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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财政年鉴》是广东省财政厅主办的大型文献资料工具书。
《广东财政年鉴（2012）》是广东财政自2005年以来编撰年鉴的第八卷，该书主要汇集了2011年广东
财政的各个方面情况资料，反映了2011年广东财政工作的基本全貌，并继续保持《广东财政年鉴》创
刊以来的三个主要特点，即资料翔实，权威性强；理论与实务相结合；亮点和重点突出。
《广东财政年鉴（2012）》立体地反映了广东财政体制改革、县以下政权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省直管
县财政改革，深化竞争性分配改革，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价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全力保障十件民生实事
实施等各方面的情况，生动体现了广东财政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
的具体做法。
全书正文内容共分十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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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重要财经文献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广东省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预算的
广东省201 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广东省201 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
告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东省2011年省级决算的决议
关于广东省201 1年省级决算草案的报告
关于广东省201 1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第二部分 领导讲话
在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立足新起点 增创新优势 努力开创全省财政工作新局面——在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公共财政与幸福广东（节选）
第三部分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竞争性分配改革理论实践研讨会暨为民办事问民意征询意见座谈会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快建设幸福广东
机制激活力 竞争出效益
推进民主科学决策 探索为民办事问民意
会议参阅材料目录
第四部分 广东省财政学会“百年广东财政”学术研讨会暨丛书发行仪式
承载历史，开拓未来——百年广东财政研究丛书总序
广东省财政学会“百年广东财政”学术研讨会暨丛书发行仪式在广州召开
2005年以来广东财政史鉴资料收集和研究成果
广东百年财政思想与政策的启示
对百年广东财政系列丛书出版的评价
试论绩效财政
聚百年积蕴 创世纪新篇
“民生”：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和主线
绿色财政框架下的广东财政政策研究
百年广东代表性的财政思想
广东省绩效财政的实践与理论
《民国时期广东省财政政策的变迁》课题总结
《民国以来广东财政政策探析》课题总结
《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出版的意义
浅谈《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丛书出版的意义和感受
第五部分 广东省财政工作概况与专题
●概况
全省财政工作综述
财政法制税政工作概述
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概述
地方财政工作概述
财政国库管理工作概述
综合财政工作概述
行政政法财政财务管理工作概述
教科文财务管理工作概述
财政工贸发展工作概述
农业财政管理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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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财政财务管理工作概述
社会保障财务管理工作概述
外经金融财政财务管理工作概述
会计管理工作概述
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工作概述
行政事业资产管理工作概述
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概述
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概述
政府采购管理工作概述
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概述
人事管理和教育工作概述
机关党建工作概述
财政纪检监察工作概述
离退休人员管理工作概述
外债管理工作概述
机关政务工作概述
省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管理工作概述
政府投资审核工作概述
财政票据监管工作概述
财政信息系统建设工作概述
财政科研宣传工作概述
⋯⋯
第六部分 各市财政工作概况
第七部分 市县财政工作专题
第八部分 统计资料
第九部分 地方财经法规选编
第十部分 财经文选
第十一部分 财政机构人员
第十二部分 大事记
第十三部分 媒体报道
第十四部分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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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的民本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东周时期诸子百家的民本观点，仁政和民本思想也
成为历朝历代一些明智统治者的执政原则。
这些民本思想所构筑的底蕴也就造成了近代以来对民生问题的特别关注的思想基础。
1905年孙中山提出旧“三民主义”，不仅认识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
，群众的生命”，而且提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
认为，“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权，二日节制资本。
”这样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
 1911年，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并
创立了富民强国的宏伟蓝图——民生主义，它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核心内容。
这在当时是最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发展要求，也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辛亥革命始终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
谋福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
，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民国初年，除现代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外，教育、医疗等事业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为社会经济的发
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孙中山在1924年1月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更新解释并提出了新的方针，即“平均地权”
和“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实业救国之道”以及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
。
同年8月，他对“民生”定义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升级、群众的生命
便是”，“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
可见，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
但是，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孙中山设计的民生蓝图并没有其实现的土壤。
他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民对土地渴望，没有体察到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存在。
同时，在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有相当的影响，官办企业也有了可观的发展，外国企业更是
控制了中国的走向，对中国的实业发展的冲击是很大的。
因此，冀望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去实现“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的
民生主义，注定是行不通的，其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幸福的理想，也只能成为空想。
 抗战期间（1937 —1945年），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
战建国纲领》。
这段时期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抗战的，提出以抗战促进国家建设，以加强国家建设来支持抗战。
《纲领》中有关民生建设的内容只有“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
和“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广东财政年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