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 年临夏县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预算的说明

一、编制 2020 年财政收支预算的总体思路

收入预算坚持实事求是、科学预测原则，保持与经济社会发

展新情况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充分考虑各类影响财政收

入的因素。支出预算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切实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充分

运用“零基预算”管理方式，坚持以收定支、量力而行，坚决压

缩一般性支出，取消不必要的项目支出，努力盘活存量、用好增

量，优先保障“三保”和脱贫攻坚、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确保

财政平稳可持续运行。

二、预算编制管理改进情况

（一）压减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坚持树立过紧日子

的思想，专项工作经费、业务费和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分别

按不低于 5%的幅度压减，继续严控“三公”经费预算。严格执

行会议、培训、差旅等经费管理办法。将项目支出预算与政策紧

密结合，对因政策调整或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的项目，不再安排预

算；对实施环境发生变化的项目，重新核定预算。集中财力保障

省委、省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重大产业、重要

政策落实。

（二）加大统筹整合力度，盘活用好存量。加大政府性基金

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力度，归类整合支出性质相同的预算



事项。部门结转结余资金作为 2020 年部门预算的部分来源。对

财政存量资金规模居高不下的部门，及时调减当年预算或调剂用

于其他亟需资金的项目。

（三）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实行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

程的绩效管理机制，项目支出绩效目标与项目支出预算同步申

报、同步审核，提高项目预算编报质量。

（四）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细化预算编制。全面落实支出经

济分类科目改革要求，分别使用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政府预

算经济分类科目编制部门预算和政府预算。

三、预算安排情况

2020 年临夏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315607 万元。分科

目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2662 万元。其中：



1.人大事务支出 684 万元；

2.政协事务支出 740 万元；

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14447 万元；

4. 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390 万元；

5. 统计信息事务支出 255 万元；

6.财政事务支出 1897 万元；

7. 税收事务支出 200 万元；

8. 审计事务支出 330 万元；

9. 人力资源事务支出 885 万元，其中：事业运行 150 万元；

10. 纪检监察事务支出 432 万元；

11. 商贸事务支出 619 万元；

12. 民族事务支出 212 万元；

13. 港澳台侨事务支出 3 万元；

14. 档案事务支出 137 万元；

15. 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 116 万元；

16. 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663 万元；

17.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1132 万元；

18. 组织事务支出 980 万元；

19. 宣传事务支出 335 万元；

20. 统战事务支出 562 万元；

21.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51 万元；

22.市场监管事务支出 1662 万元；



23.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930 万元。

（二）国防支出 7 万元，其中：民兵支出 7 万元。

（三）公共安全支出 6250 万元。

（四）教育支出 56453 万元。其中：

1.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5030 万元。

2.普通教育支出 49131 万元，其中：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

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4058 万元，学前教育专项资金 776 万元；

3.职业教育支出 1842 万元，其中：中职教育资金 883 万元，

技校教育 129 万元；

4.进修及培训支出 426 万元；

5.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24 万元，为 2019 年结转的资金。

（五）科学技术支出 160 万元，其中：科学技术普及 8万元。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440 万元。其中：

1.文化和旅游支出 2518 万元；

2.文物支出 161 万元；

3.广播电视支出 435 万元；

4.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26 万元元，其中：2020 年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专项补助资金 76 万元、2020 年中央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250 万元。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152 万元。其中：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155 万元；

2.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378 万元；



3.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13653 万元；

4.就业补助支出 2464 万元；

5.抚恤支出 794 万元元；

6.退役安置 218 万元；

7.残疾人事业支出 513 万元；

8.红十字事业支出 71 万元；

9.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14750 万元；

10.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 7594 万元；

11.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427 万元；

12.退役军人管理事务 135 万元；

（八）卫生健康支出 17670 万元。其中：

1.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995 万元；

2.公立医院支出 2703 万元；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2640 万元；

4.公共卫生支出 3753 万元；

5.中医药支出 62 万元；

6.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82 万元；

7.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4772 万元；

8.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 385 万元；

9.医疗救助支出 1947 万元；

10.优抚对象医疗支出 29 万元；

11.医疗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274 万元；



12.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8 万元。

（九）节能环保支出 933 万元。其中：

1.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360 万元；

2.污染防治支出 382 万元；

3.自然生态保护支出 56 万元；

4.天然林保护支出 32 万元；

5.退耕还林 103 万元，其中：退耕现金 103 万元；

（十）城乡社区支出 1662 万元。其中：

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1647 万元；

2.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支出 15 万元；

（十一）农林水支出 127305 万元。其中：

1.农业支出 11499 万元，其中：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65 万元；

2.林业和草原支出 1085 万元；

3.水利支出 11208 万元，其中：2020 年水利发展资金 5636

万元，2020 年中央及省级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3344 万元；

4.扶贫支出 80839 万元，其中：县级财政精准扶专项资金

3600 万元；

5. 农村综合改革 5325 万元，其中：2020 年村干部报酬

2099.55 万元，村办公经费 1110 万元；

6.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1899 万元；

7.其他农林水支出 15450 万元。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3049 万元。其中：

1.公路水路运输支出 929 万元；

2.车辆购置税支出 2120 万元，其中：2020 年车辆购置税收

入补助地方资金 2120 万元。

（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0 万元。

（十四）商业服务业支出 696 万元。其中：商业流通事务支

出 696 万元，其中：436 万元为上年结转资金（2019 年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753 万元。其中：自然

资源事务支出 1753 万元；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 17715 万元。其中：

1.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9695 万元；

2.住房改革支出 8020 万元。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1 万元，其中：粮油储备支出

61 万元。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87 万元，其中：

1.应急管理事务支出 308 万元；

2.消防事务支出 96 万元；

3.地震事务支出 83 万元。

（十九）债务还本支出 200 万元，主要是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还本。

（二十）债务付息支出 531 万元，主要是 2015-2019 年政府



债券利息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利息。

（二十一）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0 万元，主要是 2020 年转贷

地方政府新增债券的发行费。

（二十二）其他支出 3371 万元，主要是 2020 年全县增人增

资预留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力运行困难补助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资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