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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文件（21）

始兴县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18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8年1月8日在始兴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邓国柱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始兴县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18 年预算草案报告提请县第十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

议，并请政协各位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7 年，财政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历次全会

精神，围绕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大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有效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在“生财、聚财、用财、理财”上

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预

算执行总体情况良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17 年，来源于始兴县的财政总收入完成 87401 万元，

同比增收 9727 万元，增长 12.52%。上划中央收入完成 27782

万元，同比增收 4937 万元，增长 21.61%；上划省“四税”

收入完成 13459 万元，同比增收 2119 万元，增长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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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0023 万元，比上年增收

1302 万元，增长 3.36%（按自然口径）。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7124 万元，同比增收 739 万元，增长 2.80%；非税收入完

成 12899 万元，同比增收 563 万元，增长 4.56%，非税收入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32.23%。

从征收部门看，国税部门完成本级税收收入 10752 万元，

同比增收 1853 万元，增长 20.82%；地税部门完成本级税收

收入 16372 万元，同比减收 1114 万元，下降 6.37%；财政部

门完成非税收入12899万元，同比增收563万元，增长4.56%。

2、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00959 万元，比上年增

支 41404 万元，增长 25.95%,支出进度为市财政局下达任务

数的 96.30%。全县 11 类民生支出完成 156658 万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7.96%。

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25119 万元，增支 5718 万元，

增长 29.47%。主要是支持行政事业单位维持正常运转，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教育支出完成33083万元，增支4041万元，增长13.91%。

重点用于支持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机制，山区和

农村边远地区教师生活补助，薄弱学校改造，基础教育信息

化建设等教育发展项目。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24301 万元，减支 5326 万元，

减少 17.98%。主要用于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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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优抚、养老服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就业及技工

教育补助等方面。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完成 25651 万元，增支 4570

万元，增长 21.68%。重点是支持全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精准扶贫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及城乡医疗救助，医院升级建设

卫生计生事业发展项目。

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8616 万元，增支 985 万元，增长

12.91%。重点支持环境整治，治污保洁及节能减排综合示范

项目。

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 40901 万元，增支 20725 万元，增

长 102.72%。重点支持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工程，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程，精准扶贫脱贫项目，林业发展及保护，生态

公益林效益补偿及水利发展、中小河流治理等水利建设项

目。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完成 7796 万元，增支 6894 万元，

增长 764.30%。重点支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基本农田保

护经济补偿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7 年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230317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4002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49256 万元，债务

转贷收入 10000 万元，调入资金 9440 万元，上年结余 21598

万元。2017 年县财政总支出完成 207700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00959 万元，上解支出 4618 万元，安排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2123 万元，收支对比年终结余 2261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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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下年使用。

4、一般公共预算指标结余及结转下年使用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指标结余 27410 万元，结转下年使

用 22617 万元，其中：年初预算结转下年使用 5600 万元，

2015 年上级补助指标结余 4793 万元，全部收回统筹年终决

算平衡；2016-2017 年上级补助指标结余 16685 万元，全部

结转下年使用；以收定支专项收支结余 332 万元，全部结转

下年使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8539 万元，同比增收

3472 万元，增长 23.04%。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 13254 万元，

同比增收 4918 万元，增长 59%。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8493 万元，同比减支

2181 万元,下降 10.55%。其中土地出让金支出 13325 万元，

同比增支 5064 万元，增长 61.30%。

3、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

2017 年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 28716 万元，其中：本级

基金收入 1853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326 万元，上年结余

8851 万元。2017 年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完成 25941 万元，其

中: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8493 万元，调出资金 7448 万元，

结转下年支出 2775 万元。

4、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标结余及结转下年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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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标结余 2775 万元，全部结转

下年使用，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结余 2183 万元，上

级补助（含上年结转）指标结余 592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

用。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100 万元，全部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7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8387.09 万元，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 23119.62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5267.47 万元。

以上收支数据在决算编制中还会有所变动, 待总决算报

表编成后再按规定报县人大常委会审批,并通过始兴县重点

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

（五）2017 年预备费使用情况

2017 年，我县预备费安排了 1700 万元，支出 1239.09

万元，结余 460.91 万元，支出情况如下：

1、安全生产监管经费支出 30 万元；

2、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经费 63.5 支出万

元；

3、特色小镇专项费用支出 118 万元；

4、韶关市第十五届青少年运动会参赛经费支出 35万元；

5、购房契税补贴支出 325.99 万元；

6、扶持建筑业发展奖励金支出 290 万元；

7、敬老院消防安全设施改造资金支出 92.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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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县委巡察机构和县纪委派驻组经费支出 62.29 万元；

9、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整改经费支出 65 万元；

10、其他支出 156.87 万元，用于购买自然灾害救灾物

资、专职消防队员高危补助、升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活动等经

费。

（六）2017 年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截止至 2017 年底，我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18119

万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 4294 万元（全部为

一般债务），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余额 1837 万

元，置换一般债券 1788 万元，新增一般债券 10200 万元。

（七）2017 年预算执行工作情况

1、多措并举狠抓财政收支。

收入方面。加强与收入征管部门的联系与沟通，抓好任

务分解落实，实行每月财税收入考核与征收经费挂钩制度，

实行每月协税护税落实情况通报制度，进一步压实部门责

任，进一步加强对非税收入征管，确保及时足额入库。支出

方面。进一步加快支出进度，切实抓好中省专项资金和政府

性债券资金项目的支出进度，收回盘活 2015 年存量资金 1.5

亿元，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库款保持在合理水平。努力

降低行政成本，2017 年，县直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

出同比下降 19%，厉行节约成效明显。

2、强化统筹保障民生事业。

2017 年，全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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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和住房保障等 11 类民生支出完成 156658 万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7.96%；省十件民生实事支出完成 1199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民生保障政策得到及时足额保

障。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教育支出完成 33083 万元，落

实不同教育类型的财政支持政策，落实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

教师生活补助资金 1352 万元，促进农村与城镇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提升社会保障和就业水平。逐年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城乡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提高至 450 元/人/年、城乡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提高至 120 元/人/月。大力提高底线民生保

障水平，落实各级底线民生保障资金 9842 万元；支持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支持 33 间卫生站公建民营规范化建设。保

障支农和扶贫攻坚有序推进。支持农村建设，落实支农资金

48890 万元，申报支农项目 10 个，申报资金 1802 万元；落

实扶贫开发资金 8081 万元，落实低保、五保供养资金 2437

万元，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向导作用。

3、创新方式服务城乡发展。

助力城乡发展。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免征涉企行政

事业性收费共计 527 万元，为企业减轻负担；利用中小企业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农村党员创富贷、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

款贴息等手段，支持企业发展，鼓励大众创业；推动投融资

工作，推进 PPP 模式，吸进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积极争

取上级政府性债券资金 1亿元，有效解决我县重点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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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大公益性项目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助力生态文明建

设。通过盘活财政资金和加大城市建设配套费征收力度，积

极筹措资金上亿元，投入到人行道路改造、新建路灯工程、

市场改造等“创文”建设项目，助力创建省级文明县城；落

实节能减排、农村环境整治、林业生态保护恢复等生态保护

资金 33027 万元，争取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项目补助资

金 1亿元，为建设“最美小城”提供财力保障；加大旅游发

展投入，大力扶持我县旅游业的发展。

4、积极稳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深化预算管理改革。2017 年首次实行零基预算编制，不

断深化财政预算改革体制，使预算编制更加精细化；搭建了

新的财政综合管理平台 A++系统，利用技术更加先进的载体

提升预算管理水平，解决预算编制中存在的问题；继续扎实

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加强预决算公开检查工作，进一步增

强了预算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国库改革向纵深推进。拓

宽国库集中支付资金范围，进一步深化乡镇国库支付改革，

国库集中支付预算内资金占财政支出 95%，比去年同期增长

22.8%，其中直接支付金额占国库集中支付资金的 96%，有效

防范资金支付风险。严格政府性债务管理。落实政府债务风

险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确保财政稳健运行，对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进行自查整改，降低债务风险，我县地方政府性债务

余额 18119 万元，控制在财政承受能力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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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重实效强化财政监管。

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开展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

工作、政府资产报告试点工作，完成了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资产出租、出借情况调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处置程

序，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配合做好全县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工

作，全面完成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拍卖工作。强化财政监督。

简化资金审批流程，印发了《始兴县财政资金简化审批流程

强化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提高财政服务水平；印发了《始

兴县乡镇财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对乡镇财政

所代管资金、专项资金进行了检查；严肃财经纪律，追缴收

回不符合条件申报取得的专项资金 88 万元，不定期组织专

项资金检查，杜绝虚假申报现象；加强各类财政检查，开展

了涉农资金检查、收费基金专项检查、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引入第三方检查机制。全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落实党风廉

政“一岗双责”制度，进一步强化财政干部“四个意识”，

组织了中层以上干部业务培训学习，为财政改革发展提供坚

实的队伍。

（八）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2017 年我县财政运行情况良好，各项财税政

策有效落实，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是全县上下共同努

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预算执行中还

存在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支矛盾大。客观上，受全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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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营改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和部门改革因素的影响，我县

部分行业税费减收明显。主观上，我县历来缺乏支柱税源，

经济基础薄弱，收入压力非常重。同时，保稳定、保增长和

民生福利方面的刚性增支大幅增加，与有限财力、收入增速

放缓之间的矛盾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大。二是预算的执行力

有待加强。财政运行过程中反映出预算编制和财政管理仍不

够完善，预算执行、预算调整还不够严格，预算绩效评价结

果运用还需要进一步落到实处。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财政部门将采取有效措施，努力

加以解决。

二、2018 年预算草案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财政部门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推进财政改革的任务

繁重，我们要科学研判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机遇与风险，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

部署，不断提升财政预算编制水平，使预算安排更加科学，

更加适应始兴经济发展的需要。

2018 年预算安排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积极稳妥。收

入预算既要充分认识营改增、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家对

地方政府融资的规定和约束等各项困难因素，又要考虑各项

增收的积极因素。二是优化结构。预算安排根据事业需要和

财力状况，统筹兼顾。全面落实县政府民生实事资金，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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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补齐民生社会事业短板、

底线民生项目短板和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短板，夯

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三是厉行节约。落实党中央“八

项规定”和厉行节约的各项要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确保“三公”经费预算总规模只减不增。推行政府购买服务

模式，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和要求，2018 年我县实行零基

预算编制，结合财力状况，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编制部门预

算。2018 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增长 6%。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2018 年我县总收入预计完成 99143 万元（不含上年结转

和省下达一次性补助）。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42276 万

元（其中国税收入 12092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312 万

元，增长 12.2%；地税收入 1776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51 万

元，增长 6.3%；财政非税收入 12424 万元，比上年增加 30

万元，增长 0.2%，占比 29.39%），提前下达上级补助收入为

56767 万元，调入资金 100 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018 年全年总支出预算为 9905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预算为 95812 万元（包括人员工资支出 57596 万元，

公用经费、小车费等支出 5279 万元，项目经费支出 32403

万元，省级专项资金支出 534 万元），上解支出 32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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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年收支状况

2018 年县财政预算编制的收支情况：收入总计 99143 万

元，支出合计为 99054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89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草案

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6510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 140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000 万

元，其他收入 510 万元。基金支出预安排 16510 万元，其中

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安排 140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000 万元，其他支出 510 万元，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0 万元，主要为金叶公司上缴

利润 100 万元。支出将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我县社会保险基金由市级统筹。2018 年预计全县五项社

会保险基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收入 74616 万元，其中：征集收入 57376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1076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5612 万元；

其他收入 552 万元。预计支出 56550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

待遇支出 56044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376 万元；其他支出 130

万元。收支结余 18066 万元。

三、完成 2018 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2018 年，我们围绕上述预算安排，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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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依法理财，深化财税改革，细化工作举措，强化保障措

施，扎实推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确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

（一）注重增收节支，增强财政资金保障统筹能力。

一是强化底线思维。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联系，科学

研判财政收入形势，合理预判收入态势，增强收入工作的前

瞻性，积极应对。三是加强支出执行管理。实现财政存量资

金的常态化管理，健全盘活存量资金与预算编制挂钩机制，

进一步完善加快支出进度通报、约谈、考核机制，继续压缩

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

（二）注重优化支出，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一是坚持把民生作为优先保障重点，不断优化支出结

构，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重点民生的投入力度，落实底线民生

保障，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二是优

化投入方式，集中财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确保早投入、早见效；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

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发展动力；灵活运用奖补、贴息、债

券、政府采购等政策和资源，引导民间投资，促进经济稳定

增长、转型发展。

（三）注重深化改革，努力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

一是进一步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以零基预算编制为切入

口，不断完善财政预算监管机制，推进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工



14

作，强化预算主体责任。二是深入做好预决算公开，完善、

规范、细化预决算公开内容，加大预决算公开检查考核力度。

三是积极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为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促进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

的客观数据支撑。四是积极推动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科技

教育、环境保护等相关改革，发挥好基础和先导作用。

（四）注重依法监管，认真落实从严从紧治党要求。

一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扎实做好财政工作，动

员财政干部职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统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开创全县财政

工作新局面。二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加强重点项目和民生

领域重点专项资金的检查力度，注重第三方绩效评价和监督

检查结果运用，扩大覆盖范围，提升监督质量。三是严肃财

经纪律。规范财政全力运行，狠抓制度建设，自觉接受人大

及其常委会监督，高度重视审计监督，积极整改存在问题。

各位代表！做好 2018 年财政工作意义重大，新的一年，

财政部门将紧密联系始兴实际，积极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

工作部署，切实将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财政工作各个方

面，当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排头兵，圆满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推动财政工作更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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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零基预算

零基预算是指在编制时，不考虑以往会计期间所发生的

费用项目或费用数额，而是以所有的预算支出为零作为出发

点，一切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逐项审议预算期内各项费

用的内容及其开支标准是否合理，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编制

费用预算的一种方法。

2.营改增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是指纳税人从原来按

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转变为按增值额计征缴纳增值税。广东

省营改增从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开展试点，并逐步扩大营改

增试点范围。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营改增全面扩围至金融

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生活服务业，实现增值税对货物和

服务的全覆盖，打通了上下游增值税抵扣链条，停止征收营

业税。营改增扩围后，所有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纳入中央与地

方共享范围，即原增值税由中央和地方75:25分成调整为5:5

共享，原营业税和改征增值税由地方 100%留成调整为 5:5 共

享。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

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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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

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4.PPP 模式

PPP 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英文缩写简称 PPP）

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建立的一种

长期合作关系，PPP 模式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

转移给社会主体（企业），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

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PPP 模式通过引入市场竞

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各方优势，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质量和供给效率，实现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共赢。

5.政府性债券

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代理或地方财政自主

发行和偿还的政府债券。一般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

医院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地方性公共设施的建设。

6.地方政府性债务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范畴，除包括政府举借的债务外，还

包括事业单位、融资平台公司等举借的政府性质的债务。地

方政府性债务包含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

责任的债务以及一些其他相关债务，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公

司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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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存量资金

存量资金简单来说是在账户中还没有使用的资金。财政

存量资金，就是指收入已经发生、尚未安排预算，或者预算

已经安排、尚未形成实际支出的财政资金。也就是各级财政

部门和预算单位在年末还没花完的钱，或是没花出去的钱。

8.底线民生

底线民生是指依靠自身能力难以维持生存，需依靠政府

提供基本救助才能摆脱生存危机的社会底层特殊贫困群体。

我县底线民生保障范围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

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医疗救助、残疾人补助、养老保障。

9.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指各级财政部门按年度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

府财务报告的制度，以全面报告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行情

况和财政中长期可持续能力。现行的决算报告以收付实现制

为基础，主要反映财政和预算单位当年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主要反映一级政

府整体的财务状况、债务风险、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提供

公共服务的能力等。

http://www.baidu.com/link?url=JK_VnT8D9iOxj8lcw3m1nEXGGAU792COoslveQtYETu0y9Aya_aTKDHyjCSE_NhEXqyw9XX-9y5l1S7ddRYWMuDb4Gibma0eH7D69UV0uJcCizSLDtRapoJ-BGYo3-z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