审理了山东省原副省长季缃绮受贿、贪污案,吕

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审结一审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５２１件.严厉

惩处涉及人数众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集资、电

信网络诈骗、“套路贷”等犯罪,审理非法集资、金融

诈骗等犯罪案件３９０件,公开审理并直播了受害群

众达１１９万人、涉案金额达３３亿元的“光彩慈行”

集资诈骗案,有效维护了群众财产安全.

依法从宽促进改造.树立科学刑事司法理念,

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罪责刑相适应,对初犯、偶犯、

未成年犯、老年犯以及具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

情节的６６０１名被告人适用了缓刑等非监禁刑,８０３

人被依法免予刑事处罚.进一步严格规范减刑假

释工作,８９５３名正在服刑、改造良好的罪犯被依法

予以减刑、假释.对判处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刑的

犯罪人员辅之以社区矫正,有效发挥刑罚的教育、

感化、挽救功能.

二、以忠实履行审判职能为根本,全力服务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

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和经济转型发展,找准司

法服务的着力点和结合点,为助推我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履职尽责.

积极服务保障打好三大攻坚战.依法稳妥审

结民间借贷、证券期货、互联网金融等案件３２９１９

件,有效化解防范金融不良债权、涉金融犯罪可能

引发的金融风险.精准对接脱贫工作司法需求,审

结土地承包流转、林权转让等涉农案件１８１０件,公

开审理省扶贫办原主任刘昆明受贿、滥用职权案,

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和精准脱贫.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司法保护,审理民事、行政环境公益诉讼案件２９

件,审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等各

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一审案件２９９件,全力守护

“绿水青山”.

着力优化营商法治环境.全年共受理商事一

审案件１２４９３２件,审结１１７９３１件,同比分别上升

１０８８％和１３５６％.落实中央、省委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的决策部署,省高院出台«关于为民营经济

发展提供有力高效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与省

工商联共同搭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服务

保障平台.依法审结涉及各类经济主体的买卖合

同、股权转让、企业改制、物权纠纷等案件４９５７１

件,平等保护各类经济主体合法权益,促进形成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严厉打击破

坏市场秩序、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依法审结虚

假出资、合同诈骗、串通投标、非法经营等案件５９７

件,净化了经济发展生态.

全力保障经济转型发展.省高院出台«关于执

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工作细则»等规范性文件,

强化破产审判功能,推动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

机制,审理破产清算、重整案件９９件,同比上升

３５０％,有力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省高院出台«全面推进知识

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知识产

权审判专家库和知识产权调研基地,切实提高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全年共审结知识

产权案件１３９２件,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助力创

新驱动发展.

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健全完善行政案件集

中管辖制度,依法审理涉及城中村改造、综改试验

区建设等土地资源、城建拆迁等行政案件,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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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在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同

时,确保了重点工程的顺利推进.全年受理各类行

政一审案件４４１７件,审结４１５６件.探索建立行政

审判案例指导制度,省高院首次发布涉及房屋征收

补偿、行政撤销、行政给付等行政行为在内的十大

典型案例,公布２０１７年行政审判白皮书,在统一行

政裁判尺度的同时,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三、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为使命,努力满足群

众多元司法需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完善司法

便民措施,依法保障民生权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

诉讼服务提档升级.省高院建立了集立案审

查、案件查询、信访接待、投诉举报等功能为一体的

综合诉讼服务中心,实现了现场服务、远程服务、网

络服务等服务方式和平台的无缝对接,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信息化便捷诉讼服务.各级

法院进一步巩固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全面畅通立

案渠道,大力推行网上立案、预约开庭、巡回审判、

远程视频接访等诉讼服务,努力减轻人民群众

诉累.

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充分运用司法手段促进

解决“米袋子”“菜篮子”“药瓶子”安全,审结生产、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

４１８件.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审结婚姻家

庭、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案件５７６５２件.全面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针对家庭暴力发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２３件;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通过专题讲

座、主题活动等形式,形成共同防治校园欺凌和暴

力事件的联动机制,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建立国

家赔偿案件法律援助制度,审结国家赔偿案件９０

件,确认赔偿１４件.提升司法救助规范化水平,依

法减免缓诉讼费４５００余万元,办结司法救助案件

１０２５件,切实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格局.省高院与省

司法厅、省人社厅联合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

调解工作的意见»,积极打造“分调裁”一体化的立

案前诉调分离、立案后诉裁分离、审理前难易分离

的三级诉调对接、繁简分流、多元化解工作格局,全

年诉前调解各类纠纷１７万余件.积极化解涉军

矛盾纠纷,圆满完成全部涉军停偿案件的审判执行

任务,服务国防和军队改革,促进军民融合发展.

深化家事审判改革,与省民政厅、省妇联等部门建

立联动工作机制,在家事审判工作中充分运用舜帝

德孝文化、乔家大院家规家训等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引导当事人化解矛盾,调解各类家事纠纷２４４７４

件,家事审判“山西模式”受到全国妇联的充分肯

定,中央电视台三次以专题报道的形式予以宣传

推广.

四、以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为目标,坚决维

护群众胜诉权益

对标“基本解决执行难”核心指标,打出连环

拳,打好组合拳,全力开展执行攻坚.全年共受理

执行案件１３５０８０件,执结１２５０５７件(含执结２０１７

年旧存案件 ９４９５ 件),分别同比增长 ７４９％ 和

８４３％,执结率达９２５８％.

强化联合信用惩戒.省委、省人大高度重视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骆惠宁两次对执行攻坚作出重要批示,省人大

常委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

意见»,为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坚强保障.

各执行联动单位通力协作,加强信用联合惩戒,“晋

立信”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上线运行,发布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１８万例,对１７万名被执行人发布限

制消费令,让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的惩戒格局基本

形成.加大拒执犯罪惩治力度,司法拘留３４９５人、

罚款１５１人,宣判拒执犯罪１６４案,形成法律权威

不容藐视、生效裁判必须履行的强大威慑.

全面提升规范化水平.全力推进执行指挥中

心实体化运行,全面实施执行办案全流程网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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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现精准管理到案、到人,通过跟踪筛查、定期

考核、通报督办,结案平均用时由２３７天/件缩短到

１２６天/件;终 结 本 次 执 行 程 序 案 件 合 格 率 达

９４５５％,执行办案质效指标的全国位次明显提升.

加大对财产查控、财产处置等重点环节的监督管

理,通过与全国３８００余家银行联通的“总对总”查

控系统,发起查询涉案金额６８６０８９亿元,查到并

冻结４７１９亿元,查询股票３１２亿股;全面推行网

络司法拍卖,拍卖６３２１次,成交１２３８件,成交金额

２４４７亿元,溢价率达１８２１％;对执行案款实行

“一案一账户”管理,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

兑现.

开展重点专项活动.全省法院连续开展三个

百日行动,锲而不舍开展执行攻坚,１５项重点任务

目标递进深入,执行到位金额２８１６２亿元,首次执

行案件实际执结率达６１５１％,同比增长２０７９％.

利用执行宣传专网,先后在运城、晋城、晋中等地组

织５场全媒体网络直播集中执行活动,发布“执行

不能”和拒执罪典型案例,吸引上千万网民围观评

论,生动展示执行攻坚声势,直观体现法律权威.

全省法院执行工作核心考核指标全部达到最高法

院要求.

五、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引领,构建公正高

效审判运行机制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健全完善新

型审判权运行机制,切实把改革成效体现在提升办

案质效和司法公信力上.

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不断完善审判管理监

督机制,制定司法责任制实施细则,明确院庭长和

审判组织司法权力清单和权责界限,确保放权不放

任、监督不缺位.全面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对

院庭长办案情况实行定期通报,２０１８年全省法院

院庭 长 办 结 案 件 ２１２３ 万 件,占 全 部 结 案 的

４９１２％,同比上升１２１１６％.

积极探索编制、员额统筹管理.建立法院系统

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省级调剂机制和员额比例省级

统筹管理机制,从包括省高院在内的２０个法院调

整６０个政法编制补充到８个市区法院,向案多人

少的３２个中、基层法院倾斜员额配置,破解部分法

院人案矛盾突出的问题.制定员额法官退出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了十种退出员额情形,２０１８年因工

作调动、到龄退休等原因共有 １１５ 名法官退出

员额.

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积

极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５０５起案件证人、鉴定人、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２３案排除非法证据,当庭宣判

一审刑事案件６２６５件,同比上升７９３６％.在全

国率先推出庭后会议制度,进一步优化完善刑事诉

讼程序,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提高刑事案件审判

效率.«法制日报»等媒体对我省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实践进行了深度报道.

统筹推进相关改革落地见效.按照科学配置、

提高效能的原则,理顺职能、整合机构,稳步推进基

层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与最高法院第四巡回法庭

协作开展涉诉信访改革探索,在全国法院首家试行

刑事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５０名刑事律师轮流

值班接待信访当事人,对４１件刑事申诉案件提出

立案审查建议,经最高法院第四巡回法庭裁定,５

件进入再审程序.

六、以加快建设智慧法院为驱动,大力提升司

法工作信息化水平

努力推进现代科技与法院工作的深度融合,加

快智慧法院建设,积极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

代化.

全面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

全省法院逐步实现案件立案、审理、执行、归档全流

程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全年共生成电子卷宗

２９７３万件,电子卷宗覆盖率达９７５８％.省高院

该项工作被评为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法院十

大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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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升审判管理信息化水平.省高院建设

全省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完成对审判、执

行、信访、卷宗等８类信息资源５２７万条数据的整

理入库,为三级法院提供实时、可视的信息化审判

管理支持.推广智能辅助办案系统,通过相似案例

推送、适用法条参考等功能不断提升审判工作的智

能化水平.依托数字化法院系统,逐月对全省法院

审判质量、效率、效果等五类２０项约束性重点指标

评比通报,促进审判执行质效整体提升.全年审限

内结案率达９９７９％;员额法官人均结案１４４５７

件,同比上升１０６６％;案件审理平均时长 ５５８

天,比２０１７年缩短３８８天.省高院被最高法院评

为全国法院审判管理优秀业务单位.

不断深化拓展司法公开.持续加大司法公开

平台建设和整合力度,促进司法公开从单向披露转

为多向互动,让诉讼活动更加透明、诉讼结果更可

预期.全年共公开各类案件３６７万件、审判流程

信息３６６５万余项,推送短信２９６万条,公开裁判

文书３５８３万篇.全省法院直播庭审７８８１３场,居

全国法院第９位;省高院直播庭审１４０１场,居全国

高院第１位.

七、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统领,着力打造过

硬法院队伍

全省法院按照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的

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的法院队伍.全年共有１４１个集体、

３１６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奖励.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

对领导,自觉把法院工作置于中央和省委工作大局

中谋划和推进,坚持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的重大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向省委请示报告制度,

确保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强

化理论武装,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班”,教育

引导全省法院领导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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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党建主体责任,省高院党组听取１２家中

院党组党建工作述职汇报,对６家中院及其下辖的

基层法院开展为期２个月的政治督察,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入推进“三基建设”,实行党

支部建在庭上、党小组建在审判团队上,强化思想

政治和意识形态建设,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

不断提升队伍司法能力.广泛开展案例研讨、

庭审观摩、裁判文书点评、实务技能竞赛等活动,让

干警在岗位锻炼中增长实际本领.全年组织各类

培训班１０５期,培训三级法院干警３５３４人次.转

变培训方式、提升培训水平,委托国家法官学院开

展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各类专项培训１０期

１８５０人次,进一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

断增强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实际办案能力.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在全省法院开展“加

强作风建设、严守审判纪律、排除司法干扰、公正廉

洁司法”正风肃纪专项整治、民生领域腐败和不正

之风专项整治等活动,认真汲取刘冀民、关中翔严

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深刻教训,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开

展队伍集中整肃和“以案为鉴、筑牢防线”专题警示

教育活动,切实整肃理想信念滑坡、责任担当不力、

执法不严、作风不实、司法不廉、守纪不严等突出问

题,严肃处理了１３２名违纪违法干警.

八、以促进司法公正公信为追求,自觉主动接

受全面监督

全省法院始终把接受监督作为推动法院工作

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机制、畅通渠道,对标新

时代新要求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

积极接受人大监督.主动向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报告工作,健全与人大代表结对联络机制,邀

请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出席会议、旁听庭审、见证执

行１９６２人次,通过上门走访、集中座谈、电话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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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式,联络人大代表５９００余人次,认真办结人大

代表建议意见及其他事项２８５４件,回复率１００％.

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认真办理检察

建议,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责,实行

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高度重视检察机

关对生效裁判提起的抗诉,审结各类抗诉案件７７９

件,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

完善与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

沟通协调机制,办理建议及其他事项７１４件.拓展

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５５４７名人民陪审员参

与审理案件８６６８４件.全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８７次,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利用微信、微博、手机

APP等多种渠道,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沟通.开展

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人民群众走进法院,零距离

感受法治的进步.

各位代表,一年来,全省法院工作取得的成绩

和进步,离不开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人大的有力

监督和政府、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在此,

我代表全省法院,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所

有关心、支持法院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

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法院

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难:一是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还不到位,干警违法违纪仍时有发

生,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目无法纪,违法办案、以案

谋私,严重损害司法公信.二是一些法官业务能力

还不适应新时期审判工作的新要求,机械办案、就

案办案,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不够理想.

三是少数案件存在错误、瑕疵,一些案件久拖不决、

超审限审理,执行工作的规范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

高.四是少数干警作风不正、工作不细,对当事人

“冷硬横推”,司法作风仍需改进.五是落实司法责

任制尚有差距,司法质效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备,司

法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对审判权的监督管理仍需

进一步完善.六是基层法院法官断档趋势明显,特

别是偏远地区法院招人难、留人难问题突出,审判

法庭和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法官权益保障还需加

强.对此,我们将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在省人大和

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监督下,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解决.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也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全省法院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和经济工作

会议的部署,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

设,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

合配套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加快推进法院队伍革

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努力为我省经济转型发展和社会安全稳

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保障.

一是切实加强政治建设,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

诚卫士.全省法院要牢固树立人民法院首先是政

治机关的理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旗帜鲜

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强化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

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认真贯

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坚决将人民法

院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自觉接受人大及其

常委会监督,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

手中.

二是围绕大局履职尽责,积极服务山西经济转

型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

认真开展“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勇于担当

作为,以真抓实干的作风和扎实有效的工作把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按照“深挖根

—２３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１　



治”工作要求,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围绕

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供改综改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防范金融风险,加强产

权保护,支持“放管服效”改革,依法平等保护各类

主体合法权益,推动形成公平开放透明的法治化营

商环境,服务美丽山西建设.

三是坚持践行司法为民,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加快诉讼服务中心优化升级,积极探索跨

区域立案和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

办理,强化民生司法保障,深化拓展司法公开,完善

司法救助,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

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四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不断提升审

判质效和公信力.进一步推进司法责任制落地见

效,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强化案件质量评查,完善绩

效考评制度,构建权责明晰、监管有力、运转有序的

司法权运行机制.统筹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和审判

团队建设,完善内部分工、提升工作效能.深化诉

讼制度改革,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案件繁简

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努力实现案件办理提质

增效.

五是巩固攻坚决胜成果,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

制.坚持攻坚之后不放松、不懈怠,稳定执行力量

配备与资源配套,及时把“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

得的成果常态化、制度化.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和各

联动单位支持,完善网络查控系统,织密信用惩戒

网,提高执行信息化、规范化水平,巩固提升执行质

效,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六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法

院队伍.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加强法院

系统党的建设,强化各级各类人员岗位培训,全面

提升干警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

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落实“四化”要

求,增强使命担当和履职本领.始终把抓好党风廉

政建设作为队伍建设的核心任务,认真开展“纪律

作风整顿年”活动,认真汲取深刻教训,深入开展队

伍整肃,以零容忍态度清除害群之马,努力打造一

支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法院队伍.

各位代表,新的一年,全省法院将在省委的坚

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以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拓创

新、积极进取,开创全省法院工作新局面,努力为谱

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提供坚强有

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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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报告中有关用语说明

　　１、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是指人民法院在执

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通过一定的程序及时将该企业法人移送

破产审判部门审查,以启动破产程序的制度,这项

制度对于加大 “僵尸企业”清理力度,完善市场主

体退出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２、“分调裁”一体化工作格局:是指人民法院在

立案环节根据纠纷性质、案件事实、审理难度等因

素,对案件预判甄别,有针对性地分别采取不同的

处理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司法实践中

的具体做法是,对预判有和解可能的纠纷,引导当

事人进行诉前调解;对调解不成和必须通过诉讼解

决的案件,简案、易案通过速裁和简易程序快速审

理,繁案、难案通过普通程序精细审理,从而优化审

判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化解

案多人少矛盾.

３、“基本解决执行难”核心指标:２０１８年,最高

人民法院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核心评估指标明

确量化为“三个９０％、一个８０％”,这是人民法院实

现“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基本目标要求.

“三个９０％”是指: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

限内实际执结率达到９０％;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合格率达到９０％;执行信访案

件办结率不低于９０％.“一个８０％”是指三年内整

体执结率不低于８０％.

４、«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

见»: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８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

见».意见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支持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并将履行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内容.加快“信用山西”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应

用,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信用

惩戒工作新常态.意见的出台有力推动了“党委领

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

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形成.

５、“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是指最高人民法院

建立的,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之间的网络

专线,实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行与人民法院之间

的电子数据实时交换.人民法院通过与全国３８００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连接的“总对总”网络查控系

统,可对被执行人在全国任何一家银行的账户、银

行卡、存款及其他金融资产,直接在网上采取查询、

冻结、扣划等执行措施.

６、员额比例:是指对人民法院的法官、审判辅

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并根据法院

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案件数等确定法

官占比.根据中央要求,法官员额比例不得超过中

央政法专项编制的３９％.

７、十种退出员额情形:２０１８年省委政法委、省

高院、省检察院出台的«山西省法官检察官退出员

额管理办法(暂行)»中,明确规定了十种退出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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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一是办案年度绩效考核被确认为不称职等

次的;二是不分管办案业务的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在

非业务岗位工作的;三是自履行同级人大任命、备

案手续后一个月内,未承办任何案件或未实际履行

员额法官检察官岗位职责的;四是法官检察官入额

后,配偶、子女在本省(市、县)从事律师、司法审计、

司法拍卖职业的;五是非因组织选派离职学习等期

限超过一年的;六是因违反审判、检察职责,经省法

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查认定,受到惩戒应当退出

员额的;七是因违纪、违法行为受到相应处分,依照

规定不能继续任职的;八是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职

务超过一年的;九是瞒报谎报个人事项进入员额

的;十是有其他不能正常履行审判、检察职责情

形的.

８、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其目的在于努力实现证据举证

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

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切实发挥庭审在查

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

作用,积极推进司法证明实质化、控辩对抗实质化、

依法裁判实质化,使庭审真正成为解决罪、责、刑问

题的核心环节.主要内容包括证人、鉴定人出庭作

证,保障辩护权行使,非法证据排除,当庭宣判等,

该项改革对于加强人权保障、确保案件质量、维护

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９、庭后会议制度:是指在刑事案件庭审结束

后,对被告人是否构成自首或立功、被告人是否取

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谅解、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

告人社会调查评估意见等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以

及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存疑事实,经庭后补充或调查

核实取得的证据,通过庭后会议制度的方式征求控

辩双方意见,决定是否予以采纳.此举进一步优化

完善了刑事诉讼程序,严格保护了刑事被告人的诉

权,对提高刑事审判质量和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０、刑事申诉案件律师代理:是最高人民法院

第四巡回法庭与我省法院联合开展化解涉诉信访

的探索创新,主要工作方法是在涉诉信访工作中,

引导被驳回刑事申诉申请和不服生效刑事再审裁

判的申诉人,委托律师代为提出申诉.省高院协调

省律协选拔、培训５０名刑事律师,建立值班律师

库,与省法律援助中心共同设立“山西省法律援助

中心驻法院工作站”,制定律师代理申诉刑事案件

工作规程等制度,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引导当

事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对保障申诉人合法权益发

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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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杨景海检察长所作的«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

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２０１９年工

作的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检察院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省十一次党代

会和十一届省委历次全会精神,坚持党对检察工作

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坚持主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不断强化法律监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履行好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为山西在“两

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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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

员提出意见.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改革开放和检察机关恢复重建４０周年.

一年来,在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

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全省检察机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决

议,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以转隶

为转机,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积极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为新时代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新的贡献.

一、维护社会稳定,积极促进“平安山西”建设

———坚决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

我们牢记党和人民的期待,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层

层督责,突出体现检察担当,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坚持院领导带头办案,亲自审查,亲自督

导.坚持把办案质量放在首位,严把事实关、证据

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坚持依法快捕快诉,实行

“捕诉一体”,提前介入引导收集固定证据.共批准

逮捕１４２５件４５７４人,起诉５３８件２８６０人.监督

立案３２件８５人,纠正漏捕２８３人、漏诉１４８人,追

诉漏罪４０４起.坚持破网打伞,除恶务尽,办案发

现并移送黑恶势力“保护伞”线索１１８件７９人.坚

持刀刃向内整肃队伍,查处检察人员失职渎职及充

当“保护伞”８人.我们成功起诉了运城侯氏兄弟、

太原张志勇、临汾蒋茂平等一批重大黑恶案件,有

力促进了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基层政权建设的根

基进一步稳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明显

增强.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依法履

行批捕起诉等职能,共批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２３３９４人,起诉３２５６６人.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观,深入开展反分裂、反渗透、反邪教斗争,批捕

１０２人,起诉１１５人.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积极参

与打击涉枪涉爆类犯罪专项行动,批捕１９３人,起

诉３６５人.坚决打击“黄赌毒”犯罪,批捕３３５２人,

起诉３６０１人.依法惩处故意杀人、绑架、强奸、爆

炸等严重暴力犯罪,批捕３１９４人,起诉４４３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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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抢劫、抢夺、盗窃、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

罪,批捕６３８８人,起诉７６１９人.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认真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着眼教育、感化、挽救,依法对犯罪情节

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不捕１９２１人,不诉１３９６

人.大力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化解社会矛

盾,依法对２８３起典型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和

解息诉１４１件;通过释法说理,促成民事申诉案件

和解息诉１２１７件.加强检察便民服务,全面升级

网上网下“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平台,受理群众来信来

访１６９４４件,办理涉法涉诉信访７０１４件.积极参

与社区矫正,帮助２９９６名社区矫正人员融入社会.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用法治呵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同省未保委、教育、民政、妇联等

１１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意见».妥善办理涉未成年人

案件,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少捕、慎诉,积

极推行“捕、诉、监、防”一体化检察模式,对１４０人

作出不批捕决定,对９８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对３３６人提出从轻处罚量刑建议,对３５８人落实帮

教措施.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２４８名检察官被

聘为法 治 副 校 长.认 真 落 实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２０１８〕１号检察建议,会同教育部门开展校园欺

凌专项整治活动,加强校园安全管理,预防性侵害

幼儿园儿童和中小学学生违法犯罪.严厉打击侵

犯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对故意伤害、猥亵儿童等犯

罪批捕８５７人,起诉１０８６人.临汾市检察机关依

法对王某强迫、组织未成年人卖淫一案提出抗诉,

被告人由无罪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七年.

二、营造法治环境,着力服务经济转型发展

———依法保障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全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会精神,与省工商联联

合召开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制定支持企业家创新创

业意见和服务民营企业发展１６条措施.建立“涉

企”案件线索移送、督办机制,加强对民营企业家人

身权、财产权的保护,对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

罪批捕８４４件１２６５人,起诉１０６８件１６４１人.平

遥县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一起职务侵占案中,面对

“零口供”逐一核实相关材料,完善证据链条,促使

被告人耿某、武某认罪认罚,主动退赃,为企业挽回

经济损失６０余万元.

———积极服务创新驱动战略.组织开展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专项行动,批捕假冒注册商标、侵犯

商业秘密等犯罪６１人,起诉１０２人.太谷县王某

假冒某单位的“山西标志性名牌产品”“山西省著

名商标”牟利,县检察院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依

法提起公诉,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王某有期

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３０万元.

———大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努力维护法

治化市场环境,严厉打击强揽工程、非法高利放贷、

欺行霸市等行为,对串通投标、非法经营、合同诈骗

和强迫交易等扰乱市场交易秩序犯罪批捕９１６人,

起诉１００２人.开展涉企案件刑事侦查活动专项监

督,坚决纠正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违法行为.

开展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加大对企业破产、清

算等领域的监督,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２４件.

开展涉企民事案件执行监督行动,共办理２５０件,

息诉２１件.

三、顺应人民要求,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

———努力使百姓“家园”更美丽.积极服务污

染防治攻坚战,开展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批捕２６７人,起诉４７８人.开展污染防治

公益诉讼,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

２５１２件,督促１２８家排污企业进行整治,修复被损

林地、耕地、湿地、草原２万余亩,治理被污染河道

１００余公里,清理被污染的水体、土壤４１８０余亩,

清除各类生活垃圾及生产固体废物１７５９万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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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检察机关针对浑源县部分企业私挖滥采破

坏生态环境的问题,认真调查,依法发出公益诉讼

诉前检察建议,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市、县相关部门

密切配合,对３２家涉案矿企进行集中整治,修复生

态.古县检察院针对该县一煤矿非法堆放煤矸石

造成环境污染进行监督,得到县委、人大、政府大力

支持,推动全县境内３２家企业累计投资７５００余万

元,对４５处１５７０万吨煤矸石和６３个环境突出问

题进行全面整治.

———努力使百姓“舌尖”更安全.开展饮用水

水源保护公益诉讼,立案并发出检察建议２８８份,

整治修复被污染水源地２２６处.严厉打击食品药

品和医疗卫生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批捕１８１人,起

诉５３２人.开展“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公

益诉讼,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３０１４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２９８１件,督促有关部

门整治网络外卖“黑作坊”１万余个,没收不合格食

品５３３２千克、假药走私药品６９种.五台县检察院

以中小学校周边销售不合格“五毛食品”为突破口,

督促有关部门开展对校园食堂和小商铺全面整治,

取缔非法经营１２家,没收销毁了一批不合格食品.

———努力看好百姓的“钱袋子”.积极服务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等涉众型金融犯罪,批

捕５１２人,起诉７９４人.尤其对受害群众多、涉案

金额大的,严格把关,快捕快诉,确保效果.太原市

检察机关连续奋战四个半月,对涉嫌集资诈骗３亿

多元、受害群众达１１００多人的犯罪嫌疑人张某等

４６人及山西慧诚创业、汾府酒业两家公司,依法提

起公诉,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主犯张某、阴某一审

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１５年,通过办案

为群众挽回损失７００余万元.朔州市检察机关严

格审查,依法追诉漏犯１３人,成功起诉了马某、彭

某等２５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积极

服务精准脱贫攻坚战,严厉打击扶贫领域犯罪,批

捕贪污挪用扶贫资金等犯罪３２人,起诉１１３人.

———努力使百姓感受到“检察温度”.紧紧围

绕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着力加

大对农民工、残疾人等群体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

度,积极开展支持起诉专项活动,共支持起诉１９１３

件,法院采纳１８０１件,帮助１３００多名农民工追回

劳动报酬１３９０余万元.太原市尖草坪区检察院强

化诉前调解,使某建筑公司在庭审前支付所欠３２

名农民工工资９万余元.以国家司法救助助力脱

贫攻坚战,向９７３名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或其近

亲属发放司法救助金６２０余万元,救助人数同比上

升５８７％.朔州市检察院依法为一对孤儿姐妹申

请司法救助金４万余元,圆了姐妹俩的“大学梦”!

四、强化法律监督,切实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深化驻公安检察室

侦查监督,建立健全重大案件介入侦查机制,推行

重大事项监督“案件化”办理.坚决防止和纠正冤

错案件,依法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捕

２９４０人,不诉１０５７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８０８件,

同比 上 升 １８３％;监 督 撤 案 ５８５ 件,同 比 上 升

１６８％;纠正漏捕漏诉２４５５人,同比上升４６６％,

公安机关对于检察监督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依法

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６３４件,法院

采纳３７０件,采纳率为６４１％.

———加强刑事执行监督.依法对刑罚执行和

监管活动违法提出纠正意见６７３２件,纠正６６７４

件,其中纠正侵犯在押人员休息权、劳动报酬权等

违法行为５５４件;发现纠正减刑不当１２５７件.进

行羁押必要性审查１５７９人,提出变更强制措施

１５０５人,采纳１３７６人.深入推进未交付执行刑罚

专项监督活动.加大对财产刑执行监督,纠正

４１６１件.

———加强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组建民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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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和公益诉讼案件专家委员会,促进提升法律监

督水平.共审查各类民事行政申请监督案件８８４１

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

抗诉１６９件,再审７４件,改判、发回重审６３件,改

变率为８５１％;提出再审建议１２３件,法院采纳７９

件.对审判程序中的违法情形提出监督意见１９７７

件,采纳１９４７件,采纳率为９９８％.对民事行政

执行活动提出监督意见１９１６件,采纳１９０５件,采

纳率为９９４％.

———加强公益诉讼工作.省委、省政府大力支

持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出台了«关于支持

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通知».目前,６

个市、５４个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府出台了支持

公益诉讼工作文件.全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立案

６１７８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６０８８件,提起诉讼８４

件,法院审结４９件,判决胜诉率１００％.９５％的案

件在检察建议发出之后,有关行政机关都依法履职

到位.通过公益诉讼挽回国有财产损失２３４亿

元,督促收回欠缴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９１亿元,向社会公开发布典型案件１１４件.

五、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增强司法办案质效

———办案衔接更顺畅.认真贯彻监察法和修

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建立配合有力、制约有效的“法

法衔接”办案机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

能,为山西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贡献了检察

力量.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监察机关移送案件

８６３人,退回补充调查１３８人,提起公诉８０９人,不

诉５人.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受

贿案、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季缃绮受贿贪污案

等４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

的职务犯罪案件依法提起公诉.

———办案力量更集中.经过两批精心遴选,全

省 现 有 员 额 检 察 官 １８３３ 人,占 政 法 总 编 制

２７５％,省、市、县 三 级 分 别 占 比 ２６％、２７％ 和

３５％,办案力量更加向一线集中.在市域范围内统

一调配员额检察官比例,打破平均分配,使员额配

置向办案多的基层院倾斜.全省办案数量最多的

太原 市 小 店 区 检 察 院 员 额 检 察 官 占 比 达 到

了４０％.

———办案责任更明确.修订三级院检察人员

权力清单,减少办案审批环节,将９０％以上的案件

决定事项授权给员额检察官办理,凸显其责任主体

地位.科学制定案件清单,明确１３个业务类型

１４９种案件,使办案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坚

持院领导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制度,办案量占到

２１％.健全检察官惩戒工作制度,加大案件评查力

度,推动办案责任落地.

———办案机制更科学.积极适应司法责任制

改革,全面推进“捕诉一体”办案新模式,实现同一

案件的批捕、起诉、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由同一名员

额检察官或办案组一办到底、全程负责,同时健全

司法办案监督制约制度体系.按照最高人民检察

院对监狱巡回检察改革试点工作部署,自下半年开

始分两批对全省２１所监狱开展巡回检察改革试

点.通过三轮巡回检察共发现问题３６０余个,发出

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２３３份;排查涉黑涉恶

罪犯２６１人,其中涉黑罪犯２０１人,收到举报材料

１６份;初查监管人员受贿、虐待被监管人、违规减

刑等犯罪线索６件,监督深度力度明显增强.

———办案活动更透明.加强检察工作与信息

技术的深度融合,全面推进网上办案,建成司法办

案、检察办公、队伍管理、检务保障、检务决策、检务

公开与服务“六大平台”,实现了互联网＋检察工作

的跨越式发展.深化检务公开,加强微信、微博、新

闻客户端和门户网站建设,开通山西检察移动检务

手机 APP.在案件信息公开网上公开案件程序性

信息４９１０４条、重要案件信息２８３８条、终结性法律

文书２０８１９份.全省检察机关实体检察、网上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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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掌上检察“三位一体”智慧检务工作初具规模.

六、打造过硬队伍,全面提升依法履职能力

———持续强化政治建检.坚持党对检察工作

的绝对领导,制定«中共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

于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规定»,部署开

展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学习、大调研、大落实、大提升”活动,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检

察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政治统领业务,开展新

时代检察监督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

有机统一交流活动,受到最高检充分肯定.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道路自信,举办庆祝改革开放

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４０周年系列活动,引导全省

检察干警凝心聚力,开拓创新.一年来,共有１３个

集体、２３名个人获得“全国模范检察院”“全国模范

检察官”“山西省杰出政法干警”等荣誉称号.

———持续加强“三基建设”.坚持抓机关带基层,

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支

部工作条例(试行)»,积极开展“双争”“双创”“双联”活

动,基层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注重基础

工作,积极适应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人员分类管

理办法和绩效考核办法,明确岗位职责和基本要求,

编制“一目录三手册一流程”.注重基本能力建设,省

检察院共举办岗位培训２３期,培训３７００人次.举办

未成年人检察、刑事执行检察、公诉业务竞赛和首届

“十大精品公诉案件评选”活动.

———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深化系统内巡视巡

察工作,制定巡视巡察五年规划和２０１８年巡视巡

察计划,力争三年完成巡视全覆盖,两年开展“回头

看”.今年巡视了６个市级院和３个派出院,巡察

了４９个县级院,并着力推动问题整改.强化党内

监督,从严落实“两个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

持民主集中制,严格干部选拔任用,激励干部担当

作为.认真落实中央第十五巡视组和最高检党组

第一巡视组反馈意见精神,集中开展队伍整肃和

“以案为鉴、筑牢防线”专题警示教育.始终保持正

风反腐高压态势,有２８名违纪违法检察人员受到

党纪和政务处分,其中有５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各位代表,我们始终坚持人民检察为人民,主

动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一年来,全省检

察机关分别向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

３１７次,办理人大常委会转交办案件、代表建议２３６

件,邀请视察工作２４１次,评查案件２７４９件.省检

察院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对检务公开进行调研指导,

圆满完成与江西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交叉视察检察

工作.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到各地面对面听取

省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及时向政协和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通报工作情况,认真落实意见建议.召开

重要工作新闻发布会２８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及新闻媒体朋友参加检察开放日

活动１９９次,密切了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各位代表,一年来检察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

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

督的结果,是省政府、省政协大力支持监督的结果,

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和全省人民关心、

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省检察机关表

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还存在一些短板弱

项:一是对新思想、新理念的学习理解还不够深入,

学以致用、创新发展的能力亟待提升;二是检察工

作发展还不够全面、平衡,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存

在差距,需要进一步调整适应;三是全面从严治检

还需要加强,检察人员违纪违法问题仍有发生.对

此,我们将采取务实措施,认真解决.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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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

决执行本次会议决议,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

对领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总体要求,以

落实、稳进、提升为总基调,改革创新、奋发有为,推

动各项法律监督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履行好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为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让人

民群众共享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是要在贯彻新思想上有新提高.进一步推

进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学习、大调研、大落实、大提升”活动,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

实组织“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活动,积极营

造解放思想、创新作为新风尚,确保中央、省委重大

决策部署在检察机关得到不折不扣落实.

二是要在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上有

新担当.强化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充分发挥打击、预防、监督、教育、

保护职能,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认

真贯彻中央、省委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新部署

新要求,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依法办理

职务犯罪案件,严把案件质量关.立足司法办案参

与社会治理,努力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认

真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妥善化解检察环节

的矛盾纠纷.

三是要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有新作为.紧

紧围绕“供改”“综改”经济工作主线,平等保护各类市

场主体,特别要关注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犯罪,着力为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积极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打击非法集资

犯罪专项行动;促进精准扶贫落地落实,主动服务保

障乡村振兴战略,严惩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各种坑农

害农犯罪;全力服务蓝天碧水工程,严厉打击破坏生

态环境犯罪,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四是要在推进检察监督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上

有新进步.做优刑事检察工作,突出专业化建设.

做强民事检察工作,在“深”字上做文章.做实行政

检察工作,抓好典型性引领性案件的监督.做好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大力弘

扬改革创新精神,以深化内设机构改革为突破口,

聚焦“三个不平衡”,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

革,理顺职责定位,优化机构设置,完善配套措施,

努力开创法律监督工作新局面.

五是要在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上有新提升.

围绕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目标,把政治

建设放在首位,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

作条例»,确保检察队伍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积极

规范司法办案行为,强化执法监督和执法过错责任

追究,推动司法责任制落实.以实战、实用、实效为

导向,实施分类培训,全面提升法律政策运用能力、

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

引导能力.加强检察职业道德、职业伦理、职业操

守教育,积极培育职业精神.深入推进司法体制综

合配套改革,健全落实职业保障体系.从严治党管

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压实“两个责任”,严格执纪

监督问责,努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司法为民、敢于

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检察队伍.

各位代表,崭新的２０１９年已经拉开序幕,惟改

革者进,惟创新者强.全省检察机关将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省委

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和本次会议审议意见,以战斗

的姿态、实干的精神,奋力奔跑、务实追梦,以优异

成绩向共和国７０华诞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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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用语说明

　　１、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２０１８〕１ 号 检 察 建 议: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９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加强校

园安全管理、预防性侵害幼儿园儿童和中小学学生

违法犯罪的发生,向教育部发送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高检建〔２０１８〕１

号).并要求各省及时将本检察建议书抄报本省教

育主管部门及主管省领导,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

２、“三个不平衡”:一是刑事检察与民事检察、

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发展不平衡;二是刑

事检察中公诉部门与侦查监督部门、刑事执行检察

部门的工作不平衡;三是最高检、省级检察院的领

导指导能力与市、县级检察院办案工作的实际需求

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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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公　告

(第１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补选郭海刚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公　告

(第２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补选李仁和、李凤岐、武华太、郝权

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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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公　告

(第３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补选孙洪山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关于省十三届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的

更名和设立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山西省机构改革方

案»,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更

名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设立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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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

白秀平

副主任委员:　　

杨增武　　郝　权　　赵贵义　　　

委　员(按姓名笔画排列):　　

王妙婵(女)王继伟　　田晓宇　 张奇峰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

李仁和

副主任委员:　　

杨临生　　李亚明　　梁若皓　　张晋仁

委　员(按姓名笔画排列):　　

张炯玮　　贾润礼　　郭　琇(女)程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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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代表议案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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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

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积极建言

献策,依法向大会提出议案.截止１月２７日１８

时,大会共收到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事原案

２８件,其中财政经济方面６件、教科文卫方面６

件、农业农村方面１件、城建环资方面６件、社会管

理方面５件、人大制度建设方面２件,其他方面

２件.

为提高议案质量,领衔代表会前深入调查研

究,认真起草议案文本;会议期间,与附议代表认真

研讨,进一步完善议案文本.提出的２８件议事原

案,参与联名代表４０６人次,涉及７个代表团.经

审查,２８件议事原案内容均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且案由明确、案据充分、

方案具体,符合议案构成要件.将２８件议事原案

立为２７个议案(其中０００８号与００２４号议案内容

相同,合并为一个议案),分别是:

１、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的议案(０００１号)

２、关于修改«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监督司法工作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０００２

号)

３、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３号)

４、关于制定«山西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４号)

５、关于制定«山西省养老服务条例»的议案

(０００５号)

６、关于尽快推进山西省传统村落保护立法的

议案(０００６号)

７、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的议案(０００７号)

８、关于制定«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８和００２４号)

９、关于制定«山西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条

例»的议案(０００９号)

１０、关于制定«山西省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条

例»的议案(００１０号)

１１、关于加快煤层气领域地方立法,尽早制定

«山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管理条例»的议案(００１１

号)

１２、关于制定«山西省养犬管理条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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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２号)

１３、关于制定«山西省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

例»的议案(００１３号)

１４、关于听取审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专题工

作报告的议案(００１４号)

１５、关于尽快出台我省«城市垃圾管理条例»的

议案(００１５号)

１６、关于制定«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的议案(００１６号)

１７、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的议案(００１７号)

１８、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的议案(００１８号)

１９、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保健品销售管理办

法»的议案(００１９号)

２０、关于加强体育产业发展立法的议案(００２０

号)

２１、关于修改«山西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议案

(００２１号)

２２、关于修改«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实施细则»的议案(００２２号)

２３、关于废止«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

的议案(００２３号)

２４、关于尽快启动«山西省环境教育条例»立法

工作的议案(００２５号)

２５、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作立法的议案(００２６号)

２６、关于制定«山西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

例»的议案(００２７号)

２７、关于出台首部省级美丽乡村建设条例的议

案(００２８号)

以上议案经大会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将在本次

会议闭会后交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有关专门委

员会审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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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５５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弓　跃 卫小春 王　成

王旭明 王　珍 石金平

卢晓中 白德恭 冯云龙

冯改朵(女) 冯建平 刘本旺

刘志宏 关建勋 安雅文

孙大军 李仁和 李凤岐

李正印 李　佳 李俊明

李铁路 李效玲(女) 李悦娥(女)

张吉福 张志川 张李锁

张炯玮 张高宏 张　葆(女)

陈小洪 陈振亮 陈继光

陈跃钢 范丽霞(女) 林　武

罗清宇 岳普煜 赵向东

赵建平 郝月生 胡玉亭

骆惠宁 徐广国 高卫东

高新文 郭迎光 郭海刚

郭康锋 商黎光 梁宏宇

韩怡卓 韩　强 释昌善

廉毅敏

秘书长

郭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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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骆惠宁　　郭迎光　　卫小春　　李悦娥(女)

高卫东　　岳普煜　　李俊明　　郭海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郭海刚　　李仁和　　王　纯　　宋　伟　　曾庆勇

李凤岐　　张　羽　　梁克昌　　汪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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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决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按电子表决器方式,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

通过.如电子表决器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改用举手方式表决.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议程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审议«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

八、补选

九、通过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

门委员会更名和设立的决定以及组成人员名单

十、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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