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化县本级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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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年初预算总收入 213239 万元，较上年年

初预算减少 2424 万元，下降 1.12%。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收入安排 16000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 13722 万元增

加 2278 万元，增长 16.6%，较上年实际完成数 19836 万元，

减少 3836 万元，下降 19.34%；上级提前下达补助收入 166528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3214 万元，增长 8.62%；动用

稳定调节基金 7326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2244 万元，

下降 23.45%，上年结转收入 2252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

下降 13830 万元，下降 38.04%，非义务教育收入专户收入

860 万元。2024 年循化县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本级支出安排

206542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8126 万元，下降 3.79%，

上解支出 4782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4782 万元，债务

还本支出 105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60 万元，增长



6.03%。

2024 年循化县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本级收入 16000 万元，

较上年实际预算完成数减少 3836 万元，下降 19.34%，主要

一次性收入测算减少等因素预计。

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本级收入情况 ：税收 7000 万元，非税收

入 9000 万元。其中：

（一）增值税 296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166 万

元，增长 5.94%。

（二）企业所得税 5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25

万元，增长 100%。

（三）个人所得税 42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减少 1

万元，下降 0.24%。

（四）资源税 1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3 万元，

增长 42.8%。

（五）城市维护建设费 32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增



加 80 万元，增长 33.3%。

（六）房产税 15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减少 17 万元，

下降 10.18%。

（七）印花税 7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8 万元，

增长 12.9%。

（八）城镇土地使用税 26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减

少 93 万元，下降 26.34%。

（九）土地增值税 12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减少 7

万元，下降 5.5%。

（十）车船税 60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6 万元，

增长 1.01%。

（十一）耕地占用税 139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1142 万元，增长 460.48%。

（十二）契税 650 万元，较 2023 年执行数减少 43 万元，

下降 6.2%。



（十三）非税收入9000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减少5105

万元，下降 36.19%，主要是专项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减少。

2024 年循化县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本级支出安排 206542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8126 万元，下降 3.79%，主要是

提前下达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减少。

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本级支出情况：2024 年循化县一般公共预

算地方本级支出安排206542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8126

万元，下降 3.79%，具体安排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8924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574 万

元，增长 3.13%；公共安全支出 7472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

减少 159 万元，下降 2.08%；教育支出 40965 万元，较上年

年初预算减少 1953 万元，下降 4.55%；科学技术支出 172 万

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58 万元，下降 25.22%；文化旅游

体育与传媒支出 2574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740 万元，



下降 22.3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8372 万元，较上年年初

预算增长 7279 万元，增长 23.41%；卫生健康支出 20780 万

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413 万元，下降 1.95%；节能环保

支出 5687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1161 万元，下降

16.95%；城乡社区支出 8631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4293

万元，增长 98.96%；农林水支出 4197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

算增长 6511 万元，增长 18.36%；交通运输支出 5052 万元，

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12467 万元，下降 71.16%；资源勘探工

业信息等支出 654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21 万元，增

长 22.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60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

少 230 万元，下降 58.97%；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27 万

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89 万元，下降 8.76%；住房保障支

出 6236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4 万元，增长 0.23%；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917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237 万元，下降 7.51%；其他支出 3140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



算减少 9907 万元，下降 75.93%；债务付息支出 569 万元，

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373 万元，增长 190.31%；预备费 133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23 万元，增长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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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75 万元，较上年预算

数增加 11981 万元，增长 51.65%，主要基金项目收入安排情

况：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1597 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 90 万

元，下降 5.33%；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4600 万元(土地出让

金 24500 万元，污水处理费 10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8978

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 6429 万元，下降 41.73%。

循化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5175 万元，较上年预算执行

减少 13464 万元，下降 27.68%；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1981

万元，增长 51.65%。主要基金项目支出安排情况：城乡社区

支出 24992 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 18552 万元，增长

288.07%。农林水支出 1393 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 743 万



元，增长 114.31%；其他支出 8790 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

7356 万元，下降 45.56%。

三、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4 年循化县无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无上年结转及上

级提前下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不编制国有资本经营收

支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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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循化

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6447 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

加 1656 万元，增长 34.56%。2024 年循化县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安排 4086 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 767 万元，增长

23.11%，累计结转 43436 万元。



五、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4年循化县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166528万元，

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3214 万元，增长 8.62%。其中：返还

性补助 2403 万元，与上年持平；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62728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4711 万元，增长 9.94%（其中：

财力性转移支付收入 108505 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

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17851 万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收入 29573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397 万元，较上年

年初预算增加 906 万元，增长 1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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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县级部门预算的所有项目列入绩效申报范围，

2024 年部门预算绩效目标预算部门申报项目 381 个项目，申

报资金 36326 万元；批复 562 个项目，涉及资金 68997 万元。

核减资金 14556 万元，项目 13 个。县级部门一般预算新增

项目 200 万元以上（含 200 万元）须填报事前绩效表，做事

前绩效评估，当年无 200 万元以上县本级项目。

（二）全面开展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评价工作

2024 年循化县 57 家预算单位 562 个项目支出全部编制

绩效目标，县财政局逐一审核，加强源头管控。

（三）开展 2024 年重点专项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一是加强目标绩效管理。按省市财政要求中，各部门一



般预算新增项目 200 万元以上（含 200 万元）须填报事前绩

效表，做事前绩效评估，我县在预算编制时当年无 200 万元

以上县本级项目。同时对预算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加强审核、

合理保障，所有项目必须有明细的资金测算，对无具体内容、

无明细支出测算的，或支出测算不够细化的项目，一律不予

安排。在县人大批复后，与预算批复同步批复全县 57 个预

算单位的绩效目标，同时将不涉及秘密的项目绩效信息同预

算公开一并在网站。

七、 政府性债务情况

（一）2023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循化县系统内政府债务余额 190382 万

元，其中：一般债务 103536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92426 万

元，向国际组织借款 11110 万元）；专项债务 8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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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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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26 万元，一般债

务 104980 万元，专项债务 88846 万元。截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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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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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