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 年临夏县决算其他重点事项的说明

按照《甘肃省预算监督审批条例》规定，现将临夏县决

算中需要说明的其他重点事项报告如下：

一、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0 年初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为 0 万元，根据中央有

关政策规定，2020 年超收收入、预算结余补充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3199 万元，2020 年末规模为 3199 万元，占支出的 0.7%，

低于国务院《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国发〔2015〕

35 号）规定的 5%的控制比例。

二、结转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460

万元。

三、重大财政政策落实情况

2020 年，按照县人大预算决议要求，财政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预算法》，狠抓财政收支管理，全力保障重点

领域支出，深化财税各项改革，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坚强有力的资金保障，突出抓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一）强化税收征管措施，收入质量稳步提升。财

政与税务部门紧密协作，积极应对收入增幅回落、税源

缺乏、增长失衡的不利因素，依法科学征管，完善征管

办法，挖掘增收潜力，狠抓财政收入管理，确保了应收

尽收。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44017万元，占预算35468

万元的 124.1%，其中：税务部门完成 36042 万元，财政

部门完成 7975 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22059 万元，

占预算18860万元的107.71%，同比增长54.8%，增收7809

万元。

（二）着力优化支出结构，确保民生支出到位。按

照“三保”支出理财方针，我们在确保人员工资按时发

放和机构正常运转的基础上，着力优化支出结构，及时

保障各类民生领域资金支出需求。2020 年财政投入到教

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等民生方面的资金

达到 34.05 亿元，占财政支出 45.7 亿元的 74.5%。教育

方面，共落实中小学公用经费、寄宿生补助、学生营养

餐、学校建设等资金 6.37 亿元。社会保障方面，落实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补助等 5.6

亿元。医疗卫生方面，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

疗机构建设等 2.82 亿元。住房保障方面，落实危房改造

资金、棚户区改造等 4.35 亿元。农业方面，落实精准扶

贫贷款贴息资金、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各类惠民补贴及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12.3 亿元。

（三）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我们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这一全县“一

号工程”和头等大事，把管好用好扶贫资金作为政治担

当和使命责任，从完善制度机制、强化资金支出、突出

使用绩效等方面入手，狠抓资金管理和使用，确保扶贫

资金安全高效规范运行。

（四）深化各项改革，财政管理日趋规范。继续深

化以国库集中支付为核心的各项财政改革，着力创建服

务型、效能型财政。一是严格执行预算编制管理，全面

贯彻执行预算法，推行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

制度，全县所有预算单位编制了部门预算，内容进一步

细化，执行更加完善，预算管理规范运行。二是全面实

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将所有预算单位全部纳入管理范

围，实现了预算单位集中支付的全覆盖，集中支付率达

95%以上。三是深入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清理整顿行

政征收事项，按中央和省上的规定及时取消收费事项；

加强收入收缴专户和票据管理，杜绝了违法违规收费，

实现了应收尽收。四是加强财政存量资金管理，对全县

2018 年度项目结转结余资金进行了专项清理，对达到回

收条件的结转结余资金全部收缴到国库，统筹用于扶贫

等领域。五是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将所有债务纳入债



务管理系统进行动态管理，同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严

格落实偿债主体责任，按期偿还到期债务，积极压减逾

期债务，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六是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核

算管理，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收支实行统一核算，

严格审核下拨乡村级门诊和乡级住院资金，有效增强了

基本公共医疗管理。七是全面加强财会人员管理，持续

完善全县会计人员信息库，对财会人员实行动态管理。

八是继续完善政府采购管理，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

完善采购程序，不断扩大政府采购规模，降低采购成本，

节约财政资金。九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严把资产管理

的“三个关口”，切实规范资产配置审批工作。

四、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年来，虽然财政工作稳步推进，预算执行更加规

范，资金管理更加严格、保障能力明显提升，但也存在

一些困难和不足，主要是：

一是财政收入水平较低，自给能力弱。财源缺乏、

结构单一，持续增收的后劲不足，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财政运行主要依靠上级补助，现有财力水平难以满足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是政府债务陆续到期，偿债压力增大。用于基础

设施等公益性建设的政府性债务陆续到期，财政还债压

力大，导致财政运行更加困难。



三是财力缺口不断加大，资金调度困难。由于全县

乡村振兴、污染防治、民生等重点领域建设项目方面的

投入加大，以及政策性增资等因素，新增财力无法满足

支出需求，财政支出压力逐年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