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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十七届人大

六次会议文件（20 号）

关于 2020 年和硕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1 月 18 日在和硕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财政局局长 刘雪梅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大会报告 2020 年和硕县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

委员提出意见。

一、“十三五”财政工作回顾

“十三五”期间，面对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

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总

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贯彻高质量发展要求，积

极落实各项财政政策，优先保障重点支出，全县财政运行态势良

好。

——“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坚持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紧扣“两不愁、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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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七个一批”政策落实，因地施策，集中力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按照上级决策部署，采取“开前门”“堵后门”并举，

逐步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

额控制和预算管理，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处置存量债务，

有效降低债务风险。落实生态优先政策，围绕环境整治和生态建

设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加大投入力度。

——财政收支稳步增长。坚持做好财政收入征管工作，合理

安排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趋势，财政预算

收支平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2015 年 1.57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96 亿元，年均增长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 2015 年 10.76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5.04 亿元，年均增长 7%。

——民生投入持续加大。始终坚持民生导向不动摇、“三保”

兜底不动摇。通过申请上级专项、争取政府债券、河北援疆项目

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弥补财政收支缺口，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连续五年，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0%以上，“民生财

政”得到进一步体现。

——财政改革不断深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扎实推进财

税改革。逐步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完善全覆盖预算绩

效管理体系。完成新旧会计制度衔接，试编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做好国有资产综合分析报告工作。推进“政采云”上线，建成政

府采购全流程网上监管平台体系，不断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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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决算、扶贫资金、“三公”经费等信息公开力度，提升财政工

作的透明度。

“十三五”时期，成绩来之不易，我们将倍加珍惜，进一步

鼓足干劲，攻坚克难，砥砺奋进，认真做好财政各项工作，为全

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财政部门积极落

实相关会议决定，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促进和硕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计完成 171,892 万元，其中：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661 万元（税收收入超收 4 万元，非税

收入超收 7 万元，全部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长 5%；上级

补助收入 136,473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9,970 万元，

上年结转 1,200 万元，调入资金 4,588 万元。预计一般公共预算

总支出 156,917 万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0,428 万

元，下降 2%，上解支出 1,422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 4,456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11 万元。年终结余 14,975

万元，结转下年的支出 14,975 万元，净结余 0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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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预计完成 46,737 万元，

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5,202 万元（其中：专项债券对应项

目专项收入 493 万元），增长 15%，上级补助收入 8,363 万元，

上年结余 1,17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32,000 万元。

预计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44,717 万元，其中：预计本级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41,603 万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支出 32,000 万元、

抗疫特别国债支出 8,000 万元)，增长 1719%，调出资金 2,664 万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450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2,020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预计完成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2,619 万元，增长

12.2%；预计完成支出 11,192 万元，增长 6.7%，年终累计结余

8,620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为零。

（五）县级地方政府债务总体情况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31 次会议通过，我县政府性债务限额

为 143,5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105,000 万元，专项债务 38,500

万元。按照自治州财政局《关于按规定收回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的通知》（巴财预﹝2020﹞69 号）要求，收回我县一般债务限

额 8,800 万元。调整后，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核定我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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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债务限额为 134,700 万元，其中：一般性债务 96,200 万元，专

项债务 38,500 万元。

在确定的 2020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内，申请自治区代

理发行债券 41,970 万元，较 2019 年增长 244%，其中：新增债

券 38,000 万元（一般债券 6,000 万元、专项债券 32,000 万元），

再融资债券 3,970 万元。

预计 2020 年末，全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117,528 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 79,478 万元、专项债务 38,050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数据是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初步汇总的，

上级 2020 年结算事项尚未完成，报告中的数据均为预计数，在

地方财政决算编制完成后，还会有所变化。

三、2020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打好“三大攻坚战”，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脱贫攻坚巩固提升持续推进，“六个精准”“三个加大力度”

全面落实，安排资金 4,964 万元，用于庭院经济、水利项目、劳

动力转移就业等，突出抓好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保障脱贫攻坚

项目顺利实施。严格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切实落实偿债资金

来源，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违法违规新增债务，确

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加大污染防治财政投入力度，支持污水处

理厂运营、环卫一体化项目运转，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

三北防护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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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资金保障，全力支持疫情防控

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筹集资金 3,594 万元，用于医

疗设备、防控物资采购。建立政府采购绿色通道，确保防疫物资

及时供应。落实自治区扶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相关政策，

发放个体工商户小额贷款财政贴息 13 万元，减免国有经营用房

租金 38.65 万元，助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效减少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

（三）优化支出结构，切实保障民生改善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规范预算管理，强化部门预

算约束力。严格落实“保基本、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要求，

持续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确保“三公”经

费只减不增。2020 年全县民生支出达 11.43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 76%以上。

安排 5,426 万元，加快薄弱学校改造，支持义务教育均衡化

发展；安排 3,398 万元，强化稳岗就业，支持城乡富余劳动力、

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和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安排

17,844 万元，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社会救助水平；安

排 1,712 万元，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推动文化旅游事业

发展；安排 680 万元，保障工青妇事业持续发展；安排 10,553

万元，加大基本住房保障力度，实施安居富民、棚户区改造、老

旧小区改造等项目，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安排 11,462 万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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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财政支农惠农政策，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棉花补贴等惠

农补贴，保障农牧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五）保障重点支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2020 年，争取上级补助到位资金 54,200 万元，支持交通、

水利、农业、住房保障、教育医疗以及文体旅游等领域重大项目

建设。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38,000 万元，支持公共卫生、工业

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建设。争取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8,000 万

元，支持疫情防控设备采购、供水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项目建设。

（六）推进财政改革，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持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规范部门预算编制管理。实施全面

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批复下达，提高项目

绩效管理水平。进一步扩大财政信息公开范围，将扶贫、绩效、

直达资金、财政预决算、债务等相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使人

民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监督权。推行“政采云”，进一步完善

政府采购管理机制。依托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化平台，完

成国有资产综合分析报告、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做好财政直达资

金管理，保证资金快速直达项目建设单位，促进资金效率效益双

提高。

2020 年，我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狠抓增收节支，深化财政

改革，各项财政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这是县委、县人

民政府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的结果，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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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的结果，是全县各族群众齐心协力、努力奋斗的结果。看到

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财政运行还面临一些矛盾和问

题：一是受多重因素影响，财政增收乏力，收入稳增长非常困难；

二是经济下行加大，改革任务依然艰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任

务繁重；三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民生短板依然存在，财政收支

结构性矛盾愈加凸显；四是政府债务偿债高峰期来临，偿债压力

巨大；五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不够规范。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将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四、2021 年财政预算安排

2021 年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贯彻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

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按照县委、县

人民政府的工作要求，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持续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把

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做到统筹兼顾、量力而行、突出重点，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建议

2021 年，预计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940 万元，比 2020

年预计执行数增长 6.5%；预计获得上级补助收入 75,0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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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资金 8,527 万元；预计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7,000 万

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23 万元；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为 112,150 万元。我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安排 101,023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 2,640 万元)，上解支出 671 万元，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0,456 万元，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112,150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预计完成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759 万元（其

中：预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930 万元），比 2020 年预计

执行数下降 27.7%，上级补助收入 78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020

万元，预计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5,857 万元。本级政府性

基金预算计划安排支出 3,748 万元（其中：专项债务付息 1,363

万元），调出资金 1,809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00

万元，预计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5,857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计划安排 13,023 万元，

比 2020 年预计执行数增长 3.2%，支出预算建议安排 12,101 万元，

比 2020 年预计执行数增长 8.1%。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预计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 万元，比 2020

年预计执行数增长 100%。支出计划安排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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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保”收支预算情况

2021 年“三保”收支预算情况：预计“三保”可用财力

84,759 万元，预计“三保”支出 73,971 万元，可足额保障“保工

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支出。

五、2021 年财政工作安排

2021 年，我局将深入贯彻《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的

规定，围绕上述预算安排，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一）落实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继续加大污染

防治财政投入力度，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规范地方政府

举债融资行为，强化债务风险责任主体，2021 年财政安排资金

5,731 万元，用于债务化解任务。合理筹集和调度资金，全力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资金保障，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完成各

项任务创造良好条件。

（二）发挥财税协调作用，确保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围绕实现全年收入目标，完善组织财政收入工作机制，与税

务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对税收征管薄弱环节精准发力，挖掘重点

行业、重点项目增收潜力。加强与各单位的沟通，对非税项目进

行梳理，及时更新非税征收系统数据，依法组织非税收入，做到

应收尽收，及时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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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切实把牢“三保”底线，促进财政资源科学配置

坚持“保基本、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支出原则，进一步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严控

行政运行成本。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强化预算刚性约束，

从紧编制预算，从严控制支出，严格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梳理摸

排专户结余、上级转移支付，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弥补可用财力，

保障县委、县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四）聚焦民生保障重点，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办好利民惠民实事，让

稳定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确保教育优先

发展，保障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基本经费。落实城乡社会保障政

策，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资金保障；落实促进就业创业相关政策，继续加大对就

业困难人员的帮扶力度。继续支持做好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

作。继续落实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担责

任，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统筹用好财政支农资

金。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和政府债券资金，用于支持民生建设。

（五）全面深化财政改革，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

树牢预算法治意识，认真贯彻执行新修订的《预算法实施条

例》。强化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

问责”理念，使绩效预算管理成为财政资金管理的常态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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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深化财政信息公开，将部门预决

算公开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纳入部门绩效考核范围，不断

细化公开内容。积极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运用信息化手段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进一步强化财政管理监督，提升财政监管实

效。

各位代表，做好 2021 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

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县

委、县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攻坚克难，扎实工作，努力完成

全年预算目标和各项财政发展改革任务，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和硕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