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化县本级 2022 年财政预算公开相关事项的说明

一、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情况说明

循化县 2022 年年初预算总收入 216727 万元，较上年

年初预算增加 141728 万元，增长 52.9%。其中，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2601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 12625 万元

减少 24 万元，下降 0.19%，较上年实际完成数 11832 万元，

增加 793 万元，增长 6.5%；上级补助收入预告 157407 万元，

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33727 万元，增长 27.27%；调入稳定

调节基金 3740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9319 万元，较上年

年初预算 5423 万元增加 3896 万元。2022 年循化县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安排 215484 万元。

2022 年循化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601 万元，较

上年实际预算完成数增加 793 万元，增长 6.5%，主要根据

年度经济发展以及实施减税降费等因素预计。

收入情况 ：税收 5973 万元，非税收入 6628 万元；



其中（一）增值税 2051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

加 264 万元，增长 14.8%。

（二）企业所得税 402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52 万

元，增长 14.9%。

（三）个人所得税 422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54 万

元，增长 14.7%。

（四）资源税 7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 万元，增

长 16.7%。

（五）城市维护建设费 247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32

万元，增长 14.9%。

（六）房产税 145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9 万元，

增长 15.1%。

（七）印花税 56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7 万元，增

长 14.3%。

（八）城镇土地使用税 42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5



万元，增长 13.5%。

（九）土地增值税 119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5 万

元，增长 14.4%。

（十）车船税 486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63 万元，

增长 14.9%。

（十一）耕地占用税 1546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99

万元，增长 14.8%。

（十二）契税 450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58 万元，

增长 14.8%。

（十三）非税收入 6628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持平。

支出情况：2022 年循化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15484 万

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74826 万元，增长 53.19%。

具体安排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2583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

算减少 57 万元，下降 0.25%；公共安全支出 6495 万元，较

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390 万元，增长 6.39%；教育支出 39252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3798 万元，增长 54.2%；科学

技术支出 211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64 万元，增长

43.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602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

算增加 3313 万元，增长 144.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366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421 万元，增长 4.7%；卫生健

康支出 20417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8548 万元，增长

72.%；节能环保支出 8968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算加 5324

万元，增长 146.1%；城乡社区支出 11203 万元，较上年年初

预算增加 9020 万元，增长 413.2%；农林水支出 52462 万元，

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28995 万元，增长 123.6%；交通运输

支出 3198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734 万元，增长

118.4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20 万元，较上年年初

预算减少 1290 万元，下降 85.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24 万

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819 万元，增长 780%；自然资源

海洋气象等支出 1754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540 万元，



下降 23.54%；住房保障支出 5276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

少 1776 万元，下降 25.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298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3752 万元，增长 687.2%；其他

支出 9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80 万元，增长 533.3%；

债务付息支出 104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04 万元；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056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056 万元；预备费 1243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73 万

元，增长 16.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循化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24672 万元，较上年执行

数减少 28330 万元，下降 54.06%。

主要基金项目收入执行情况：

1.上年结转 20653 万元。

2.上级财政补助收入预告 1019 万元。

3.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3000 万元(土地出让金 2850 万元，



污水处理费 150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4672 万元，较上年预算执行减少

7077 万元，下降 22.3%。

主要基金项目支出执行情况：

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4081 万元。

2. 污水处理费 219 万元。

3.其他旅游发展 291 万元。

4.移民补助 978 万元。

5、彩票公益金 311 万元。

6、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38 万元。

7、项目专项债券 18754 万元。

三 、 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2 年循化县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不编制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和支出预算。

四、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由

省级统筹预算，失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及生育保险基金由市级统筹预算。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基金预计收入 5144 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加

344 万元，增长 7.2%。全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计

支出 3161 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加 159 万元，增长 5.3%，

累计结转 16650 万元。

五、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 157407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33727

万元，增长 27.3%。其中：返还性补助 2403 万元，与上年

持平；一般性转移支付 96027 万元（其中包括增资补助 1453

万元），增加 3910 万元，增长 4.2%；专项转移支付 58977

万元，增加 29817 万元，增长 102.3%。

1994 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引入了税收返还制度。

现行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



成品油价格返还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以及营改增税收返还，

其性质是维护既得利益,是旧体制的延续,不具有均等化功

能。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一种财力性补助，为均衡地区间的基本财

力，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转移资金，这类转移支付主

要包括体制补助、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奖补资金、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固定数额补助、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贫困地区转移支

付，以及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

保、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住房保障、灾害防治及

应急管理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规

模最大，是有效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的

一项重要财政制度。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按照相关标准和计

算方法，采取因素法编制（由省级分配下达）。专项转移支



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设立，用于办理特定事项

的转移资金。专项转移支付按照集中资金、突出重点、专款

专用的要求，重点用于公共安全、文化体育

与传媒、农林水、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交通

运输、节能环保等领域。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根据项目对应的

具体管理办法，采取项目法或者因素法编制（由省级分配下

达）。

六、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全面实施绩效目标管理

2021 年县级部门预算的所有项目列入绩效申报范围，

设定绩效目标，开展绩效监控评价。2021 年有 57 个单位

申报项目绩效目标 139 个，金额总计 12416.41 万元。按

照要求，2021 年所有县级专项绩效目标随同预算草案报送

人大。通过人代会后的项目绩效目标全部下达给预算单位，

涉及预算单位 57 个，项目 139 个，资金量 12416.41 万元。



《关于下达 2021 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的批复》（循财绩

字[2021]154 号）

（二）全面开展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评价工作

制定《循化县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循财绩字

〔2021〕110 号），在预算单位自评的基础上，委托第三方机

构完成了 57 个预算单位的综合绩效考评，覆盖面达到 100%，

评选出了 6 个优秀单位，40 个良好单位，10 个合格单位，

及格单位 1 个。

（三）开展 2021 年重点专项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制定印发了《关于下达循化县 2020 年重点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计划的通知》（循财绩字〔2021〕356 号），确定重点

专项评价项目，选择公众关注度高的重点民生类的项目作为

考评范围。在预算单位开展自评的基础上确定重点专项再评

价项目 12 个，涉及资金量 9381.68 万元。委托第三方机

构完成重点专项考评。评选出了 3 个优秀项目，5 个良好项



目，一般项目 4 个。

2021 年通过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工作，激励

各单位的绩效意识，对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单位和项

目给予奖补,优秀单位 6 个，每个单位奖励 1 万元，优秀项

目 3 个，每个单位奖励 5000 元，奖补资金共计 7.5 万元。《循

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1 年度预算部门管理综合

绩效考评和重点专项支出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奖补的批复》

（循政〔2021〕352 号）

七、 政府性债务情况

（一）2021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循化县系统内政府债务余额 14849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84591 万元（其中向国际组织借款

12198 万元）；专项债务 63900 万元。 各项债务指标控制在

预警线以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债务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适应。



（二）海东市下达循化县 2021 年政府债务余额限额情况：

海东市下达循化县政府债务余额限额 175694 万元，一般债

务 109794 万元，专项债务 65900 万元。截至 2021 年底，

循化县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海东市批准下达的债务限额以

内（东财预字（2021）1049 号）。

八、 名词解释

1. 政府预算体系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预算由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共同构成。《预算法》规定：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保持完整、

独立。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应当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

2. 积极财政政策 ：也称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政府为防止经

济衰退而采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通过增发国

债，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政府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等



财政手段，促进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扩大社会总需求，拉

动经济增长。

3. 一般公共预算 ：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

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行使、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

支预算。

4.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政府通过社会征收基金、收费，

以及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

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

法律法规建立、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具

体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

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指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从政府出资企

业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



各项收支预算。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增强政府的

宏观调控能力，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建立健全

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

略性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集中解决国有企业发展

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7. 部门预算 ：是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

系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

通俗的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账”。

8. 财政收入 ：是政府为履行经济社会管理职能需要而筹集

的货币资金，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形式，也是政

府履行职能的财力保障。

9. 非税收入 ：是由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单位依法利用

行政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

服务而征收、提取、募集的除税收和政府债务收入以外的财



政收入。

10. 财政支出：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

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支付。近年来，全省财政收入

增速趋缓，但各项重点刚性支出规模持续扩大，如何进一步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厉行节约，

严控一般性支出，提高支出绩效，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是

编制支出预算面临的新挑战。

11. 预算信息公开：是指除涉密信息外，所有涉及财政资金

情况的公开，包括预算收支安排、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决

算情况、绩效评价、财税政策和预算管理制度以及各部门单

位涉及财政资金的管理制度等的公开。

12.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为 P PPP 模式）：指在

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由

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

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



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

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13. 财政存量资金：是指存放于财政部门及预算单位而未形

成实物工作量的各类财政性资金（亦即结余结转资金）。

14.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为了保持财政收支预算平稳运

行而建立的预算储备资金，其目的是以丰补歉。按照有关规

定，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主要从以下渠道筹集：公共财政预算

当年超收收入、公共财政预算财力性结余、政府性基金滚存

结余、统筹整合的专项资金和财政存量盘活资金。调节

基金主要用于弥补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的收支缺口，弥补年度

预算执行终了因收入短收形成的收支缺口，解决党委、政府

决定的重大事项所需资金等。在安排或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

反映，调入使用基金时在收入方反映。

15. 政府购买服务：指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和采购目录，

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或通过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服务事



项，以合同方式交予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根据后者

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

费用。其主要方式是“市场运作、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

同管理、评估兑现”，主要涵盖大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特别

是养老、教育、公共卫生、文化、社会服务等。

16.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指政府财政部门按年度编制以

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制度，报告的内容

主要包括政府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等)及其解

释、财政经济状况分析等。这项制度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财

政决算报告制度仅报告当年财政收入、支出及盈余或赤字的

框架，能够完整反映各级政府所拥有的各类资产和承担

的各类负债，从而全面反映各级政府真实的财务状况。

17. 政府投资基金：是指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

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

式，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的资金。按照相关规定，投

资基金设立应当由财政部门或财政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报本级政府批准，并控制设立数量，不得在同一行业

或领域重复设立基金。政府投资基金应按照“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运作，主要用于

支持创新创业、中小企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18. 预算绩效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政府公共部门目标

实现程度为依据，进行预算编制、控制以及评价的一种预算

管理模式。其核心是通过制定公共支出的绩效目标，建立预

算绩效考评体系，逐步实现对财政资金从注重资金投入的管

理转向注重对支出效果的管理。我省出台实施的财政预算管

理综合绩效考评机制，是以财政支出绩效为重点，涵盖所有

财政资金，对基层财政和预算部门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管

各环节的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考评的一种管理制度，以加



快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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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绩效管理模

式，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财政、财务管理水平，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

19. 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债务）：是指地方

政府依法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

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债券、经清理甄别认定的截止 2014 年

末存量政府债务、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

政府贷款转贷债务。主要分为两类：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 ：是指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主要

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的政府债务，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

债券融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务：是指为有一

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

收入偿还的政府债务，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融资，纳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20.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是指因地方政府提供直接或

间接担保，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时，政府负有连带偿

债责任的债务，是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一种。

21.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集中采购 ：

是指采购人将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委托集中采购机构

代理采购或者进行部门集中采购的行为。分散采购 ：是指

采购人将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

自行采购或者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的行为。

22. 财政性资金：是指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以财政性资金

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金，视同财政性资金。

23. 预算管理一体化：是以系统化思维整合预算管理全流

程，建立各级财政统一的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将管理规则

嵌入信息系统，构建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制度+技术”的



管理机制，解决当前各级财政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运用信

息化手段推动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全面提高各级预算管理规

范化、标准化和自动化水平。 主要内容包括 ：全国政府预

算管理一体化、全国预算数据管理一体化、各部门预算管理

一体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一体化、预算全过程管理一体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