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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财政决算和 2020 年 1-6 月份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草案）

（在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次会议上）

沁水县财政局局长 张月太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我向县人大常委会提出 2019 年财政决算和

2020 年 1-6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草案），请审议。

一、2019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88270 万元，为预算的

106.6%，比上年增长 14.1%。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72646 万元，债

务转贷收入 15200 万元、调入资金 8405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28477 万元，收入总计 312998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80735 万元，为变动预算的 100%，加上上解支出 1909 万

元,债务还本支出520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5154万元，

支出总计 312998 万元，与收入总计持平，实现收支平衡，无结

余。

从收入决算的具体情况看，税收收入 126581 万元，为年初

预算的 89.6%，下降 4.0%，其中：增值税 55966 万元，为预算的

82.8%，下降 10.6%；企业所得税 21901 万元，为预算的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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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4.8%；个人所得税 1178 万元，为预算的 92.8%，下降 44.3%；

资源税 25173 万元，为预算的 104.9%，增长 12.4%；环境保护税

1375 万元，为预算的 92.5%，下降 1.0%。非税收入 61689 万元，

为预算的 174.2%，增长 85.5%，其中：专项收入 14675 万元，为

预算的 97.8%，增长 2.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821 万元，为

预算的 53.6%，下降 44.4%；罚没收入 1845 万元，为预算的 76.9%，

下降 20.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40649 万元，为预

算的 303.4%，增长 240.4%；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698 万元，为预

算的 224.8%，增长 116.2%；其他收入 1 万元。

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0735 万

元，为变动预算的 100%，增长 16.3%，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9759 万元，增长 18.9%；公共安全支出 9860 万元，增长 19.5%；

教育支出 41488 万元，增长 4.4%；科学技术支出 1855 万元，增

长 33.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6176 万元，增长 16.2%；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41226 万元，增长 42.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21050万元，增长18.1%；节能环保支出14577万元，下降13.3%；

城乡社区支出 20739 万元，下降 6.5%；农林水支出 50598 万元，

增长 14.1%；交通运输支出 12137 万元，增长 24.6%；资源勘探

工业信息等支出 5968 万元，增长 84.5%；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5133 万元，下降 22.9%，债务付息支出 1889 万元，增长 25.5%。

2019 年上级对我县转移支付 72646 万元，下降 6.3%，其中：

返还性收入-16587 万元，与上年持平；一般性转移支付 5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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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52.1%；专项转移支付 30507 万元，下降 45.0%。

县级预备费预算 3000 万元，除部分用于受灾乡镇灾害补助

外，其余全部用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民生领域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 14015 万元，为预算的 183.2%，增长

83.8%，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461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 亿元，收

入总计 25476 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 20460 万元，为变动预

算的 100%，增长 11.9%，上解上级支出 11 万元，调出资金 5005

万元，支出总计 25476 万元，收支平衡，无结余。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000 万元，为预算的 120%，增

长 2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中均为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

入。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600 万元，为预算的 52%，下

降 13.3%，加上调出资金 3400 万元，支出总计 6000 万元，收支

平衡，无结余。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50966万元，下降10.4%，加上上

年结余141026万元，收入总计191992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41461万元，下降1.7%，收支相抵，当年结余9505万元，

滚存结余150531万元。

（五）全县政府性债务及债务限额情况

2019 年市转贷我县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52 亿元，其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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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一般债券 1 亿元，再融资债券 0.52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1 亿

元。市核定我县 2019 年政府债务限额 11.7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 7.4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4.3 亿元。截止 2019 年底，全

县政府债务余额 10.61 亿元，其中：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6.34 亿

元，专项债务余额 4.2 亿元，政府担保及承担一定救济责任债务

0.07 亿元，2019 年我县政府债务率 34.6%，我县政府债务余额

严格控制在市核定的限额之内，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二、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19 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

力监督和大力支持下，全县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县十六届

人大四次会议决议和审查意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快财政改

革步伐，财政工作始终保持健康发展,财政收入质量、资源配置

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推动我县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

（一）全力实施聚力增效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强经济高质量

发展动力。做好加法减法乘法，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一是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各项

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红利不折不扣惠及纳税主体，共减税降

费4.3亿元，用财政收入的“减法”换取了企业收入的“加法”

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二是用足用好政府债券政策。积极争取

债券资金，我县新增政府债务限额比上年增长20%。2019年争取

政府债券资金2.52亿元，为交通、水利、城市建设等重点领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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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有力支持。三是全心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财政风险补偿金500万元，安排应急还贷周转金2000万

元。清理拖欠民营中小企业账款1.51亿元。四是规范高效推广应

用 PPP 模式。实施沁樊公路杨河桥至里必段公路、游泳馆和梅

杏剧院、太行一号风景道沁水段等 PPP 项目，积极推动项目落地，

撬动社会资本9亿元。

（二）强化财政资金投入，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底线

思维，把牢目标任务，聚焦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确保取得

实效。一是有效有序化解重大风险。严格实行政府债务预算管理

和限额管理，清理化解政府各类债务 2.96 亿元，制定了财政暂

付款项化解方案，核销财政暂付款项 2347 万元，确保政府性债

务总额及结构保持在合理范围，财政运行风险大大降低。二是全

力支持脱贫攻坚。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8537 万元，集中用于

全县脱贫攻坚基础设施提升、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巩固提升

工程等，为巩固全县脱贫成效提供了资金保障。通过扶贫资金动

态监控系统，实现了对财政扶贫资金的全流程管理、全方位监控，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三是有力保障污染防治。共投入环境保护

资金 1.72 亿元，用于冬季清洁取暖、乡村环境治理、环境监测、

旱厕改造等，全力支持全县打赢打好打胜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2019 年获得市政府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奖励资金 880 万元。

（三）深化财政改革，财政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狠抓重点改

革任务，县委明确的 3 项重点改革任务全部完成。一是狠抓财

政收入管理。出台了《沁水县争取上级发展资金考核办法》和《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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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对乡镇财政收入考核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调动了乡镇

和县直各单位向上争取资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快推进了乡镇

财源培植的步伐，确保全县年度财政收入任务圆满完成。二是着

力优化支出结构。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

预算，取消低效无效支出，除刚性和重点项目支出外，一律按不

低于 10％的幅度压减，压减一般性支出 648 万元，将节省的资

金全部用于保障基本民生。三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完成项目绩

效目标申报 554 个，金额总计 10.42 亿元；项目自评完成 527 个，

金额总计 5.61 亿元；对 31 个单位和 7 个重点项目进行了政府资

金绩效评价，评价资金总额达到全年总支出的 50%以上。预算绩

效管理实现了由项目支出评价向部门整体支出评价的转变。四是

开展财政专户社保资金竞争性存放。对 5.75 亿元社保基金实行

公开招标竞争性存放，实现社保资金增值 590 多万元。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9年全县民生支出23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82%，

同比增长 18.6%。民生领域的重点支出是：一是积极支持社会保

障和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乡老年居民基础养老

金标准，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医疗费用负担，有效解决“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保障了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实现了

按标施保、应保尽保。安排就业资金 725 万元。落实各项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支持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二是支持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继续支持落实 15 年免费教育政策，加大学生资助力

度，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为全县 21551 名学生上好学、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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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提供资金保障。三是推进卫生事业发展。继续实施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由 55 元

提高到 69 元，继续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偿，落实药品零差

率销售政策，支持县乡医疗一体化改革示范县建设。四是促进文

化事业发展。继续支持农村文化活动、农家书屋、电影放映、送

戏下乡、“两馆一站”免费开放，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

满足了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支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支

持办好第三届赵树理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支持太行洪谷康养基

地建设，加快了旅游产业发展。五是支持农业发展。围绕全县“乡

村振兴战略”，重点支持我县“全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凋敝宅基地改革，推动我县“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项目顺利进行。发放各类农业补助资金 2274 万元，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整合涉农资金 3931 万元，支持

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的规范运行，加快了乡村振兴

的步伐。

总的来看，2019 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依法

监督下，县财政部门不断加强调控稳增长，深化改革促调整，统

筹财力保民生，依法理财防风险，预算执行效果较好。与此同时，

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在预算执行和财政运行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

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财政刚性支出增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还需深入推进；财政

管理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等等，财政改革工作任重道远。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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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按照县人大有关决议要求，攻坚克难，积极作为，规范管

理、硬化约束，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和能力。

三、2020 年 1-6 月份全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一步财政工作

安排

（一）1-6 月份全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4750万元，为年度预算的43.7%，

下降 32.5%，减收 40804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59466 万元，

下降 30.0%，非税收入完成 25284 万元，下降 37.8%；全县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累计执行 162529 万元，占预算变动数的 65.0%，

增长 7.2%，增支 10875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2742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59.6%，增长 150.6%，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974 万元，占

年初预算的 47.8%，增长 139.6%。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400万元，占年初预算的6.7%，

今年上半年无支出。

4、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8987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68.7%，

增长 50.7%，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5354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基

金本级支出 20403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40.8%，增长 8.2%。上解

上级支出 34951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运行的主要特点：

一是财政收入降幅不断收窄。今年以来，受减税降费、新冠

肺炎疫情等叠加影响，我县财政收入持续出现负增长。1-6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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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整体呈下降趋势，同比下降分别是：60.5%、

60.5%、54.9%、48.9%、45.5%、32.5%，随着国家一系列支持复

工复产和助企纾困政策措施的有效落实，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财

政收入逐步企稳回升，降幅不断收窄。

二是税收、非税收入双双下降，重点行业下降明显。1-6 月

份，税收收入下降 30.0%，非税收入下降 37.8%，在税收中：煤

炭行业完成税收 3.9 亿元，同比下降 37.2%，减收 2.3 亿元，煤

层气行业完成税收 1.1 亿元，同比下降 15.0%，减收 0.2 亿元，

两大行业共减收 2.5 亿元。在非税收入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下降 65.2%，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下降 70.5%。

三是财政支出平稳增长，收支矛盾加剧。1-6 月份，县财政

部门积极统筹各项资金，加强调度，兜牢“三保”底线，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社会保障及经济社会发展等重点领域资

金保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25 亿元，同比增长 7.2%，其中

全县民生支出 14.11 亿元，同比增长 8.9%。一方面是财政刚性

支出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财政收入持续下降，财政收支矛盾前

所未有，严峻复杂，预算平衡十分困难。

（二）落实县人大十六届五次会议预算执行情况

一是积极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为有效应对疫情影

响，帮扶服务业企业发展渡过难关，加快推进服务业恢复发展，

财政积极筹措资金 259 万元，用于提振文化旅游市场、支持住宿

餐饮业发展、繁荣商贸流通市场、实施企业用工补贴等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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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稳步发展。

二是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我们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开通资金拨付绿色通道，强化疫情

经费保障。1-6 月份，拨付疫情防控经费 1539 万元，确保不因

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

三是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我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7078 万元，落实好财政支持

政策，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完成剩余脱贫攻

坚任务和巩固脱贫成果。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绿色发

展，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力度，筹措环境保护资金 6325 万元，支

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

风险。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做好政府债务风险的有

效防控，安排化解政府隐性债务资金 5585 万元，清理化解财政

暂付性款项 2500 万元，完成率达到 100%，牢牢守住了不发生债

务风险的底线。

四是支持保基本民生。继续增加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

解决好群众最关注、最直接、最现实、反映最强烈的就业、教育、

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的问题。1-6 月份，教育支出同比增长

13.4%，为落实免费教育政策，加大学生资助力度，加快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同比增长 5.5%，

保障了城乡居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更好地支持了各项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 7.5%，为实施国家基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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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服务、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县乡医疗一体化改革示范县建

设做好资金保障工作。

此外，积极支持城乡社区发展，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推动加

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

展。

（三）下一步财政工作重点安排

面对疫情防控、收入下行、民生保障等压力，财政部门将扎

实做好收入预期管理，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努力实现财政收入符

合预期。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保基本民生、保工

资、保基层运转”任务，全力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保持社会和谐

稳定。

一是加强财政收入预期管理。在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的

同时，认真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发展对财政收入影响，迎难而上、

主动作为，进一步强化征管措施，加强收入调度，依法依规，应

收尽收，深挖增收潜力，切实提升可用财力保障水平。

二是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坚持勤俭节约，坚决落实政府

真正过“紧日子“要求，开源节流，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

压减一般性支出，强化“三公”经费管理，从严控制会议费、培

训费、差旅费等非刚性、非重点项目经费支出，把资金用在刀刃

上。

三是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进一步加大财政统筹力度，加

大各类结转结存资金盘活使用力度，严格执行财政存量资金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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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的相关规定，努力增加可用财力。多渠道筹集资金弥补财政

减收增支缺口，努力实现预算收支平衡。

四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加大资

金争取力度，尤其是努力对接针对减税降费、疫情影响出台的对

地方财政相关转移支付补助政策。

五是全力保障财政平稳运行。硬化预算约束，坚持“先有预

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禁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支出。调整优

化支出结构，坚决守住“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基层运转”财

政运行保障底线，除防疫、救灾、应急等特殊支出需要外，原则

上不再出台新的增支政策。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

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指导，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坚决扛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职责使命，用实际行动在新赛道上开创

沁水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2020 年 9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