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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索引号 53040300600010000
区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文件材料（5）

关于玉溪市江川区 2021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2年1月14日在玉溪市江川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玉溪市江川区财政局局长 李光耀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21 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提请会议审议，并请各位代表和列

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1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快报数）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3,945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107.9%，同比增收 7,219 万元，增 12.7%。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8,202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85%，同比减收 3,779 万元，减 9%；

非税收入完成 25,743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179.4%，同比增收 10,998

万元，增 74.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72,126万元，为年初预

算数的 77.3%，同比减支 38,411 万元，减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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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平衡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945 万元，转移性收

入 122,395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3,580 万元，上年

结余 4,591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 万元，调入资金 16,277

万元，收入合计 220,79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2,126万元，

上解支出 22,500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还本支出 14,590 万

元，调出资金 4,20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576 万元，支

出合计 217,000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3,792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快报数）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7,082 万元，为年初预算数的

34.2%，同比减收 35,149 万元，减 56.5%；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

成 62,852 万元，为年初预算数的 65.4%，同比增支 21,249 万元，

增 50.6%。

收支平衡情况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7,082 万元，转移性

收入 2,55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67,440 万元，调入

资金 4,208 万元，收入合计 101,28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2,85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还本支出 19,740 万元，上解

支出 3,463 万元，调出资金 12,751 万元，支出合计 98,806 万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2,476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快报数）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7,73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1.6%，同比增收 5,452 万元，增 10.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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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3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9%，同比增支 5,159 万元，增

11.3%。

收支平衡情况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7,739 万元，社

会保险基金转移收入 5,78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4,964 万元，

收入合计 88,486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50,634 万元，社

会保险基金转移支出 62 万元，上解支出 26,296 万元，支出合

计 76,992万元。收支相抵年度结余 11,494万元，上年结余 38,503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9,997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快报数）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38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2%，同比增收 277 万元，增 264.2%；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 3 万元，与上年持平。

收支平衡情况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86 万元，转移性

收入 22 万元，上年结余 3 万元，收入合计 411万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 3 万元，调出资金 386 万元，支出合计 389 万元。收

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22万元。

以上均为快报数，部分数据会有所变化，待市财政局批复我

区 2021 年财政决算后，届时再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变化情况。

（五）其他特殊说明事项

1．2021 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持续实施减税降费政

策、疫情防控、房地产市场不景气、能耗“双控”等因素影响，



— 4 —

税收收入比年初预算减收 6,738 万元，减 15%；受保障房经营

权转让收入完成 12,200 万元，非税收入比年初预算增收 11,393

万元，增 79.4%；土地出让收入年内未能如期实现年初目标，

比年初预算减收 47,038 万元，减 64.5%；调入资金比年初预算

减少 32,188 万元，加之按照收付实现制核算，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比年初预算减少 50,645 万元，减 22.7%。

2．2021 年各乡镇（街道）预算执行情况合并报告。按照

《玉溪市江川区乡镇财政体制实施办法》（试行），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由各乡镇自行编制本级预算。

3．2021 年，全区超额完成年初预算的收入目标，按照预

算法等的相关规定，超收收入全部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但

由于我区财力不足按照相关规定动用超收收入 1,079 万元用于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4．2021 年，全区因上级下达时间较晚或部门未提出资金

分配方案等原因，导致我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和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分别结转下年支出：3,792 万元、2,476万元和

22 万元。

（六）落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精神情况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全区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区人大通过

的预算决议，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做到正视困难思对策、

戮力同心强联动、多措并举出实招，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年



— 5 —

来未发生重大财政运行风险。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今年以来，在税收收入大幅减收的

情况下，加大非税收入组织力度，弥补了税收减收影响，超额

完成了年初人代会确定的收入目标。一是强化财税部门协同联

动机制，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税源、重点企业的收入分析，深

挖增收潜力，防止税收跑冒滴漏。二是加强非税收入征管入库，

盘活处置国有资源（资产）6,621 万元，实现保障性住房经营权

转让收入 12,200万元，做到应收尽收。

2．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一是 2021 年，全区选定 4 个重点

项目开展绩效评价，选取 1 个部门开展整体绩效评价，对投资

额达 8.14 亿元的星云湖环湖截污工程、党校搬迁新建 2 个重点

项目开展事前评估；二是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集中对区级部门

预算项目进行入库评审和项目绩效目标审核，在编制 2022 年预

算时，对申请财政资金达 19.7亿元的 663个新增项目进行全面

预算绩效评价，评价不达标的按规定决不纳入预算，严格落实

预算绩效管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要求，稳步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改革。

3．严格控制财政支出。今年以来，面对我区严峻的财政

形式，2021 年全区安排省级口径“三保”支出 89,707 万元，财政

部门严格落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支出保障顺序

要求，优化支出结构，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认真落实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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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集中财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了全区

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4. 强化财政保障能力。一是民生资金支出 13.13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6.3%。其中:教育支出 4.33亿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2.75亿元、农林水支出 2.1 亿元、卫生健康支出

1.58 亿元、住房保障支出 0.96 亿元、城乡社区支出 0.62 亿元、

节能环保支出 0.29亿元、交通运输支出 0.22亿元、科学技术支

出 0.16 亿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16亿元。二是全力保

障惠农补贴发放，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农

机购置补贴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惠农补贴 617 万元；全力

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政治，安排农村厕所革命支出资金 160 万元；

三是全力支持农村危房改造建设，农村危房改造资金支出 1,125

万元；四是重点支持教育发展，保障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支

出 1,728万元、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支出 55 万元、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支出 385 万元；五是保障老旧

小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城市更新建设资金支出 14,170

万元。

5．严防政府债务风险。市级核定我区 2020 年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 24.26 亿元。2021 年末，全区政府债务余额 23.98 亿元。

2021 年江川区到期政府债券本息偿还合计 41,058 万元，其中：

到期本金 34,327 万元、到期利息 6,731 万元。到期本金 3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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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通过申请再融资债券偿还 32,420 万元、预算安排资金偿还

1,907 万元，到期利息 6,731 万元全部由预算安排偿还。2021

年争取省级代发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4.86 亿元，资金主要用

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1 亿元、滇中绿色农产品产业园冷链物

流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 0.86亿元、星云湖沿河村落综合治理及

原位控藻水质提升工程项目 3 亿元。

6．深化各项财政改革。一是探索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围

绕建立效能财政、民生财政、发展财政、安全财政的指导思想，

积极推进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制定印发《玉溪市江川区乡镇财

政体制实施办法》（试行）。二是推进预算编制改革，加快推

进零基预算编制部门预算，加快建立地方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应

用，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通过对地方财

政承受能力评估，实现我区现发展阶段和财力相匹配，杜绝盲

目出台增支政策，硬化预算约束，促进有限公共资源与政策目

标有效匹配，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三是建立向上争取高质量发

展转移支付奖补资金的机制，财政部门结合职能职责，按上级

奖补考核办法，逐一分析我区各项考核指标的优劣势，围绕县

级“三保”管理、财政预决算管理、盘活存量资金理、预算绩效

管理等 8 个方面 19 项考核指标 30 个要点积极制定措施，努力

争取挤进高质量发展前列。四是助力企业发展，加强财源建设。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累计减税降费 10,661 万元，



— 8 —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 1,087 万元，为 9 户（次）企业解决贷款

应急转贷周转资金 7,855 万元，促进企业发展。

一年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认

识到财政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难：财政收入质量不高、

增收基础不牢；库款保障不足、“三保”风险增大；向上争取资

金不力、财政运行压力加大；预算绩效意识不强、资金使用效

益不高。对此，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的意见建议，采取针

对性措施办法逐步加予解决，为江川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二、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

2022 年，我区财政工作和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党中央把握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部署要求，贯彻落

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市第六次党代会、区第三次党代会安排

部署，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执行减税降费政策，继

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支出结构，坚持过紧日子的思想，

严肃财经纪律，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坚持“12345”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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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坚定不移推进“三区一城”新江川建设，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和全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建议

2022 年全区地方财政预算收支安排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建议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65,870 万元，比上年增收

1,925万元，增 3%。其中：税收收入 45,980 万元，比上年增收 7,778

万元，增 20.4%；非税收入 19,890 万元，比上年减收 5,853万元，

减 22.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7,039 万元，比上年增支 24,913

万元，增 14.5%。

收支平衡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870 万元，转移性收

入 97,608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2,050 万元，上年结

余 3,792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3,576万元，调入资金 48,211

万元，收入合计 231,10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7,039 万元，

上解支出 21,318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还本支出 12,750 万

元，支出合计 231,107 万元。收支平衡

2．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54,194 万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安排 182,007 万元,

收支平衡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194 万元，转移性收

入 92,883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2,050 万元，上年结

转收入 3,792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576万元，调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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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11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1,369 万元，收入总计 216,075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2,007 万元，上解支出 21,318 万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转贷还本支出 12,750 万元，支出总计 216,075 万元。

收支平衡。

3．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4,374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安排 4,134万元。

收支平衡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74 万元，转移性收入

229 万元，收入总计 4,603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34万元，

上解支出 469万元，支出总计 4,603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建议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72,842 万元，比上年增收

45,760 万元，增 169%；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24,526 万元，比上

年增支 58,275 万元，增 92.7%。

收支平衡情况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2,842 万元，转移性

收入 301 万元，上年结余 2,476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92,500万元，收入合计 168,11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21,12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还本支出 15,050 万元，调出资金

31,942 万元，支出合计 168,119 万元。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建议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56,922万元，比上年减收 817

万元，减 1.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51,435 万元，比上年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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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万元，增 1.6%。

收支平衡情况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6,922 万元，上

级补助收入 29,176 万元，收入合计 86,098 万元；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 51,435 万元，上解支出 30,778 万元，支出合计

82,213 万元。收支相抵年度结余 3,885 万元，上年结余 49,996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53,881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建议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9 万元，比上年减 347万元，减

89.9%；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5 万元。

收支平衡情况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9万元，上级补助

收入 13 万元, 上年结余 22 万元，收入合计 74 万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 35 万元，调出资金 39 万元，支出合计 74万元。收支

平衡。

需要特别报告的事项：

在 2022 年预算批复之前，为维护全区社会稳定和保障正常运

转，根据预算法规定，对 2022 年一季度人员支出、单位基本公用

支出、社保等民生政策支出进行了预拨。

三、创新思路，担当务实，确保完成 2022年预算目标

2022 年，我区财政减收增支、历年遗留问题等不确定因素

仍然较多，困难局面短期内难于好转，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

导下，围绕既定目标，全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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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力抓收入，提升财政保障能力。一是全面贯彻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推动

工业园区建设，加快西片区开发，争取引进一批有发展前景的

企业，加强市场主体培育，做实财源培植，通过发展打牢财政

增收基础；二是建立收入组织机制，明确政府领导分工，压实

相关部门责任，积极组织收入，防止跑冒滴漏，做到应收尽收，

通过征管促进财政增收；三是积极向上争取，通过项目储备、

项目包装争取上级对我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按上级奖补考

核办法，结合各项考核指标，制定措施，细化责任分工，积极

争取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奖补资金，通过争取缓解区级财政困

难；四是加强项目包装，积极争取债券资金和银行信贷支持，

解决全区发展资金需求。

（二）全力保重点，严格财政保障顺序。一是严格预算执

行保障顺序，优先落实“三保”责任，切实兜牢“三保”底线；二

是加强财政资金调度，有序保障财政支出，优先保障创收项目

支出，形成良性循环；三是推进财政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

深化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明确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标准，杜绝超

范围、超标准安排财政支出，严控财政支出；四是全面落实过“紧

日子”的要求，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

支出结构，增强全区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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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力推改革，提升财政治理水平。一是积极稳妥推

进乡镇财政体制改革，细化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健全各项配

套制度，严格兑现各项奖励措施，充分调动乡镇培植财源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挖掘乡镇增收潜力；二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

革，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益，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缓解财

政支出压力，积极筹集资金支持全区发展。三是全面深化预算

绩效管理，全面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

体系，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四）全力防风险，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一是加强政府性

债务管理，严控政府债务增量，防控债务风险；二是多措并举

化解债务，通过年度预算安排、向上争取置换债券、再融资债

券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确保政府债务还本付息，维护政府

信用；三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杜绝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

举债担保行为，确保隐性债务在清理核实的基础上只减不增；

四是开展债务风险监控，及时根据债务变化情况，对债务风险

指标进行全面评估，制订债务风险缓释方案，采取有效措施避

免债务风险。

各位代表，新的一年，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

接受区人大监督，虚心听取区政协意见建议，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为党的二十大召开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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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三公”经费：是指各部门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用之和。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为保持年度预算的稳定性和财政

政策的连续性，由政府设立，按规定范围筹集，专门用于调节

和平衡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运行的财政储备资金。

调入资金和调出资金：是指运用调入方式进行资金调拨。

调入资金是指未纳入当年年度预算收入，而直接用于平衡年度

预算的其他资金。公共财政预算可从基金预算及其他资金调入，

基金预算可从其他资金调入。被调方作调出资金处理。调入、

调出两方匹配对应。

预备费：《预算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

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

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

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投融资来实现产业政策的

国家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手段。通过财政对基本建设与基础设

施建设投融资，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推动、扶持产业升级，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扩大内需，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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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平衡可持续发展。

预算绩效管理：是以“预算”为对象开展的绩效管理，也就

是将绩效管理理念和绩效管理方法贯穿于预算编制、执行、监

督的全过程，并实现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的一种预算管理模式。

零基预算：是指按照零基预算的原则编制预算的一种方法。

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每个部门对新的预算年度中要做的所有事

情进行审核，测定不同层次服务所需的资金，而不仅仅是修改

上年预算或检验新增部分。零基预算的实质并不是一切以零为

基数，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

部门预算：是反映政府部门收支活动的预算。是政府部门

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

逐步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经政府同意后提交

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全面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的预

算。通俗地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账”。

“三保”支出：中央和省为巩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成果，增

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以实现县乡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为目标，统一制定了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国家保障范围和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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