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在全市各方的大力支持下，财政工作紧紧围绕我市中心工

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级各项决策部署，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依法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财政运行总体平稳，疫情防控、政府性债务化解、精准扶贫、污

染防治、民生、重点项目支出基本得到保障。 

一、财政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市组织收入 3650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2.7%，其中税收收入 22122 万元，非税收入 14380 万元；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25251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8%。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级转移支付收入等，收入总额 288981 万元；全

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支出等，支出总额 288602 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379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收入 514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2.9%；全市支出 1253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7.7%。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加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等，收入总额 23519 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加调出资金等，支出总额 23036 万元，收支相抵，

结转下年 483 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收入 4594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8%。全市支出 3656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4.9%，完成调整预算的 93%，当

年结余 9381 万元。 

 

4.政府债务情况 

2020 年全市政府债务限额为 33.442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22.7326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0.7101 亿元。2020 年新增政

府债券 1.7783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0.9165 亿元，专项债券 0.8618 亿元。截至 2020 年末，全市政府性债务余额 31.1976 亿元，

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28.5676 亿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债务 2.63 亿元（绥芬河至东宁口岸连接线贷款）。 

截止 2020 年末我市隐性债务余额为 6.0689 亿元。 

二、2020 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抓落实，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一是支持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摸清全市政府性债务底数，制订《东宁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实施方案》，严禁政府及

政府部门擅自举债、超概算建设、提供担保抵押，有效遏制了政府债务增量。二是支持精准扶贫攻坚战。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深入开展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住房扶贫、用水扶贫、产业扶贫等，巩固扩大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全年投入资金 1503 万

元，惠及全市 373 户、852 人受益。三是支持污染防治攻坚战。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全面推进污水、

大气污染、农村垃圾污染、城乡环境卫生治理等工作，投入资金 2664 万元用于环境卫生治理；投入资金 2264 万元，用于万鹿

沟防洪排涝等水污染防治项目；投入资金 198 万元，用于大气污染防治；投入资金 640 万元，用于农村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

理。 



 

（二）抓收入，全力筹措调度资金 

一是确保财税收入应收尽收。在收入形势极其不利条件下，加强与税务部门协调配合，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缴税、执收

单位罚没收入、行政性收费、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账户利息是否及时入库等定期开展专项清查，千方百计确保各项收入应

收尽收。二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根据年初预算安排情况，制定整体绩效目标和核心绩效指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整体评价，

推动各乡镇、单位财政收入、向上争资水平提高。三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扶持。抓住上级财政部门增加特殊转移支付、抗疫特

别国债、扶贫资金、均衡财力等一次性补助等政策机遇，会同相关部门主动与市上对接，全年共争取到位专项资金 20.4 亿元，

有效缓解了我市财政收支压力。四是紧急调度资金战胜疫情。疫情期间，财政部门多方努力，动员各方力量筹措资金抗击疫情，

累计收到各大企业捐款 785 万元，捐赠物资及医疗设备价值 300 余万元；第一时间开通应急绿色拨款通道，保证疫情防控资金

精准快速拨付,抗击疫情期间，共拨付 6002 万元，主要用于发放疫情防控人员补助、购置设备和防控物资、全员核酸检测等；对

疫情防控相关物资、工程和服务的政府采购项目，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全力保障应急救援设备和物资的及时

供应；在优先保障疫情防控资金的同时，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投入资金 373.62 万元，对疫情影响期间暂时经营困难且恢复

有望、贷款生产疫情防控物资、购置设备的中小微企业给予稳岗稳企补贴，补贴企业 47 家，补贴人员 1686 人。 

 

（三）抓民生，全力补齐民生短板 

一是工资性收入有所提升。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待遇全面提高，全年增支 6313 万元，其中：年初滚动增资 15 万元，各林场

纳入财政增资 3126.4 万元，社保基金增支 4157 万元，医疗保险增支 341 万元，绥阳林业局三所学校本年减支 187.8 万元，财政

负担养老保险减支 475 万元，机关事业抚恤金减支 164 万元，统发工资减支 484 万元。二是扶持“三农”政策全面落实。圆满

完成“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3454 万元，补贴面积 60.89 万亩，惠及农民 26947 户；发放农机具购置补

贴 1021 万元，惠及农民 540 户；拨付国有林场改革资金 3368 万元；拨付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 7572 万元；拨付 2159 万元，



 

用于特大防汛资金；拨付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726 万元；拨付 444 万元，用于农村 1500 户室内改厕项目。三是社会保障体系逐

步健全。拨付 1599 万元，为 2677 人发放社会保险补贴，保障 456 名公益性岗位人员补贴正常发放；拨付 1854 万元，发放义务

兵优待金、复员军人一次性经济补偿、在乡老复员军人补贴、死亡抚恤、伤残补助等抚恤安置资金；拨付 3394 万元，用于发放

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及残疾人两项补贴等，7100 名城乡困难群众及残疾人受益。四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顺利。

拨付 6395 万元，用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惠及城乡群众 11.4 万人；投入 612 万元，补充公立医院改革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

基本药物制度经常性收支差额；投入 1762 万元，保障国家十二类四十五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各项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顺利

开展；投入 617 万元，用于发放计划生育奖扶、特扶及独生子女补助等。五是教育文化投入持续加大。学前教育投入 409 万元，

用于 2 所公办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新建 3 所公办幼儿园工程；投入 2546 万元用于新建东宁二小、新建实验小学塑胶跑道、新

建第五小学工程和义务教育学校维修改造及设备购置；投入 1035 万元用于义务教育营养餐，全市共 14400 名学生受益；发放各

类教育资助资金 120 万元，有 1300 多名学生和学龄前儿童受益；投入 449 万元用于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投入 120 万元用于

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中心工程和附属工程建设；投入 1572 万元用于支广播电视设施建设、文化免费开放以及群众文体活动开展、

旅游发展建设。六是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投入 8049 万元，用于污水处理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东宁、绥阳污水厂及管网建设）；

投入 5805 万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340 万元，用于绥阳镇大豆油料基地建设；投入 3350 万元，用于绥芬河流域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4007 万元，用于老旧小区、危房、保障性住房建设及改造；投入 2592 万元，用于供热管网改造等。 

 

（四）抓改革，全力提升理财水平 

一是全面推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按《预算法》科学编制预算，及时分析和报告预算执行情况；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

增强预算约束力；打造“阳光财政”，在政府门户网按时公开政府、全市 110 家预算单位部门预决算及“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公开率 100%。二是继续推进国库集中收付改革。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支付运行机制，规范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操作规程；进一步

强化支出动态监控，累计办理“公务卡”2801 张，报销金额 36 万元；全市 175 家预算单位全面使用“用友 U8”财务软件，全



 

面提高了财务人员工作效率、准确率，资金安全性得到进一步保障。三是深入贯彻减税降费政策。坚决落实落细减税降费相关

政策措施，把该减的税减到位，该降的费降到位，及时研究解决地方和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积极出台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

施，全年共减免税费 7000 余万元。 

 

（五）抓监管，全力保证资金安全 

一是大幅压缩一般公共经费。针对今年突发疫情的特殊情况，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制定出台了《东宁市 2020 年强化财政支

出预算管控清单实施细则》，对年初预算的非刚性、非必要、非急需支出进行压减。全年共压减会议费、接待费、外事经费、办

公用品购置费等 2000 余万元。二是严格财政投资评审。对绥芬河治理工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楼等项目等 146 个项目进行

预（结）算评审，审核资金 4.7 亿元，核减资金 0.7 亿元，审减率 14.9%。三是高效执行政府采购。完成东宁市卫生健康局医疗

救治设备、东宁市绥阳镇足球场项目施工等政府采购项目 633 笔，采购金额 4 亿元，节约资金 5381 万元，节约率 13.5%。 

 

2020 年，财政工作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总体上财政支出远大于收入，收支矛盾异常突出，财政面临前所未

有的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一是财政收入目标实现难。今年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整体效益较低，加之中央及市级出台一

系列疫情防控的减税降费优惠政策，税收和非税收入无源可取。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落实有差距，企业短期行为较重，对地方经

济发展持续性贡献较弱。二是财政重点支出保障难。我市不享受一般转移支付，财政收入持续下滑，可统筹使用财力极其有限，

而支付编外人员工资待遇、落实各项重大政策、偿还政府债务等刚性必保支出规模却居高不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完成上级

各项考核、应急救灾排危等中途增支政策和项目较多，收支平衡难度压力较大。三是财政管理改革推进难。各级各部门仍保持

惯性思维，存在过度依赖财政资金搞建设的思想，对绩效管理认识不够，统筹管理尚未真正发挥效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

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 

                                               东宁市财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