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 年威县预算安排情况的说明

2020年全县预算编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133456”

目标路径和“两抓两促”“三个更加注重”总体战略深入落实。

严格执行《预算法》，不断强化收入征管，依法组织收入；树牢

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提高

支出效益；深化财税改革，强化资金监管；严格政府债务管理，

防范债务风险；实现财政收入增速、增量双双高于全市各县平均

水平，全部财政收入比“十二五”末翻一番，助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一、 2020 年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67338 万元，增长 7%，

加上税收返还收入 9668 万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172875 万

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449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5000 万元，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06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0412 万

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 273802 万元。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安排 273802

万元。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8561 万元，其中：



县本级支出 247796 万元，乡镇（区）支出 20765 万元；上

解上级支出 24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5000 万元。

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153582 万元，其中：

本级收入 129708 万元，上年结余 10325 万元，上级补助收

入 1549 万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12000 万元。根据收支平

衡的原则，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153582 万元，其中：

本级支出 142882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0700 万元。

二、全县 “ 三公 ” 经费安排情况

按照 2020 年 “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支出较上年只减不增的

要求，2020 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1620 万元，比上年预

算下降 9%，其中，公务接待费 55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1020 万元，因公出国费 50 万元。全县“三公”经费较上年

安排有所下降。三公”经费支出较上年减少主要原因一方面是

2020 年县委政府对部门预算安排要求要厉行节约；另一方面是

在落实财政部“一般性支出压减 5%”的要求时主要压减了“三

公”经费支出，因此“三公”经费支出较上年有所压减。

三、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0 年威县对 17 个乡镇和开发区共安排转移支付

21671 万元、其中一般转移支付 14942 万元、专项转移支

付 6729 万元。

四、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0 年需安排安排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付息 9380 万元，

其中：偿还一般债券到期本金 5000 万元，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资



金安排 500 万元，通过借新还旧再融资方式解决 4500 万元。支

付一般债券利息、手续费 4400 万元，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安

排。

2020 年县级财政收支矛盾异常尖锐，为支持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等公益性事业发展，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拟按省统一

部署，向省申请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收支暂未列入

年初预算草案，待省下达我县 2020 年地方一般政府债券限额后，

再编制县级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执行。

五、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0 年威县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规范政府采购

预算的编制及执行，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率，按照《政府

采购法 》的规定和《河北省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

（冀财采[2016]40 号）确定的政府采购范围，编制政府采购预

算。2020 年全县纳入政府采购预算资金共 9850 万元，涉及 40

个部门。未编报政府采购预算的部门单位，一律停止办理政府采

购项目。政府采购预算一经批复，各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政府

采购预算办理政府采购执行计划 。未列入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

不得实施政府采购计划。年度内确因工作原因，需调整政府采购

预算的，应按预算调整的相关手续办理。

六、绩效预算开展情况说明

（一）、工作推进情况

1、健全机制，创新管理，扎实推进绩效预算改革。一是



建立规范的绩效预算管理结构。在全面梳理 2020 年“部门

职责 —工作活动”目录基础上，结合实际，参照省模板，

梳理了 383 条部门职责，756 条工作活动，2832 条绩效指标。

二是实行绩效目标指标管理。严格审核本级“部门职责”、“工

作活动”、“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指标，确保各层级绩效目

标指标设置科学、规范，可量化、可审核、可评价。三是健

全机制，强化培训。建立了局长潘国军任组长的绩效预算改

革领导小组，认真制定《实施方案》，扎实有效推进绩效预

算改革。同时，认真传达省厅关于示范县建设要求，结合实

际制定了《示范县创建实施方案》，明确了责任分工，各司

其职推进工作。为确保改革实效，县财政局分四期召集县直

预算单位和各乡镇主管副职和财务人员，开展绩效改革工作

培训，组建了工作群，交流情况，破解难题，推进工作。

（二）严格要求，规范达标，全面规范预算管理。一是

规范编制政府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编制了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三本预算，除县本级预

算收入外，将预计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

付或上级已有明确分担比例的专项转移支付、债务收入、调

入资金等列入年初预算，将所有预算资金纳入财政统一安排

支出，做到预算一个盘子、收入一个笼子、支出一个口子，

促进财政资金优化配置。二是规范编制部门预算。对所有部

门实行部门绩效预算管理，收入方面，将罚没收入、行政性

收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部门预算，

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支出方面，分设基本支出和项目



支出，编制了“三公经费”预算和政府采购预算，降低年初

预留，提高了部门预算到位率。三是全面实行项目库管理。

按照省厅规定的 12 大类、30 小类项目分类和编报格式，编

制项目支出预算，结合实际，规范了项目报送审核流程，严

格项目库管理，全面反映项目绩效目标情况。四是加强预算

批复下达。及时批复年初预算，县人代会后，20 日内向各部

门批复预算；及时批复下达转移支付，做到上级转移支付 30

日内批复下达乡财政。

（三）加强调度，严格督导，预算执行管理扎实有效。

一是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强化支出协调督导，坚持每月召开

一次预算部门支出调度会议，严格预算执行进度考核，以县

政府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快预算支出进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建立了预算执行与下年预算安排挂钩机制，每月通报各部门

支出进度，严格督导问责。同时，对执行中上级新增转移支

付，提前做好项目储备、遴选、论证、审核等工作；对实行

验收拨付或报账制的项目，做到简化程序，明确时限，尽快

拨付。二是加强执行绩效监控。把绩效运行作为财政预算执

行监控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年初确定的绩效目标指标，动

态监控各项资金支出和项目运行，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资

金拨付要结合项目绩效目标指标实现情况，对偏离绩效目标

指标的项目，暂停拨付资金，或者调整预算。

（四）制订规划，结果运用，认真开展绩效监督评价。

一是加强绩效监督评价。财政监督的重点由合规性检查，向

合规性与监督评价并重转变。采取部门自评与财政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全面开展绩效评价。各部门负责“预算项目”层

面的绩效评价，对年度完成情况全面自评；财政部门负责“工

作活动”层面的绩效评价，并对重点领域、重大预算项目进

行再评价。二是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

算安排挂钩机制，及时反馈绩效评价结果并督促部门整改提

高，完善挂钩机制，切实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下年度预

算的重要依据。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其他说明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