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江川区地方财政预算编制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2018 年江川

区部门预算支出安排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统筹安排、保障民

生。经费支出预算安排顺序：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保其他民生－保债务还本付息－保促发展。二是集中财

力、突出重点。清理长期固化和非急需支出的项目，改变以

往支出项目“只增不减”的固化格局，切实把相对分散的财

力科学集中起来，精准投入；预算安排聚焦区委、区政府的

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分清轻重缓急。三是细化预算、科学

配置。认真落实《预算法》及支出经济分类改革的要求，各

项预算支出按功能科目细化到项，分别按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和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细化到款，编实、编细、编准预算。四

是讲求绩效、提高效益。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控“三

公经费”及业务工作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最大限度地压缩行

政成本；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加大评价结

果转化运用力度，落实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从源

头上提高预算的可执行性和约束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

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具体情况说明

1.安排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 26,020 万元，比上年决



算减少 13609 万元，减少 34.3%。

2.安排国防支出预算 227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 37 万

元，增长 512.2%。增加的原因是武警、消防保障经费增加。

3.安排公共安全支出预算 7,372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

1,780 万元，减少 19.4%。

4.安排教育支出预算 35,628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

7,144 万元，减 16.7%。减支原因主要是：抚仙湖托管人员

划出及工程建设放缓项目资金减少。

5.安排科学技术支出预算 3,166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

1,566 万元，减少 33.1%。

6.安排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 2,549 万元，比上年决

算增加 20 万元，增长 0.8%。新增资金主要用于：养老保险

并轨改革等政策导致的人员经费增支等。

7.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 23,901 万元，比上年决

算减少 3,700 万元，减少 13.4%。

8.安排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预算 16,542 万元，比

上年决算增加 1,948 万元，增长 13.4%。新增资金主要用于：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补助增加的支出。

9.安排节能环保支出预算 8,957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

372 万元，减支 4.0%。

10.安排城乡社区事务支出预算 9,534 万元，比上年决

算减少 16,231 万元，减支 63%。减少资金主要原因：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建设任务减少等。

11.安排农林水支出预算 33,437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

28,526 万元，增长 589.3%。新增资金主要用于：扶贫脱贫攻

艰方面的支出。

12. 安排交通运输支出预算 3,023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

加 1427 万元，增支 89.4%。增加原因主要是：玉江高速、

澄川高速、扶贫乡村道路建设项目等。

13.安排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预算 1,518 万元，比上年

决算增加 425 万元，增 38.9%。增加原因主要是：产业发展

项目、安全监管方面支出增加。

14. 安排商业服务等支出预算 1,007 万元，比上年决算

增加 691 万元，增长 218.6%。新增资金主要用于：招商引

资、企业补助等方面的支出。

15.安排金融支出预算 0 万元，比上年决算持平。

16.安排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预算 4046 万元，比上年决

算增加 5,766 万元，增支 335.2%。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气象

防灾炮点人员经费地加等。

17.安排住房保障支出预算 16,680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

加 13,135 万元，增长 2960.5%。主要原因是：保障性住房项

目投入增加支出。

18.安排粮油物资储备支出预算 340 万元，比上年决算

增加 398 万元，增支 686.2%。主要原因是：粮食安全基金和



上级补助产粮油大县项目。

19.安排预备费支出预算 3,000 万元，与上年年初预算

持平。

20.安排其他支出预算 20,456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

20,461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预留的人员支出经费未细

化到各类科目。

21.债务付息支出 3767 万元，比上年增加 2521 万元。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债券利息增加。

22.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60 万元，比上年增加 43 万元。增

加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一般债券增加。

2018 年预算与 2017 年实际执行数变动大的原因是：

2017 年江川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4023 万元，同比增

5.7%，其中：财政八项支出完成 173574 万元，同比增 37.8%，

财政非八项支出完成 10449 万元，减 78.3%。

二、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具体情况说明

1.安排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20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 25%。增加原因主要是：

上级补助项目资金增加。

2.安排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224 万元，比

上年决算增加 19.1%。增支原因主要是：上级补助项目资金

增加。

3.安排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 50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 25%。增加原因主要是：上

级补助项目资金增加。

4.安排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 34,373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 203.7%。增支原因主

要是：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增加，争取上级土地专项债券

资金 10000 万元。

5.安排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87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 21.6%。 增支原因主要是：债务

付息资金减少。

6.安排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364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 21.4%。减支原因主要是：农业

土地开发项目减少。

7.安排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40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 4.6%。增支原因主要是：污水处理厂项

目费用增加。

8.安排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 186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 20%。增支原因主要是：上级

补助项目资金增加。

9.安排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22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 10%。

增支原因主要是：上级补助项目资金增加。

10.安排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455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 19.4%。增支原因主要是：上级



补助项目资金增加。

11.安排车辆运行费的支出 23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

21.1%。增支原因主要是：上级补助项目资金增加。

12.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2313 万元，比上

年决算增 476.7%。增支原因主要是：支出科目调整和债务还

本付资金增加。

三、 2018 年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2018 年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1.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116,526 万元，其中：返还性

收入 1,444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65,482 万元；

上级专项补助收入 49,600 万元。 具体明细如下：

1.返还性收入 1,444 万元，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 238

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 830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

还 61 万元，其他税收返还收入 315 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65,482 万元， 其中： 均衡

性转移支付收入 11,667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114

万元，固定数额转移支付补助 8,782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6,700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12,360 万

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787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收入 680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2,700

万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784 万元，农村义务教育

等转移支付收入 5,400 万元，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



付收入 3,350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 200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82 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49,600 万元。

（二） 2018 年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使用情况

1.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和返还性收入主要用于人员

供养支出和部门和乡街道正常运转支出、对企事业单位补助

支出、对基层公检法转移支付支出、基本养老金、低保、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综合改革、生态功能区转移支出等。

2.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根据上级下达专项用途安排支

出。

四、“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18 年江川区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严格按

照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有

关文件精神和国务院“约法三章”的要求，以及省委十项规

定和省政府关于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安排部署，进一步

完善“三公”经费管理制度，细化部门“三公”经费预算编

制，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规模，

确保 2018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总规模与 2017 年相比只

减不增。2018 年江川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773.27

万元。其中，安排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公务接待费 402.27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371 万元。

与 2017 年年初预算相比， 2018 年区级“三公”经费财政



拨款预算减少 276.13 万元，下降 26.31%，其中，公务接待

费减少 15.41 万元，同比下降 3.69%；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减少 110.72 万元，同比下降 22.98%。

【 “三公”经费口径】

1.“三公”经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

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纳入区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是指区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

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

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

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

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

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三公”经费预算数是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从年

初预算批复中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预算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3．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的部门均纳入统

计的单位范围，区级各部门“三公”经费，由各部门在其部

门门户网站上公开，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与部门直接联系。

五、地方债务情况说明

根据区人大批复核定我区 2017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0.3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1.83 亿元；专项债务限



额 8.56 亿元。我区 2017 年初债务余额为 17.37 亿元，期末

债务余额为 16.61 亿元，减少 0.76 亿，减 4.4%，其中：一

般债务余额 9.7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6.89 亿元。并未超出

核定的债务限额，相比较 2014 年我区债务风险得到有效控

制，因 2018 年债务限额区人大还未批复，暂定为 2017 的限

额 20.39 亿元。

为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

力，我区抓住省财政厅代地方发行置换债券资金契机，积极

主动向上争取置换债券转贷资金支持。截止 2015 年至 2017

年，我区共争取到新增债券资金 3500 万，地方政府置换债券

转贷资金 118752.42 万元，其中 2015 年置换债券 27118 万

元；2016年置换债券71507.42万元，新增债券资金3500万，；

2017 年置换债券 20127 万元（含专项债券 1400 万元，一般

债券 18727 万元），第一批置换债券资金 8640 万元，第二

批置换债券资金 10690 万元，第四批置换 400 万元，11 月

置换 397 万元。

六、财政相关名词解释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改变财政收入和支出来影

响社会总需求,从而最终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财政政

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通过增加政府投资与刺激消费需求来

拉动经济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发



国债或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扩大政府的公共性支出需求；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减税的方式，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负，

从而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

【“营改增”试点】2011 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既是完善税收制度、营造公平税收环境的重大改革

举措，也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

要发展措施。 2012 年 1 月 1 日，全国在上海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至此，货物

劳务税收制度的改革拉开序幕。 2013 年 12 月 4 日，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 2013 年 8 月 1 日将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2016 年 5 月 1 日起，全国全

面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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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实现

跨年度预算平衡、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方式的重要手段，是

连接中期财政规划与年度预算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有利于保

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强化预算约束，促进宏观

经济稳定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益。



【地方政府债券】是指政府财政部门或其他代理机构为筹集

资金，以政府名义发行的债券，主要包括国库券和公债两大

类。一般国库券是由财政部发行，用以弥补财政收支不平衡；

公债是指为筹集建设资金而发行的一种债券。中央政府发行

的称中央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发行的称地方政府债券。2009

年，国务院《关于发行 2009 年地方政府债券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发〔2009〕 2 号）决定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

为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筹集部分建设

资金。地方政府债券为可流通记账式债券，由财政部按照现

行记账式国债的发行方式，代理地方政府向国债承销团甲类

成员发行，并代办还本付息和支付发行费，债券利率以市场

化方式确定。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后可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通。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要内容。《预算法》第三十五

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须

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

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每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和总限额，由国

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每年各地

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和总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大或其



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各省级

人民政府，并向社会公开。省级人民政府依照下达的限额编

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市县级政府确需

举借债务的，依照省级人民政府下达的限额编制预算调整方

案，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由省级人民政府代为举借。省

级财政部门在批准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内，合理搭配债券期

限，安排债券发行兑付。

【财政存量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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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是：

一是收入已经发生、尚未安排预算的资金，如每年的一般公

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超收收入，年终调整列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或预算周转金。二是预算已经安排、尚未形成

实际支出且尚未列支的资金。三是预算已经安排、尚未形成

实际支出且已经列支的资金。四是不包括当年季节性收支差

额形成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