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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昨日召开的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书面听取了《关于河南省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草案）》。读《报告》，梳理2017年成绩斐然，展望2018年任重道远——

成绩一：加强经济调控调节，经济
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初步核算，全省生产总值达到44988.2亿元，
增长7.8%，好于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城镇新增
就业 144.21 万人，比预期目标多出 34.21 万人。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4%，控制在预期目标以内。

成绩二：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供给体系质量持续提升

去产能年度任务全部完成，关闭煤矿 101

处、退出煤炭产能2012万吨，关停103万千瓦煤

电机组，依法取缔并全部拆除 22家“地条钢”企

业。商品房去库存进展顺利，全省商品住宅去

化周期缩短至7个月。降成本取得明显成效，出

台 8大领域 40条降成本新措施，全年减轻企业
负担450亿元。

成绩三：全力抓好大事要事，重大
战略重大工程顺利实施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加快建设，获批
成为全国第二个开展经营性租赁收取外币租金

业务的区域。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引领

作用凸显，国家级创新平台占全省总量的 60%，

新增创新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数量分别达到全省的 48.6%、60%和 70%。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良好开局，入驻

企业和注册资本在同批自贸区中位居前列。

成绩四：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发展动力活力不断增强

“放管服”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在全国率先
实行“三十五证合一”。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
效明显，郑州一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专

项规划和工作方案出台实施，卢货航航班量加
密至每周 18班；中欧班列（郑州）实现“去八回
八”高频次运营，全年开行501班。

成绩五：强力推进环境治理攻坚，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

扎实开展污染防治。全省PM10、PM2.5分
别降至 106微克/立方米、62微克/立方米，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00天以上，超额完成大气质

量国家大考目标。

全面推行五级“河长制”，加快水污染防治，

水体质量明显改善，全省四大流域水质优良比

例总体提高7.4个百分点。

成绩六：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公共
服务供给不断优化

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

设高校行列，本科高校基础能力建设深入推

进。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量。

“健康中原 2030”规划纲要发布实施，6

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国家儿

童区域医疗中心、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相

继投用，一批县级医院、市县妇幼保健院、重

大疾病防治机构改扩建加快推进。养老服务

能力不断提升。

成绩七：着力保障改善民生，群众
获得感不断增强

城市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城乡居

民医保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450元。退休

职工养老金平均增长 5.5%，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80元。棚户区改造开

工 58万套、基本建成 62万套，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8万多户，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

成绩斐然

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地区生产总
值 增 长 7.5% 左 右 ，在 实 际 工 作 中 争 取 更 高
质 量 和 更 好 效 益 ，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8% 左 右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11%
左右，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 3%左右。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

得实质性进展，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5%
以上、7.5%左右、9%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2018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目标为8%以上，在支出方面，
增支政策多、刚性强，将进一步提高
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政
策保障水平。

今年，全省主要支出政策围绕发
挥优势打好“四张牌”和着力打好决胜
全面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全面落实
省委决策部署和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支持实施三大攻坚战，支持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严格防控
政府债务风险，建立健全债务动态监
控系统；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安排精准脱贫攻坚战资金43.5亿元，
继续加大涉农资金统筹使用力度，力
争 2018 年贫困县按照现有政策口
径统筹相关专项资金达到 240亿元
以上；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安
排环境治理资金22.1 亿元。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支持
构建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安排
深化国企改革资金 18 亿元，安排先
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 14.8 亿元，
安排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5.5 亿元，安排健康养老引导发展资
金 3 亿元，安排金融业发展资金 12
亿元；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在分配科
技资金时引入竞争机制，突出绩效导
向，安排创新驱动发展资金 31.5 亿
元；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安排乡
村振兴战略资金 166.6 亿元；支持基
础能力建设，安排基础能力建设资金
209.5 亿元；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
安排新型城镇化资金19.4亿元。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支持
教育事业发展，安排教育事业发展资
金 259.2 亿元；支持就业和社会保
障，统筹中央就业资金 2 亿元，支持
开展新一轮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安排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资金 296.4 亿元；
支持医疗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安排医
疗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资金 142. 1 亿
元；支持文化改革发展，安排文化体
育传媒事业发展资金 24.5亿元。省
财政将按照确定的重点民生实事实
施方案，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各项政
策落实到位，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去年首破8000亿大关

2017年钱花到哪儿了？2018年的钱准备怎么花？政府账本亮出“家底”。昨日召
开的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书面听取了省财政厅《关于河南省2017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7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
预算合计 3304.5 亿元，实际完成 3397 亿
元，为预算的102.8% ，增长 10.4%。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合计 6688.5
亿元，执行中支出预算调整为 8418.4 亿
元，实际完成 8224.7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7.7%，增长 9.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
次突破8000亿元大关。

支持打好四大攻坚战，支持农村脱
贫攻坚，安排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57.8 亿
元，新增政府债券用于扶贫资金 46.8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44.7%、34.3%；支持深
化国企改革，统筹省级资金 13.6亿元，加
上中央补助资金 64.3 亿元，确保省属企
业剥离办社会职能提前一年半完成任务，
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近 40 亿元，安排省级
奖补资金 5.5亿元，保障了煤炭钢铁去产
能职工安置工作顺利推进；支持生态保护
和环境治理，安排资金 25.5 亿元，同比增
长 7.1%，用于全省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领域；支持产业转
型发展，制定出台支持转型发展攻坚战财
政政策 20条，统筹资金 96.6亿元，为打好
转型发展攻坚战提供坚实财力保障。

围绕打好“四张牌”，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安排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
资金 5 亿元，同比增长 66.7%，设立首期
规模10 亿元的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创新创业发展基金；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安排新型城镇化转移支付资金 30 亿
元，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落地金额1731.5
亿元，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
覆 盖 ；强 化 基 础 能 力 建 设 ，安 排 资 金
315.8 亿元，同比增长 8.3%；打造内陆开
放高地，安排资金2.3 亿元，支持自贸区片
区建设、跨境电商示范园区和培训孵化基
地等，安排资金6 亿元支持我省外向型经
济发展；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对全年实现

“三个不低于”目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拨
付奖励资金 4.1亿元，带动银行业金融机
构新增小微企业贷款859 亿元；加快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资金等各项惠农补贴和政策资
金145.4 亿元。

以十件民生实事为重点，加快教育事
业发展，安排资金15.1亿元支持扩充普惠
学前教育资源，安排资金203亿元，同比增

加 4亿元，统一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
费提供教科书和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
费补助政策，从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实行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全
省筹措资金16.4亿元，落实普通高中经费
保障机制；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安排
就业补助资金 26.9亿元，同比增加 1.2 亿
元，重点做好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
各项工作，设立总规模 100亿元的农民工
返乡创业投资基金；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安排资金 467.2 亿元支持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等各项医改工作有序推进；促进
文化事业发展，安排资金 9.1 亿元支持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安排资金2.4亿元，
支持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报告》显示，五年来，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累计达3.4万亿元，年均增长10.4%；
中央补助资金累计1.7万亿元，财政实力大
幅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成效显著，全省财
政民生支出累计达 2.6万亿元，年均增长
12%，由 2013 年的 4064.4 亿元增加到
2017年的6389.9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比重由72. 8%提高到77.7% 。

钱花哪儿了 钱准备咋花

2018
任务一：打 好 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

集中力量推进 4 个深度贫困县和 1235 个
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确保实现 110 万农村贫
困人口可持续稳固脱贫、33 个县脱贫摘帽。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6.29 万人集中安置点建设
任务，推动工作重点由搬迁安置向后续帮扶
脱贫转变。抓好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再启动
搬迁 8 万人左右，基本实现大头落地。 深入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确保 PM10 和 PM2.5 平均
浓度完成国家下达目标，空气优良天数达到
210 天以上。

任务二：深 化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革，提升供给体系质量

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煤炭化解过剩产能任
务，淘汰落后煤电机组 100万千瓦。深入推进创
新引领“四个一批”。发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引领作用，赋予自创区核心区省辖市级经
济管理权限。高质量建设国家级和省级“双创”
基地，建设100家以上创客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
孵化载体，推动大型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50
家与产业深度融合的专业化众创空间。

任务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四优”，力争优质专用小麦、优质花
生、优质林果分别达到1200万亩、2200万亩、1300
万亩以上，发展粮改饲260万亩，新增优质肉牛20
万头、奶牛5万头。改造农村危房6万户。抓好“四
好农村路”建设，新建改造农村公路 5000公里以
上。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开展信息进村入户工
程整省推进示范，解决全部深度贫困地区和2018
年计划退出的33个贫困县233个村的饮水质量安
全巩固提升问题。

任务四：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突出抓好交
通和物流中枢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开放创新、
生态建设、文化建设“五大重点工程”。加快郑
州大都市区建设，启动实施郑开双创走廊等重
点产业带和生态带重大工程。以打通断头路、
畅通瓶颈路为重点推进 20 条省际高速和普通
干线公路建设。

任务五：发挥投资和消费有效
作用，着力释放内需潜力

滚动实施“5818”扩大有效投资行动计划，
新开工项目 3500个以上，确保全年完成投资 1.8
万亿元以上。启动实施郑州机场三期工程；基本
完成郑万、郑阜高铁铺轨工程，加快郑州南站和
太焦高铁、郑济高铁郑州至濮阳段、商合杭高铁
建设。持续提升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能力，启动 5G 站址资源规划编制工作，在工业
领域开展 5G试点。

任务六：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着力增强发展活力

牢牢抓住“僵尸企业”处置这个牛鼻子，确保
9月底前全面完成1055家“僵尸企业”处置工作。

任务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开发中欧班列（郑州）新线路，打造“数字班
列”，力争全年开行750班。加快建设郑州机场北
货运区，增开加密国际客货运航线，力争全年客货
吞吐量分别突破2700万人次、55万吨。重点推进
智能终端产业园、11代液晶面板等重大项目，智能
手机产量达到3亿部。

任务八：加强生态文明 建 设 ，
着力推动绿色发展

力争全年煤炭消费总量下降 3%左右。加快
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重点地区防护林等
国家和省级林业生态工程，全年完成营造林 600
万亩、退耕还林 5万亩。推动 10个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全面落实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任务九：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深入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新建改
扩建公办幼儿园 400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600
所。推进城市“两场三馆”和省体育综合体建
设。深入实施职业教育攻坚和全民技能振兴工
程，深度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大力推
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力争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20
万人，带动就业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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