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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阳谷县 2020 年财政决算和 
2021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1 年 9 月 29 日在阳谷县第十八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 

阳谷县财政局局长  孙瑞柱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阳谷县 2020年财政决算和 2021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20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2308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100.2%，加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 264820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7300 万元，调入资金及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0691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4521 万

元，总收入 479640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35859 万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65%，加上解上级支出 31014 万元，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8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6480 万元，

结转下年支出 5979 万元，总支出 479640 万元。当年预算收

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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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3009 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90.57%；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0185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98.56%。（决算口径，含三个街道办事处）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 209412 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105.39%，加上级补助收入 26190 万元，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转贷收入 146100 万元，上年结转等收入 5413 万元，

总收入 387115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32973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99.83%，加政府性基金上解上级支出 146 万

元，债务还本支出 2460 万元，调出资金 48877 万元，结转

下年支出 2659 万元，总支出 387115 万元，收支平衡。 

由于各乡镇无政府性基金收入，上述收支全部为县本级

收支。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只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两个险种。按照基金统筹

级次，因企业养老实行省级统筹，工伤、失业、医疗含生育

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县级不能全面反映省市统筹险种的收支

状况。下同）收入完成 11394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5.08%，

比上年增加 42054 万元，增长 58.50%（主要是根据上级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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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将原单独核算的失地农民社保费，并入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 30668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35234 万元，财

政补贴收入 44826 万元，增值利息、转移收入及失地农民社

保费转入等 33881 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6743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5.00%，比上年增加 6681 万

元，增长 10.99%，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67221 万元，转

移支出、其他支出 216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46504 万元，年

末滚存结余 136654 万元。 

由于各乡镇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上述收支全部为县本

级收支。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9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39 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20 万元。加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12 万元，总收入 71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 万元，调出资金 59 万元，结转下

年支出 12 万元，总支出 71 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由于各乡镇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上述收支全部为县本

级收支。 

上述决算数字，与年初向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的

预算执行数相比略有变化，主要是决算期间，由于汇总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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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数据、上下级结算补助变动等原因，部分数字有所增减。 

（五）政府举借债务情况  

经省财政厅核定、县人大常委会批准，2020 年阳谷县政

府债务限额为 379100 万元。当年共发行政府债券 153400 万

元，其中：新增债券 1447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8700 万元。

当年偿还政府债务本金 8940 万元，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364820 万元，政府债务率为 59%，处于安全绿色等级。  

2020 年，阳谷县新增政府债券 144700 万元，其中：一

般债券 1000 万元，主要用于公厕改造及城区道路建设；专

项债券 143700 万元，主要用于聊阳渠生态环保水环境治理

工程、光电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中心医院、2020 年学前教

育建设项目、棚户区改造、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等 15 个

项目。 

2020 年，上级下达我县再融资债券为 8700 万元，其中，

再融资一般债券 6300 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2400 万元（只

用于置换到期政府债务，不增加政府债务余额)。 

过去的一年，县财政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县各

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县人大有关决议，努力克服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不利因素影响，圆满完成了

财政收支及各项工作任务，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一

是财政收支实现持续增长。坚持把组织收入作为核心任务、



 5 

头等大事，健全税收保障机制，实施消费券奖励政策，全力

抓好房地产行业契税征管。2020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 8.04%，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5.32 个百分点。同时，牢固树

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落实“厉行节约、勤俭办事”

相关规定，“三公”经费下降 16%，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4828

万元，集中财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做

好“六保”“六稳”工作。二是抗疫情促发展成效显著。坚

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统筹各类资金 4256 万元，重点

用于应急救援设备购置、防控物资采购、核酸检测等。筹集

资金 2450 万元，支持畜禽产品储备、健全疫情常态化防控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制定《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财

税政策落实操作指南》，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1.4 亿元；落实

行政事业单位、县属企业减免房租 222 万元。争取上级各类

资金 43.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9.77%，有效对冲疫情不利影

响，助力经济稳定发展。三是保障改善民生持续加力。始终

把民生支出放在财政支出的首位,2020 年民生支出达到

29.87 亿元，进一步兜紧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 1.04 亿元，全力支持促创业稳就业。加强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支持新建改建幼儿园 9 处，推动城区 4 处学校

投入使用。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42元，

全面提升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水平。统筹整合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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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5.5 亿元，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7785 万元，支持产业扶

贫等项目实施，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四是财政改革管

理纵深推进。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全面公开财政

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健全完善预算绩效管理

制度体系，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部纳入预算绩效管理范围，探

索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评估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研究制定山

东景阳冈酒厂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积极推进国有企业负责

人薪酬制度改革，推动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不断

提升国资国企发展水平。全面推行电子招投标活动，实施政

府采购合同融资，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开展代理记

账机构专项检查、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不断严肃各项财经纪

律。 

从 2020 年的财政决算情况看，全县财政运行情况总体

较好，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受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及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

策实施，财政持续增收后劲不足；财政收入结构性矛盾依然

突出，经济发展质量效益需进一步提高；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不断加大，重点事业需要与财力增长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国有企业经营及资产管理绩效意识需进一步提高；乡镇财政

发展水平不均衡；预算绩效管理有待加强。对于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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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

解决。 

二、2021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支持下，

县财政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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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全会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深入挖掘收入潜力，努力优化支出结构，财政运行

总体平稳，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6 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9829 万元，同

比增加 9307 万元、增长 11.56%，完成年度预算的 54.36%，

比时间进度快 4.36 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66735

万元，同比增加 7106 万元、增长 11.92%，税收收入占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4.29%。分部门收入完成情况：税务

部门县级收入完成 70027 万元，同比增加 7454 万元、增长

11.91%，完成年度预算的 50.23%；财政部门完成 19802 万元，

同比增加 1853 万元、增长 10.32%，完成年度预算的 76.57%。 

1-6 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36527 万元，同

比增加 9339 万元、增长 4.11%，完成年度预算的 50.01%，

比时间进度快 0.01 个百分点。 



 8 

由于乡镇没有国库，年度执行中县本级收支与乡镇级收

支合并统计，待年终结算后再分别列示县本级收支和乡镇级

收支。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6 月份，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4176 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15.8%，同比减少 5824 万元、下降 14.56%，

主要是受土地出让条件影响，土地出让进度较慢。1-6 月份，

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48447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

的 160%，同比增加 43337 万元、增长 41.23%，主要是上半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的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较多。 

由于各乡镇无政府性基金收入，上述收支全部为县本级

收支。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6 月份，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5437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43.64%，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13125 万元，

财政补贴收入 20181 万元，增值利息、转移收入等 2131 万

元。1-6 月份，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8813 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50.32%，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38737 万

元，转移支出等支出 76 万元。当期收支结余-3376 万元，期

末滚存结余 133278 万元。 

由于各乡镇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上述收支全部为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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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收支。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6 月份，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23.94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9.9%。 

由于各乡镇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上述收支全部为县本

级收支。 

（五）预备费支出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

今年共安排预备费 3500 万元，已安排使用 3373 万元。主要

支出项目有：1.县卫生健康局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经费、核酸

检测能力提升及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苗接种采购费用 970万

元；2.全县 2020 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奖励资金 384

万元；3.县利民热力有限公司居民高层住宅加压电费补贴资

金 350 万元；4.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波米科技有限公司

液晶取向剂项目补助资金 296 万元；5.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

中心周转房生活用具配备和日常管护资金 232 万元；6.国家

税务总局阳谷县税务局办公楼整修、智慧服务厅改造以及十

分钟便捷服务微厅建设经费 200 万元；7.县房地产服务中心

棚户区改造等房屋征收项目拆迁测绘评估费用 193 万元；8.

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石佛镇车品小镇建设项目开工前

期及厂区平整费用 184 万元；9.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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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阳谷大队道路标线施划资金 175 万元；10.石佛镇上半

年重点项目费用 125 万元；11.大布乡超萌苗木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项目资金 100 万元；12.博济桥街道办事处书香名邸

供热补助资金 85 万元；13.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电商示范村

扶持资金 75 万元。 

预算执行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财政收支实现半年“双过半”。今年以来，县财政

部门始终坚持狠抓收入征管，着力优化支出结构，财政收支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收入方面：坚持以更加

有力措施抓好收入征管，强化税务、自然资源等部门协调配

合，健全税收保障机制，加强涉税信息管理，及时掌握税源、

税收变化情况。充分发挥契税消费券奖励政策效应，深入挖

掘契税增收潜力。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非税收入

应收尽收。1-6 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1.56%，

税收占比达到 74.29%。支出方面：牢牢坚持过“紧日子”的

思想，压一般、保重点，严控“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

着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

障好民生领域和重点项目需求，兜牢“保基本民生、保工资、

保运转”底线。1-6 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

加 9339 万元，增长 4.11%。其中，涉及非营利性服务业核算

的八项支出完成 191947 万元；交通运输、节能环保、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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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等支出分别增长 481.16%、113.92%、85.39%。 

（二）支持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今年以来，县财政部

门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聚焦重点项目精准施策，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一是统筹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1-6 月份，

筹集资金 6.69 亿元，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争取资金 3 亿

元，支持聊阳渠生态环保水环境治理工程、城区雨污分流基

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城区人居环境；拨付资金 7608 万

元，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筹集

民贸民品及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 776 万元，积极申请金融

发展创新引导资金奖励，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拨付泰山

产业领军人才、工业转型发展、科技创新研发奖励等资金

1100 万元，支持高科技人才引进，鼓励企业加强科技研发，

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转型升级。三是不断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1-6 月份，全县争取各类资金 23.6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3.7%（剔除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次性因素，增长

38.1%），其中，争取债券资金 10.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54 亿元（截至报告日，共争取债券资金额度 19.3 亿元，

比上年全年增加 4.93 亿元，增长 34.3%），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巩固减税降费政

策成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三）民生福祉保障兜紧兜牢。今年以来，县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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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保障民生福祉作为财政支出优先方向，1-6 月份，民

生支出达到 18.2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6.97%，财

政支持民生大戏唱得更加响亮。一是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全

面落实生均公用经费、资助金等各项政策，推进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加大乡村教师周转房建设力度，支

持校园消防安全治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二是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政

策，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孤儿等困难群众保障标准，

大力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保障政策

“温度”。三是推进公共卫生服务。落实疫情防控经费支持

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全力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高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标准，不断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进一步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深化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四是助力乡村振兴。筹集资金 10022 万元，实施特

色优势产业项目、特惠保险等，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筹集资金 1500 万元，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申请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各项惠农资金 1.25 亿元，

支持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四）财政改革攻坚加快推进。今年是县委确定的“改

革赋能年”，县财政部门突出抓好财政领域各项改革，加快

完善现代财政制度。一是扎实推进预算管理改革。启动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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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电子化改革，积极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健全

完善预算信息公开机制，全县 77 个预算部门按时将财政预

算信息和“三公”经费信息进行了公开。依托直达资金监控

系统，全面加强直达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及时拨付、惠企利

民。二是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一步健全完善预算绩效

管理制度体系，将设置绩效目标作为进入项目库和预算安排

的前置条件，编制项目绩效目标 451 个，涉及县级资金 13.97

亿元。探索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全成本绩效评价试

点和对下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试点，不断拓展预算

绩效管理领域。三是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基本完成山东景阳

冈酒厂混合所有制改革；开展县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

考核，推进薪酬制度改革。制定出台《阳谷县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 年）》，全力推进各项任务实施。

四是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限额标

准，持续推进线上采购和电子招投标活动，加强政府采购意

向公开，依法处理政府采购投诉事项，切实维护政府采购秩

序。五是强化财政监管。开展乡镇（街道）财务专项整治，

加强基层财政财务管理。组织 2019-2020 年度预决算公开专

项检查，进一步提升预决算公开规范化水平。 

各位委员，总体上看，今年上半年全县预算执行情况良

好，主要财政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财政收支管理工作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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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进展，但也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收入

方面，受减税降费政策继续实施、国际新冠肺炎形势不确定、

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范围扩大等因素影响，财政持续增

收后劲不足；财政收入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持续性高质量

支柱型财源少，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等后续财源还没有反映

到财政增收上来。支出方面，财政各项支出呈刚性增长、居

高不下，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巩固脱贫攻坚、民生政策提

标扩面、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兜牢“三保”底线等因素叠加，

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财政“紧平衡”状态十分明显。 

三、2021 年下半年工作重点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财政改革目标和县委、县政府

工作重点，认真解决好财政决算和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努力完成各项财政任务。 

（一）持续狠抓组织收入，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围绕全

年收入目标，强化收入督导调度，全力抓好收入征管。加强

涉税信息管理，严格征管举措，确保应收尽收。进一步加大

不动产契税征缴力度，深入挖掘契税增收潜力。深化非税收

入两条线管理，不断提升征管质效。 

（二）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

巩固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着力培植壮大财源，夯实财政增收

基础，推动财政经济高质量发展。严格政府债务管理，用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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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专项债券资金，助力重点项目建设，切实发挥债券资金

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作用。 

（三）着力优化支出结构，兜牢“三保”支出底线。坚

持统筹兼顾、精打细算，严把预算支出关口，大力压减一般

性支出，集中财力保障好民生领域和重点项目需求，兜牢“三

保”底线。进一步加强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着力优化支出

结构，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聚力深化改革攻坚。进一

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全面提高预算管理规范化水平。深入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做优做强国有企业。进一步加强投

资评审、政府采购、财政监督等，不断提升财政管理实效。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面对严峻复杂的宏观经

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一定认真落实本次

会议精神，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县人大

的指导和监督，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努力完成各项工作目

标任务，为推动阳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以上报告，请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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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以往所指的“地方财政收入”、

“公共财政收入”或“一般预算收入”。新《预算法》，统一

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

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

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

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

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形成的收支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

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

预算。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七个险种。其中，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实行市级统筹。 

5.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各级财政通过预算超收等渠

道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资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

的收支缺口，以及根据年初预算安排和平衡情况调入预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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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使用。 

6.民生支出：是指一般公共预算中用于教育、社会保障

和就业、医疗卫生、农林水、公共文化和体育服务、住房保

障、生态环境保护等民生社会事业方面的支出。 

7.“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是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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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

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

待（外宾接待）费用。 

8.税收返还：指 1994 年分税制改革、2002 年所得税收

入分享改革、2009 年成品油税费改革后，对原属于地方的收

入划为中央收入部分，给予地方的补偿。包括增值税、消费

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以及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9.转移支付制度：现行上级对地方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

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

府对有财力缺口的地方政府，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地

方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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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10.上解支出：是指下级财政部门将本年度的财政收入，

按照规定上解至上级财政部门的资金支出。 

11.地方政府债券：是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强地

方安排配套资金和扩大政府投资的能力，经国务院批准同

意，根据信用原则、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集资金

的债务凭证，一般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具有还款期限长、利率低等优点，可有力促进重点项目建设，

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 

12.抗疫特别国债：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由中

央财政统一发行，用于支持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

建设的特殊国债。 

13.预算绩效管理：由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管

理、绩效评价实施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应用管理共同

组成的综合系统。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要将绩效理念融入预

算管理全过程，使之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一起

成为预算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步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

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

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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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阳谷县决算表 

2：2020 年阳谷县转移支付决算情况说明 

3：2020 年阳谷县地方政府债务决算情况说明 

4：2020 年阳谷县预算绩效开展情况 

5：2020 年阳谷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