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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上半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部分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在贵德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贵德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8 月 17 日）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各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贵德县 2018 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部分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一、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县财政工作在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监督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州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紧

紧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的总体要求，进

一步深化财税改革、加强收入征管，优化支出结构，确保重点

领域特别是民生支出，科学运作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促进了我县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一）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1.完成情况。截止 6 月 30 日，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8299 万元，为预算的 55.9%，同比增加 5201 万元，增长 39.7%。

其中：中央“两税”收入完成 5403 万元，为预算的 55.6%，同

比增加 70 万元，增长 1.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896

万元，为预算的 56.1%，同比增加 5131 万元，增长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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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部门分析：国税部门完成 1533 万

元，为预算的 45.1%；地税部门完成 2618 万元，为预算的 32.7%；

财政部门完成 8745 万元，为预算的 75.4%。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税种分析：税收收入完成 3605 万

元，为预算的 35.4%，同比减少 1130 万元，下降 23.9%。其中：

增值税 1350 万元、企业所得税 194 万元、个人所得税 323 万元、

资源税 5 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544 万元、房产税 128 万元、印

花税 107 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 71 万元、土地增值税 68 万元、

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254 万元、耕地占用税 401 万元、契税 251

万元。非税收入完成 9291 万元，为预算的 72.4%,同比增加 6261

万元，增长 206.6%。其中：专项收入 746 万元、行政事业性收

费 251 万元、罚没收入 3111 万元、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183

万元。

税收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受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效益下滑、

形成税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减少以及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的

影响,财政收入下降明显。

非税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专项收入中与去年同期相比教育

与农田水利资金计提增加 200 万元；罚没收入中与去年同期相比，

本年上缴一次性审计罚没收入 2941 万元；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与同期相比廉租住房的租金和出售收入增加 3000 万元。

2.支出执行情况。截止 6 月 30 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完成 98383 万元，为调整预算 168764 万元的 58.3%，同比增加

29800 万元，增长 43.5%。

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841 万元，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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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预算的 41.5%，同比减少 217 万元，下降 4.3%；国防支出 3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20.5%，同比减少 120 万元，下降 76.9%；

公共安全支出 247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46.9%，同比增加 605

万元，增长 32.4%；教育支出 1165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45%，

同比增加 1924 万元，增长 19.8%；科学技术支出 136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22.7%，同比增加 64 万元，增长 88.9%；文化体育与

传媒支出 227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79.1%，同比增加 145 万元，

增长6.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65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50.6%，

同比增加 562 万元，增长 5.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155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58.1%，同比增加 7738 万元，增长 202.8%；

节能环保支出 79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20.1%，同比减少 65 万

元，下降 7.6%；城乡社区支出 154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0.1%，

同比减少 1589 万元，下降 50.7%；农林水支出 47092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80.4%，同比增加 23450 万元，增长 99.2%；交通运

输支出 44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3.4%，同比减少 40 万元，下

降 8.3％；资源勘探电力信息支出 4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同比增加 49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6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20%，同比减少 1188 万元，下降 71.7％；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20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55.4%，同比减少 59 万元，下降 22.3％；

住房保障支出 314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41.5%，同比增加 309

万元，增长 10.9％；其他支出 2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22%，同

比增加 11 万元，增长 64.7%。其中，八项民生保障支出 88298

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89.7%。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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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情况。截止 6 月 30 日，完成收入 800 万元，为年初

任务 20000 万元的 4%，同比增加 800 万元。

2.支出情况。截止 6 月 30 日，实现支出 3185 万元，为调整

预算支出22422万元的14.2%，同比增加2227万元，增长232.5%。

（三）社保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截止 6 月 30 日，社保

基金收入完成 7963 万元，为预算的 81%。社保基金支出完成 7963

万元，为预算的 81%。

（四）政府债务偿还预算执行情况。截止 6 月 30 日，债务

还本付息支出完成 5015.66 万元(还本 2000 万元、付息 1332.82

万元，偿债准备金 1682.84 万元），为预算的 47.6%。

二、上半年财政预算调整情况

贵德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我县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3000 万元，批准的公共预算支出为 128495

万元。在执行过程中，根据财力和支出的需要，目前支出预算调

整数为 168764 万元,增加支出预算 40269 万元,具体为：

1.目前省州各类专项补助支出 35873 万元；

2.省财政下达 2017-2018 年调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补

助资金 664 万元；

3.省财政下达 2017 年目标考核奖励资金和民族团结创建奖

励资金 3732 万元。

具体调整项目：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由年初的 10847 万元调整

为 11662 万元，增加 815 万元，其中：省州专项 108 万元、目标

考核奖 471 万元、民族团结奖 157 万元、增资 79 万元，实际支

出 4841 万元；国防支出由年初的 159 万元调整为 176 万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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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7 万元，其中：目标考核奖 4 万元、民族团结奖 2 万元、增

资 11 万元，实际支出 36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由年初的 4681 万

元调整为 5266 万元，增加 585 万元，其中：省州专项 343 万元、

目标考核奖 146 万元、民族团结奖 59 万元、增资 37 万元，实际

支出 2470 万元；教育支出由年初的 19022 万元调整为 25910 万

元，增加 6888 万元，其中：省州专项 5420 万元、目标考核奖

967 万元、民族团结奖 316 万元、增资 185 万元，实际支出 11654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由年初的 576 万元调整为 600 万元，增加

24 万元，其中：省州专项 10 万元、目标考核奖 8 万元、民族团

结奖 4 万元、增资 2 万元，实际支出 136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由年初的 1607 万元调整为 2873 万元，增加 1266 万元，其

中：省州专项 1187 万元、目标考核奖 50 万元、民族团结奖 18

万元、增资 11 万元，实际支出 227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由年初的 21845 万元调整为 23040 万元，增加 1195 万元，其中：

省州专项 381 万元、目标考核奖 622 万元、民族团结奖 181 万元、

增资 11 万元，实际支出 11651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由年初的 19459 万元调整为 19888 万元，增加 429 万元，其中：

目标考核奖 284 万元、民族团结奖 116 万元、增资 29 万元，实

际支出 11553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由年初的 3482 万元调整为

3955 万元，增加 473 万元，其中：省州专项 455 万元、目标考

核奖 9 万元、民族团结奖 4 万元、增资 5 万元，实际支出 793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由年初的 564 万元调整为 1717 万元，增加

1153 万元，其中：省州专项 1040 万元、目标考核奖 31 万元、

民族团结奖 10 万元、增资 72 万元，实际支出 1547 万元；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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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支出由年初的32416万元调整为58587万元，增加26171万元，

其中：省州专项 25804 万元、目标考核奖 245 万元、民族团结奖

98 万元、增资 24 万元，实际支出 47092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由

年初的 495 万元调整为 696 万元，增加 201 万元，其中：省州专

项 155 万元、目标考核奖 30 万元、民族团结奖 10 万元、增资 6

万元，实际支出 441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由年初无预算，

增加 49 万元，其中：省州专项 36 万元、民族团结奖 1 万元、增

资 12 万元，实际支出 49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由年初的 2302

万元调整为 2337 万元，增加 35 万元，其中：目标考核奖 23 万

元、民族团结奖 8 万元、增资 4 万元，实际支出 468 万元；国土

海洋气象等支出由年初的 336 万元调整为 370 万元，增加 34 万

元，其中：目标考核奖 20 万元、民族团结奖 9 万元、增资 5 万

元，实际支出 20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由年初的 6689 万元调整

为 7588 万元，增加 899 万元，其中：省州专项 899 万元，实际

支出 3146 万元；其他支出由年初的 92 万元调整为 127 万元，增

加 35 万元，其中：省州专项 35 万元，实际支出 28 万元；预备

费支出、债务付息支出、债务还本支出预算无调整，未支出。

三、地方政府债务收支预算调整情况

（一）债务限额调整情况。2017 年上级下达我县政府债务

限额为 505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为 38600 万元，专项债

务限额为 11900 万元。经州第十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2018 年下达我县政府债务限额为 51500 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为 3960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为 11900 万元。

限额增加的主要原因为：今年上级财政下达我县 2018 年新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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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一般债券项目资金 1000 万元。

（二）新增债券项目资金。上半年上级财政下达我县的新增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为 1000 万元，具体为贵德县曲丹峪学校建设

项目债券资金。

（三）债券还本付息调整情况。2018 年政府性债务还本付

息中安排置换债券还本付息为 2536.98 万元，其中：置换债券还

本 1115.76 万元，新增债券还本 755.55 万元，置换债券利息

665.67 万元。按照省财政厅《关于调整 2015-2016 年新增地方

政府债券本金和利息负担有关情况的通知》精神，决定从 2018

年起，省财政厅不再负担 2015-2016 年已转贷各地的新增地方政

府债券本金和利息，所需资金均有各地承担的要求，2018 年我

县需要负担的债券还本付息资金为 3810.86 万元，其中：置换债

券还本 1115.76 万元，新增债券还本 1511.1 万元，置换债券利

息 696 万元，新增债券利息 488 万元。产生缺口 1273.88 万元，

将从偿债准备金中支出。

（四）2018 年偿债准备金及使用情况。2018 年初预算偿债

准备金 3000 万元，目前已调整使用 1682.84 万元。一是拨付县

医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贷款本金 1500 万元（县政府第 19 次常务

会议研究）。二是拨付县国投公司县医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贷款

垫付2017年利息120.87万元，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垫付2016

年专项建设基金利息 16.71 万元，供水水源工程垫付 2016 年专

项建设基金利息 22.99 万元，养生养老基地建设项目垫付 2016

年专项建设基金利息 22.28 万元。截止目前，偿债准备金剩余

1317.16 万元，计划调整使用 1273.88 万元，用于 2018 年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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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置换和新增债券本金利息支出缺口。

四、政府采购预算调整情况

年初以来，县政府严格按照《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规定，以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

限额标准的通知》精神，严格审核政府采购备案手续。上半年，

对未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的 4 个单位采购项目，给予调整。将公用

经费预算额度内资金调整为政府采购预算额度 60.05 万元，其中：

河西寄宿制学校调整改造学生宿舍及购置学生高低床和储物柜

采购资金 30.9 万元；河东寄宿制学校调整安装网络主干线、班

班通设备、广播系统等采购资金 12 万元；河阴小学改造维修采

购资金 16.73 万元；县藏语委办公设备采购资金 0.42 万元。

五、涉农资金整合使用情况

上半年，整合涉农资金总规模为 18860 万元，其中：上级下

达各类涉农资金 13044 万元，县级各类资金 5816 万元。截至 6

月底，已整合各类涉农资金 12375 万元，资金整合率达 65.6%，

待整合资金为 6485 万元。已整合的涉农资金支出 10700 万元，

支出率占整合资金的 86.4%。

六、主要工作做法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确保民生改

善、社会稳定、农牧产业发展、社会事业发展等重点投入，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抓收入、促发展，确保应收尽收。一是加大税务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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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力度，加强收入征管，在抓好重点行业和主体税种征管工作的

同时，加强零散税收、小税种的征管，加大清欠力度，努力拓宽

增收渠道。二是全方位管控税源，做到应收尽收，严格控制减免

税，确保财政收入及时入库。三是加强非税收入征缴，依法依规

组织收入，努力挖潜增收。四是充分认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地

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大国有资产监管，盘活存量资产，潜

挖存量资产出租出让收入，有效补充财政收入。

（二）抓支出、优结构，落实“四保”政策。一是细化预

算编制，继续完善全口径预算体系，细化支出项目，严格预算约

束，建立支出预算执行责任制度，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规范性、有效性。二是坚持有保有压，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主

动适应收入低增长的新常态，克服惯性思维和习惯做法，牢固树

立过紧日子的思维，严格落实公务活动支出相关规定。2018 年

预算安排各项业务费及县级专项支出 26366 万元，同比减少 731

万元，下降 2.7%，全力打破了预算编制基数增长的传统模式。

三是为确保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努力实现“保民生”的目标，重

点民生保障支出达到 88298 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89.7%。四是

继续坚持财力向重点扶贫领域，加大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财政

保障力度，上半年，下达扶贫资金 10366 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1790 万元）。五是严厉禁止项目建设超预概算情况的发生，认真

清理财政历年对外借款，防止新增借款发生，明确各部门“谁超

支、谁负责”。六是全面推行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年初对所有列入预算支出的 374 个项目纳入支出绩效目标管理，

资金达到 1.9 亿元，从源头上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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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管理、推改革，提高理财水平。一是进一步增强

依法理财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深化财政改革，加强机制体制

建设，规范制约权力运行，全面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水

平。二是在执行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建立健全覆盖预算编制、资金分配、资金拨付、资金监管

和项目申报的管理制度体系，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按规矩办事。

三是切实加大存量资金统筹盘活力度，通过采取定期清理、定期

收缴、建立台账、限时支出等综合措施，加快了对沉淀资金的统

筹使用力度，确保了财政资金及时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四是继

续推行预算编制、国库集中支付、公务卡、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评

价、权责发生制等改革，使财政管理更加规范化、精细化。五是

按照“规范采购行为，提高资金效益，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廉政

建设”的目标要求，认真完成各项采购任务，严格规范采购程序。

做到从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计划备案到资金落实，全程进行监督

管理。六是深入推进预算信息公开，规范预算公开工作流程，扩

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

七、面临的困难及应对的措施

上半年，面对多重困难和严峻挑战，财政运转平稳。这是县

委统揽全局、科学决策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指导的结果，也

是政府及各部门理解支持、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我们也不能盲目

乐观、沾沾自喜，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收支背后的矛盾，认真分

析应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收入方面。受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效益下滑、形成税

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减少和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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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劲明显不足，完成年内任务十分艰巨。上半年国税、地税均未

完成收入任务，国税部门只完成预算的 45.1%，地税部门只完成

预算的32.7%。加之国土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800万元，

只完成预算的 4%，致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产

生缺口 19200 万元。应对的措施：一是税务部门精心组织，认真

分析研判，不让税收体制改制影响税收入库。认真研究资源税、

个人所得税等税种，挖掘潜力、上手段、用技术，加大税收清缴

力度。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全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二是国土部门要加强土地出让金征收力度，严格按年初确定的国

有土地拟出让清单，全面盘活现有存量土地，力争全年完成

20000 万元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任务，来弥补预算调整缺口。三

是盘活存量资产。财政、经信、住建等部门加大对近年来已配套

建成的经营性资产盘活处置力度，通过出售、出租等手段来增加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四是盘活存量资金。对两年以上没有落

实的项目，按上级要求全面整合，并将结余用于弥补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确保年初预算中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00 万元有来

源。五是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争取力度。

（二）支出方面。突出表现为“两少一多”，即在地方自有

收入增量减少、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增量减少的同时，保工资、保

运转、保民生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多。受传统做法及一些政策固化

的影响，支出结构也不够合理，固化的支出安排事项和无预算调

整解决的比较多；不可预见的提标项目多、配套资金量大；专项

转移支付涉及的领域过宽，跨部门和重点资金的优化整合不够，

支出绩效不高，支出保障难度日益加大，再加上近几年偿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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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应对的措施：一是坚持有保有压，

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主动适应收入低增长的新常态，克服惯性

思维和习惯做法，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维，强化基本支出保障

责任落实，财政资金优先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二

是为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两年

内未形成有效支出的财政存量资金一律盘活使用。同时，由于

财力紧缺，对县级安排的 2018 年业务经费，11 月底仍未支出的，

全部收缴财政，用于平衡预算。三是从严控制预算调整追加，严

禁超预算和无预算支出，除应对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不

再调整追加预算。对一些确需增加支出，尽可能用存量资金和部

门预算内部结构性调整解决，若无法内部结构性调整且确实需要

解决的，列入 2019 年预算。四是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对绩

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管理，掌握资金去向，考核结果作为来

年项目资金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五是全面推进零基预算管理改

革，健全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健全预算全

面审核制度，探索预算评审机制，使预算评审成为预算编制必

要环节。六是强化债务限额管理的“红线意识”，认真落实政府

性债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将政

府债务余额控制在批准的限额内，同时确保 2018 年新增债券项

目顺利实施，资金支出率达到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