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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乡县人民政府 
关于 2019 年财政决算和 2020 年 1-6 月份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财政局局长  王西超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提交关于 2019 年财政决算和

2020 年 1-6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2019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98057 万元，包括：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45606 万元，占年收入计划的 118.2%。②上级补助

收入 140008 万元。③一般债券收入 27300 万元。④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19771 万元。⑤调入资金 58234万元。⑥上年结

转收入 7138 万元。 

全县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95152 万元。包括：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47005 万元，其中乡级支出 22894 万元。②上解支

出 321万元。③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0329 万元。④安排稳定调

节基金 37497万元。 

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 2905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133776 万元。包括：①政府性

基金收入 11290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2.6%。②上级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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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383 万元。③上年结转收入 392 万元。④新增专项债券

20100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133760 万元。包括：①政府性

基金支出 75659 万元。其中乡级支出 4757 万元。②调出资金

58101万元。 

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 16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2543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6.5%，增长 12.6%。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49968万元，占调整

预算的 96%，增长 12.2%。年末滚存结余达到 56342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我县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年结转资金 133 万

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并上报人大常委会通过，当年无结余。 

（五）转移支付情况 

2019年，上级对我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总计140008

万元，比上年增长7.3%，包括：①返还性收入5460万元；②专

项转移支付12679万元；③一般性转移支付121869万元，主要

有体制补助收入、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奖补资金收入、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公共安全、教育、

社保保障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六）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及举借情况 

截止2019年末，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27204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9910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28100万元。地方政

府债务余额为9425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66156万元，专项

债务余额28100万元。全年政府债券发行额为47400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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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18300万元，主要用于公益性资本项目

支出；专项债券20100万元，用于土地收储项目；再融资债券

9000万元，用于偿还政府到期债券，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债务

限额以内。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根据《预算法》和《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规定，

另就以下几项内容予以说明：一是关于预备费使用，2019县级

安排预备费5000万元，当年动用4802万元，用于各类突发及不

可预测事项。二是关于超收收入，2019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超

收6987万元，按规定全部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三是关于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2019年增设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7497万元； 

四是截止2019年底，财政部门对以前年度审计发现的问题已全

部整改落实到位；五是截止目前2019年财政决算省财政厅尚未

正式批复，部分数据可能变动。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详细情况，已在县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进行报告，详见原报告草案。 

二、2020 年 1-6 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影响和突出的收支矛盾，在县委

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监督指导下，谨遵“财随政走、政令财行”

工作原则，按照“保五争三拼第一”工作基调，财政收支运行

良好。提前42天实现收入首季“开门红”，提前54天实现财政

收入任务过半，市委书记钱三雄、市长董晓宇分别做出肯定性

批示。 

（一）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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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6月30日，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5649万元，占

年计划的72.5%，在全市排名第2，同比增长11.1%。其中税收

入完成19323万元，非税收入完成16326万元，分别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54.2%、45.8%。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1171万元，

占年计划的14.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1123万元，占

年计划的64.2%。 

（二)财政支出完成情况 

    截至6月30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47381万元，占调

整预算的55.3%；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23466万元，占调整

预算的40.9%；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29064万元，占年初

预算的48.4%，重点保障了各类民生支出需求。 

（三）争取上级资金情况 

为保障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在各部门加大组织收入同时，

积极向上争取各类资金。上半年，全县共争取各类资金18.37

亿元，其中：转移支付资金16.08亿元，政府债券资金2.29亿

元。另需说明的是，转移支付资金中含中央特殊转移支付直达

资金9122万元，财力性转移支付直达资金7557万元，抗疫特别

国债资金6977万元。根据上级政策，直达资金主要用于“六保”

及各类民生支出，资金将直达受益群体。各类资金的争取维护

了县域经济运行秩序，兜牢了“三保”支出底线，起到了社会

大局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着力加强疫情防控，落实财税政策 

制定《平乡县财政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财

政库款保障工作预案》，开通了资金拨付和物资采购“绿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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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积极落实上级各项应对疫情财税政策。共拨付疫情防控

资金 1702万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设备和物资储备 1083万元，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人员补助等 319万元，疫情医疗

保障 300 万元，保障了全县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下一步还将

筹措资金保障疫情隔离点、核酸检测等相关防控支出需求。 

（二）着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不断加大社保投入。截止 2020 年 6 月底，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 29064万元。主要是：企业职工、城乡居民、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 13620万元，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支出 15444万元；二是补贴标准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财政补贴由 520元增长到 550元；农村低保补贴从 4400

元调整为 4836 元；同时还提高了农村特困、孤儿生活补助标

准，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三是积极落实殡葬改革政策。投

入殡葬改革资金 551 万元，启动骨灰堂、公墓建设，实施了免

费火化，提升了火化率，促进了殡葬改革顺利实施。 

（三）着力加大公益项目投入力度，打造易居环境 

今年以来，共投入城乡公益项目建设及土地收储资金

6.58亿元。一是城乡公益项目建设资金 4.58 亿元，主要用于

文化场馆综合体、颐养居医养老年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建设、城区基础设施及排水管网建设、绿

化外包、城乡垃圾一体化等一大批城乡建设项目；二是土地收

储资金 2 亿元，主要用于县重点项目土地收储支出。这些项目

的实施，使我县顺利通过省级园林城验收，提升了全县人民的

幸福指数，为招商引资、培植财源的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助力扶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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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招才引智提供资金保障。多方筹措资金为乡村振兴

工作引进人才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设立农村创业担保基金，由

金融机构具体运作发放，可撬动银行贷款 1亿元，为乡村经济

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三是安排 2530 万元，扶持党建小院、脱

贫致富小院、幸福小院“三个院子”建设，补齐乡村发展短板，

助推乡村振兴；四是足额安排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250 万

元，为上级政策标准的 2.5 倍；统筹整合各类财政涉农资金

11054万元，主要用于产业扶贫、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到户

和村集体资产性收益项目等，实现了精准扶贫、脱贫。五是提

高村干部工资待遇。落实村干部星级管理，提高两委干部工资

标准，进一步稳固基层政权。 

（五）着力加大教育文化投入，提升公民文化素质 

上半年，教育、文化共计支出 28483 万元。其中，教育支

出 23180 万元，主要用于全县教职员工工资发放、义教公用经

费保障、校安工程、营养餐计划等支出。设立“支持教育发展

基金”1100 万元，支持教育质量再上新台阶。同时进一步完

善义务教育资金管理制度，严格助学金发放程序，加强教育资

金的规范和管理，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文化体育与传媒支

出共计 5303 万元，主要用于融媒体中心建设、提升文化服务

等。为我县积极实施文化传播，充分发挥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作用。 

（六）着力加大环保投入，提升居民生活指数 

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力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今年以来，共筹措用于环境保护资金 22424万元，其中大

气治理资金 13665 万元、城乡环卫一体化 3905 万元、污水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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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处理资金 3854万元、其它环保等相关资金 1000万元。购臵

了环保无人机、监控设备，对农户清洁取暖改造、清洁煤进行

了补贴，并对清收散煤、烟花炮竹进行了补偿。另外还投入

1572万元用于购臵 36 辆燃气型洗扫车、垃圾转运车等环保型

环卫设备设施。通过环境治理，全县空气质量等方面有了明显

改观，城乡居民满意度指数大幅提升。 

（七）着力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一是债务限额。截至目前，我县政府债务限额为 167804

万元，全县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117156 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严

格控制在限额以内；二是政府债券。今年以来，共委托上级政

府为我县代发新增债券 2.29 亿，主要用于城乡路网、污水管

网、文化场馆综合体、养老服务等公益类项目支出；三是抗疫

特别国债。我县上半年争取抗疫特别国债额度 6977 万元，主

要用于疫性防治项目及县城供暧、供水、雨污分流改造等民生

类项目支出需求。该资金还款期限长，且不需县级支付利息，

有效缓解了我县减收增支压力。 

四、财政改革情况 

（一）优化支出结构落实重大政策 

为全面积极落实 “六稳”、“六保”保障政策，在预算

安排上，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压减一般性支出，把民生作

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截至 6月底，全县“三保”支出预算安

排 16.8 亿元，保障率达到 169%，牢牢兜住了三保底线，确保

不发生任何系统性风险。教育、社保、农业、环保等投入均创

历史新高，全县民生类支出占比高达 80%以上，有力保障了国

家各项民生政策的落实。使全县的“脱贫攻坚”、“卫生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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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代”、“蓝天保卫战”“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民心工程得

以顺利实施。 

（二）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 

一是绩效管理全覆盖。将全县 62 个预算部门全部纳入绩

效目标管理范围，绩效目标指标达到可量化、可监控、可评价

的程度，牢固树立了“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管理理念；

二是建立事前评估机制。当年新增的重大项目，进行事前评估

论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三是认真开展绩效评价。认

真开展 2019 年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并在部门自评基础上

认真开展重点评价工作，把评价结果做为预算安排的依据。 

（三）国库改革效果明显 

一是建立会计集中核算全流程平台。实现了账务处理会计

集中核算电子化，为实施预算--执行--决算全流程电子化打下

基础；二是网上据报销改革稳步推进。依托公务之家平台，在

全县范围内推行公务支出网上报销改革，进一步规范差旅费管

理，堵塞了支出漏洞；三是盘活存量资金。对结转结余两年及

两年以上的财政资金，全部收回统筹用于民生领域急需使用的

项目支出，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依法理财创新管理模式 

一是提升财政部门依法理财意识。聘请了财经法律顾问，

对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事前与法律顾问沟通咨询，做到法与业

务有机结合；二是定期召开财经法规培训班，聘请省市财经法

律专家当面授课，为依法理财打下坚实基础，确保资金人员“双

安全”；三是积极推进预决算人大联网工作。财政部门将预决

算信息通过网络延伸到县人大机关，方便人大代表监督，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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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依法履行预算审查监督职责，推进预算公开透明，提高预算

管理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五）创新财政投资评审机制 

一是规范评审程序。制定《平乡县财政投资评审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评审时限、程序、方法等；二是提升评审效率。

为县重点应急项目开启绿色评审渠道，对已列入政府建设计划

的项目提前评审。今年以来共组织评审政府投资项目 162 个，

涉及资金 9.46亿元，共节约资金 1.62亿元。 

（六）打造高质量财政队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求，切实提升财政部

门履职能力和干部队伍建设，为县委决策出大主意、当大参谋，

财政部门研究成立了“压减一般性支出”、“政府债券和财政

直达资金使用管理”和“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三个工作小组，

确保财政专项资金安全高效运行，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专项资

金使用效益。 

由于工作措施到位，改革实绩突出，我县连年获得全省“预

算管理先进县”殊荣，也是全省唯一一个连续三年获奖县,今

年省又奖励我县 600 万元；在省对县脱贫成效考核中，我县被

评为“好”的等次，并奖励资金 1425 万元、连续 5 年荣获“河

北省优秀财政局”荣誉称号；同时，我县今年再次获得省十条

财政政策奖励，奖励资金 605万元。 

五、财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收入质量不高，税收结构不尽合理 

一是非税收入占比高。截止 6 月 30 日，全县非税收入完

成 16326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45.8%；二是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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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税种占比大。截止 6 月 30 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

收入为 19323万元，其中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

契税等小税种为 11981万元，占比高达 62%，其中相当一部分

为与企业经营相关不大的一次性税收收入，该部分收入不具备

可持续性；三是工业项目亩均税收低。据统计，今年 1-6月份，

我县参评工业企业亩均税收仅为 0.97万元，全市 20 个县市区

中排第 17名，不足全市平均值的一半。 

（二）日益增长的发展需要与县级财力之间不匹配 

因我县财力紧张，仍属“吃饭”财政，可支配财力有限，

年初预算编制时，在大力压减了一般性支出项目支出的基础

上，才勉强保证了预算收支平衡。在确保完成重大民生支出的

同时，又面临着城乡居民对基础设施高标准建设的强烈需求，

使有限的财力更显的捉襟见肘。 

（三）预算刚性不强，财政资金支出进度较缓 

一是部分预算单位没有“预算”概念，安排项目不考虑财

政承受能力，临时上项目，财政部门只能通过频繁调剂预算内

指标或追加预算被动支付，造成全年支出规模难以预测，全年

预算收支平衡无法掌控。二是项目前期工作准备不足，且要求

先有资金后立项的规定，资金下达后项目不能及时开展，造成

资金等项目现象。 

（四）部门争取资金积极性低 

一是部分预算部门向县财政申请资金积极性非常高，但向

省市对口部门争跑资金积极性非常低，原因主要是怕上级资金

使用风险系数大，加剧了县财政困难程度。二是资金使用效益

不高。部分单位重投入、轻绩效，在编制预算时只关注安排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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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多少，对资金如何使用、效益目标没有明确的计划，和上级

细化预算、绩效预算要求不符。 

六、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狠抓开源节流，确保收入提效提质 

一是落实勤征细管举措。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和税源变动监

测，依法依规打击偷税漏税行为；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贯

彻落实国家减费降税等财税政策。创新招商引资财政机制，落

实“双进双产”政策，突出亩均税收贡献率，真正把高附加值、

高税收的产业项目引进来，培植财源，努力提高税收占比；三

是筹措资金促发展。对引领发展的重大投资项目，县财政给予

前期保障，不断增加我县新的税收增长点。 

（二）狠抓政策运用，助力我县社会经济发展 

一是积极与上级对接，用足用好上级扶持政策，找准政策

与产业的最佳契合点，尽可能多争取产业扶持资金。加大对高

新技术企业、企业转型升级等产业项目支持力度；二是积极争

取上级资金，将更多的平乡元素融入到上级政策制定中；三是

积极申请地方政府债券，适度合理举借政府债务，多方措施资

金助力经济发展。 

（三）狠抓支出进度，着力提高执行效率 

一是加快部门预算执行。督促各部门提前谋划，主动作为，

确保财政支出高效有序；二是建立支出进度考核机制。进一步

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提高部门预算执行力，切实杜绝“资金趴

在账上睡大觉”现象。 

（四）狠抓预算执行，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坚持量入为出、有保有压、可压尽压，打破基数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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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固化格局。一方面，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对部门非刚

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和公用经费进行大幅压减。另一方面，

增加预算研判、编制能力，强化预算安排同执行、评审、审

计、绩效的挂钩机制。对执行进度较慢、评审审减率较高、

存在屡查屡犯审计问题的部门，按一定比例压减其项目支出

预算；对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项目，适当调减或不再安排预

算。把政府节约下来的开支，全部优先保障“六稳”“六保”

等重点支出，把有限、宝贵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实现惠企利民，

激发市场活力。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的财政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和指导，以

更加务实的作风，努力完成全年各项财政目标任务，助力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 

谢谢大家! 

 

 

                          2020 年 7 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