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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县十八届人大

五次会议文件（16）

关于白水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1年3月5日在白水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并请各位列席人员

提出意见。

一、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收支矛盾异常突出的严

峻形势，全县财政工作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

的监督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政府过“紧日子”思想，纵深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大力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努力抢抓各项政策机遇，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力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促进县



- 2 -

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财政预算执行总体平稳。

（一）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2020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3961 万元，占年预

算的 105.0%，较上年增长 4.4%；剔除耕地开垦费 3000 万元一次

性收入因素影响，实际较上年同口径下降 18.0%。分部门完成情

况：税务局完成 8412 万元，较上年下降 13.9%；财政局完成 5549

万元，较上年增长 54.1%，剔除一次性收入因素影响，较上年同

口径下降 29.2%。

2020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52678 万元，较上年

减少 5784 万元，下降 2.2%。主要项目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3917 万元，较上年增长 18.8%，主要是落实人员工资调资、乡

镇工作补贴等工资性增支形成；公共安全支出 6013 万元，较上

年下降 3.2%；教育支出 41933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387 万元，较上年增长 27.2%，主要是上级

专款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775 万元，较上年增长 7.0%，

主要是上级专款增加；卫生健康支出 24841 万元，较上年下降

22.6%，主要是新农合实施市级统筹上级专款减少；节能环保支

出 10739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城乡社区支出 12423 万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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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长 23.0%，主要是上级专款增加；农林水支出 59608 万元，

较上年下降 7.7%，主要是上级专款减少；交通运输支出 7081 万

元，较上年增长 109.9%，主要是上级专款增加；住房保障支出

7203 万元，较上年下降 55.3%，主要是上级专款减少；债务付息

支出 5212 万元，较上年增长 12.9%，主要是政府债务利息增加。

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961 万元，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 243232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32968 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7350 万元，调入资金 4884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30239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2678万元，加上上解支出750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2768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33 万

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93679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

算总收支相抵后，年终结余为 8716 万元，减结转下年支出 8716

万元，年终净结余为零。

2020 年，根据《渭南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政府债务限

额的通知》（渭财办预〔2021〕109 号）精神，市级下达我县一

般债务限额为 166832 万元；转贷我县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32968

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6882 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 26086

万元。截至年底，全县一般债务余额 158811 万元，未超过市级

下达限额，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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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0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2948 万元，加上上级

财政补助收入3129万元，上年结余36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5900

万元，抗疫特别国债收入 7580 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39917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27578 万元，调出资金 4884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075 万元，年终结余 3380 万元。

2020 年，根据《渭南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政府债务限

额的通知》（渭财办预〔2021〕109 号）精神，市级下达我县专

项债务限额为 36527 万元；转贷我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5900 万

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 15600 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300 万元。

截至年底，全县专项债务余额 33129 万元，未超过市级下达限额，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0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3 万元，全部为上级

专项补助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3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0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0675 万元，加上上

年结余 18929 万元，收入总计 49604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

成 32247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73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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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预算执行情况为初步决算情况，待上报上级财政批复

后，届时再向县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二）2020 年财政主要工作

1、积极应对严峻形势，依法组织财政收入。今年以来，财

政部门积极应对经济下行、疫情防控等不利因素影响，通力协作，

齐抓共管，圆满完成了全年财政收入目标。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加强与税务部门协作，认真梳理各项相关政策，在政府网站

等媒介广泛宣传、动态更新，全力推动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

效，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二是推进财源建设

工作。印发了《关于下达 2020 年度财源建设目标任务的通知》，

明确目标任务，量化考核指标，督促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力

促财源建设取得新成效。三是坚持依法组织收入。修订完善行政

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全面推行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持续规范

非税收入管理。强化财税库沟通，密切关注重点税源行业、企业

纳税情况，关注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情况，督促收入及时入库，确

保应收尽收。

2、全力做好增收节支，切实兜牢“三保”底线。一是坚决

贯彻中省“两个优先”要求，把“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作为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制定了《白水县“三保”应急处置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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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切实防范“三保”风险。二是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严格财政支出管

理的通知》，在年初部门预算压减一般性支出 31.7%的基础上，

继续从严控制非重点、非刚性支出。2020 年，全县“三公”经

费支出较上年下降 5.6%。三是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资产，对

部门 2018 年及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进行了清理盘活，对全县

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进行调剂使用，对部分闲置国有资产进行

了处置盘活，统筹用于落实“六稳六保”以及重点支持领域。四

是坚持把争取资金作为第一要务，深入研究政策动向，持续加大

力度争政策、争项目、争资金。全年共争取上级各类资金 20 亿

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 3.9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11.2 亿元，一般债券 0.7 亿元，专项债券 1.56 亿元，再融资债

券 2.6 亿元，有力的弥补了财力缺口，兜牢了“三保”底线，解

决了项目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助推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3、聚焦关键精准施策，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 年是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职能，加强涉农

资金整合，强化资金监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实资金保障。

一是做好扶贫资金保障。年初通过预算安排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2020 万元，落实了“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不低于上年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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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要求。印发了《白水县 2020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金实施方案》，全年整合各类涉农资金 3.19 亿元，有力的支持

打赢脱贫攻坚战。二是健全资金管理机制。修订了《白水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白水县财政扶贫资金监督管

理实施细则》，建立扶贫项目资金“四级台账”，落实扶贫资金

公告公示制，完善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组织开展扶贫项目资

金专项检查和绩效自评工作，确保了资金使用规范、安全、高效。

三是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合力共建

扶贫 832 平台，激活了 191 个预算单位管理账号，年度完成采购

额 276 万元，助推贫困户产业发展。

4、优先保障民生投入，致力增进群众福祉。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2020 年全县民生支出完成 21.3 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84.1%。其中：教育文化方面：安排教育“两免一补”、营养改

善、公用经费等资金 7282 万元，薄弱学校改造、学前中小学建

设、改善高中办学条件等教育建设类资金 4008 万元，安排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物保护等资金 1109 万元，推进教育文化

事业持续发展。医疗卫生方面：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3090 万元，

公共卫生服务、公立医院改革、村医补助等资金 4327 万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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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公立医院项目门诊楼、综合服务楼建设资金 9780 万元，支持

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社保就业方面：安排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基金 5819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24833 万元，

城乡低保、“八大员”工龄补贴、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残疾人“两

项”补贴等资金 15505 万元，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重点群体

就业资金 2594 万元，促进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支农

惠农方面：安排农林水专项资金 3.5 亿元，其中：政策性农业保

险补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资金 2726 万元，发放惠民惠农

补贴资金 1.96 亿元，服务“三农”工作成效显著。住房保障：

安排农村危房改造资金 1577 万元，棚户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等支出 3443 万元，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其他方面：安

排“双替代”、水污染治理、矿山治理、地质灾害防治等资金

8218 万元，支持打好蓝天、碧水、青山、净土四大保卫战。安

排资金 2332 万元保障了村级组织、社区正常运转。同时干部职

工工资、津补贴及绩效工资等人员经费按时发放，2018 年、2019

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乡镇工作补贴落实到位，保障了全县干部职

工切身利益。

5、强化预算收支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是全力推进

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对标《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初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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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陕西财政云”预算编制、指标管理、国库支付、会计核算模

块线上运行，财政核心业务连为一体，资金支付全面实现电子化，

财政管理和信息化建设实现质的提升。开展了全县预算单位实有

资金账户清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对预算单位收支监管，确保资金

安全有效。二是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强化绩效目标引领

作用，对财政支出资金全面实施编制绩效目标管理，组织开展了

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管理和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促使部门

树立绩效管理意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发挥财政资金杠杆

效应。进一步规范助企贷、政银担、扶贫小额信贷等担保基金平

台管理工作，增加 200 万元扩大“创业担保贷款”基金规模，补

充了 1484 万元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全年累计撬动金融资

本 3.6 亿元，有力支持了中小微企业和贫困户产业发展。四是强

化项目评审管理。印发了《白水县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试

行）》，将绩效关口前移，把投资评审作为项目招标的前置条件，

实现财政投资项目评审全覆盖，提高财政性资金投资效益。五是

规范国有资产管理。认真落实向人大报告国有资产制度，建立了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机制。率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完成了

2019 年行政事业性资产信息报告，积极做好盘活闲置国有资产

和涉改单位资产划转等工作，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六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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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政府债务管理。印发了《关于加强全县镇（办）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和《白水县镇（办）政府性债务化解实施方案》，加

强债务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坚决遏制债务增量，妥善化解债务

存量，全面完成了 2020 年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和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任务，切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2020 年，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当前

财源建设后劲不足、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巨大，

仍然是财政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财政运行困难、防风险

压力大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采取有效措施，着力加以解决。

二、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县财政工作的总体

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习近平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及中省市经济财政工作会、县委十

七届九次全会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财政管理效

益提升年”活动为抓手，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持党政机关过

紧日子，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统筹力度，优先保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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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支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为

谱写白水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提供有力的财力保障，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预算安排：一是收入预算积极稳妥。综合考虑疫情影响税收

减收，2021 年经济压力持续下行、国家税收政策变化等因素，

拟安排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剔除上年一次性收入因素同口

径增长 14.9%。二是支出预算有保有压。支出预算安排结合当年

财力情况，遵循“量入为出、有保有压”的原则，继续压缩一般

性支出，集中财力优先“保工资、保基本运转、保基本民生”。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2600 万元，加上返

还性收入 1092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04858 万元，专

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93962 万元，调入资金 6793 万元，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733 万元，减去上解支出 5500 万元，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307 万元后，总财力为 212231 万元。

2021 年，支出预算安排 212231 万元，同口径较 2020 年增

长 9.9%。主要支出项目：一般公共服务 18586 万元，与上年基

本持平；公共安全 5237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教育 34201 万

元，同比增长 10.0%；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2858 万元，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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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持平；社会保障和就业 41918 万元，同比增长 17.4%；卫生

健康 18422 万元，同比下降 29.2%；节能环保 7554 万元，同比

增长 30.2%；城乡社区 3079 万元，同比增长 7.0%；农林水 55003

万元，同比增长 42.9%；住房保障 7314 万元，同比下降 18.1%；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909 万元，同比增长 2.6%；债务付息 4485

万元。

2021 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 590 万元，其中：公务

接待费 305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5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12710 万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 1000 万元，上年结余 3380 万元，收入总计 17090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17090 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000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4173 万元，其他支出 50 万元，抗

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3380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1133万元，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561 万元，调出资金 6793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根据我县实际，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为零。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33583 万元，加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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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结余 17357 万元，收入总计 50940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

算安排 29385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1555 万元。

三、2021 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量质并重抓收入，增强财政综合实力。密切关注经济

运行走势，科学制定目标任务，依法组织财政收入，挖潜堵漏，

应收尽收，不断提高收入质量。坚持把争取财力性转移支付作为

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与省市沟通衔接，最大限度争取当年

增量，努力缓解财政困难。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省级高新区

等战略机遇，围绕重点项目、民生工程等重点，全力支持做好项

目策划前期工作，争取更多更好的项目纳入中省支持范围。同时，

用好政府债券政策，有效弥补建设和发展方面的资金缺口，更好

的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统筹财力兜底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牢固树立长期

过“紧日子、苦日子、难日子”思想，遵循“以收定支、有保有

压”的原则，严格按照中省市有关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系

列规定，从严从紧编制部门预算，继续压减“三公”经费等一般

性支出，严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加大盘活存量资金资产力度，

强化预算统筹，坚持把“三保”放在财政支出的优先位置，统筹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加大对公共服务和社会民生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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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继续做好涉农资

金整合工作，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

善。

（三）激发活力添动能，支持经济健康发展。继续落实好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税收优惠政

策，努力降低企业负担，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和人民群众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加强和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深

化政银担合作机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

发展，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进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市场化转型，建立良性循环运行体制，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对县

域经济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四）依法管控防风险，推进财政平稳运行。认真落实《白

水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白水县财政投资评审管

理办法（试行）》等制度，规范财政投资评审行为。坚决落实人

大各项决议，继续配合做好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做好审计问题整

改工作，依法进行预决算公开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强化政

府债务管理，严格实施债务限额管理，做好隐性债务监测跟踪，

积极妥善化解到期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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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五）深化改革提效能，不断提高理财水平。全力推动预算

绩效管理改革，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体系，制定全县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细则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提高预算支出效益。全

力做好“陕西财政云”系统应用，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信息

化全覆盖，逐步建立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全程留痕、责任可追溯的

信息化监管机制。持续推进规范化财政所建设,充实基层财政干

部队伍，强化继续教育培训，提升服务基层水平。巩固干部纪律

作风大整顿成果，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发扬“三牛”精神，

着力增强“八种本领”，提升“七种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

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在推进新时代财政改革

发展中展现新担当、体现新作为。

2021 年，我县财政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财政收支平衡压

力巨大。我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

支持下，奋力攻坚克难、坚持真抓实干、积极开拓创新，努力务

求实效，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为建设实力白水、幸福白水、

人文白水，谱写白水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