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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贤县 2020 年县级财政总决算的报告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39 次会议上

进贤县财政局 钟声浪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进贤县 2020

年县级财政总决算情况，请予审议。我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贤县 2020 年全县总

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全县总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提请

县人大常委会最终审查。目前，2020 年全县财政总决算已汇

编完成，并经省财政厅批复。

一、2020 年全县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江西省财政厅赣财预[2021]35 号文批复我县 2020 年财

政收支决算情况是：

2020 年，全县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9795 万元，上

级补助收入 311105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53378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2579 万元，调入资金 173283 万元，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11626 万元，收入总计 771766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86486 万元，上解支出 12259 万元，债

务还本支出 26280 万元，支出总计 725025 元。年终滚存结

余 46741 万元，全部为结转下年支出。

基金预算收入 25370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40657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133717万元，上年结余收入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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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调入基金 1326 万元，基金收入总计 439214 万元。基

金预算支出 282710 万元，上解支出 16055 万元，债务还本

支出 14783 万元，调出基金 107338 万元，基金支出合计

420886 万元。年终基金滚存结余 18328 万元，全部为结转下

年支出。省财政厅批复我县 2020 年度财政收支决算与年初

向人大会议报告的预算执行情况基本一致。

二、2020 年县本级及乡镇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对我县财政总决算的批复情况，按照现行

财政体制及市对我县的结算办法，我们对各乡镇 2020 年财

政决算进行了批复，并正式编制了 2020 年县本级财政决算。

1、2020 年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0587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11105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53378 万元，下级

上解收入 15319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2579 万元，调入资金

173283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11626 万元，收入总计

69787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85474 万元，补助下级支

出 27123 万元，上解支出 12259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6280

万元，支出总计 651136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46741 万元，

全部为结转下年支出。

基金预算收入 25370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40657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转贷收入 133717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9813

万元，调入基金 1326 万元，基金收入总计 4392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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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预算支出 275558 万元，上解支出 16055 万元，补助下

级支出 7152 万元，调出基金 14783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07338 万元，支出总计 420886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18328

万元，全部为结转下年支出。

2、2020 年乡镇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乡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9208 万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 27123 万元，收入总计 116331 万元。乡镇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01012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5319 万元，支出

总计 116331 万元。财政收支平衡。

乡镇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7152 万元，基金支出 7152

万元，基金收支平衡。

三、关于批准预算决议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县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积极应对新冠疫情，

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积极化解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坚持

改革创新，坚持勤俭节约，坚持收支平衡，坚持集中力量办

大事，推动了全县财政经济平稳发展。

一是多措并举保持平稳增长。2020 年以来，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商铺关门、工厂停产，财政经济面临历史以

来最严峻的形势。县委、县政府沉着应对，统筹部署，采取

多种举措，奋力保持社会安定和经济平稳。财税部门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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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收入情况，盯紧税源大户，全

力调度医疗器械重点企业，推动全年财政总收入实现 36.7

亿元，增长 2.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98 亿元，增长 1.35%；

主动扩大财政有效投资，向省财政厅、市财政局争取到一次

性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3.43 亿元，一次性中央直达财力补助

1.33 亿元，争取到低利率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15.05 亿元，

极大的缓解了我县的资金压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心针”

和“稳定剂”

二是千方百计做好统筹平衡。以过紧日子换取人民好日

子，兜住“三保”底线，出台《关于严格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把好财政支出关口的规定》，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及三公经

费规模，严格控制追加，坚持“三保”支出在预算安排和库

款调度方面的优先顺序；始终将清理盘活存量资金作为财政

工作的重点之一，2020 年共盘活存量资金 8.9 亿元，财政资

金使用效率大幅提升；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大土地出让、推进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市场化交易、开展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等

建设性意见，通过多方统筹运作，进一步缓解财政平衡压力。

三是全力推进重大重点项目。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

化解风险、推进重点项目等方面全力以赴做好财政保障。疫

情发生后，财政部门制定了《加强库款保障支持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应急预案》和《进贤财政“三保”应急预案》，在全

市率先拨付疫情防控资金，全年共拨付疫情防控相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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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亿元，拨付医疗物资保障经费 1.4 亿元，为全县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了省、市重点表彰；围

绕“两不愁、三保障”，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共拨付扶贫专

项资金 7535 万元；县财政投入 700 万元，撬动银行贷款规

模 5747 万元用于扶贫发展，带动金融资金加大对农业的信

贷投入；在县级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统筹各类资金近 16

亿元，用于安置房及新区路网建设、拆迁安置、土地整治及

小面积土地开发、中山大道等道路维修、前后李等征迁补偿、

梅庄猕猴桃基地、土地收储等，进一步服务我县重大重点项

目开展，对疫后迅速拉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多方筹

措资金， 2020 年共偿还地方隐性债务资金 20.76 亿元，进

一步减轻了县域财政经济负担，对推动财政持续发展起到了

积极作用。

各位领导，鉴于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我县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复苏仍不稳定，疫情冲击导致

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且当前财政运行还面临一些突出

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各项建设及融资开支增长远高

于财力增速，收支矛盾相当尖锐；经济发展质量快速提升存

在难度，产业基础薄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政府债务、

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等财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六稳”

“六保”对财政管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这些现象要引起我

们高度重视，在今后工作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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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

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今年，我县财政平衡压力巨大，各

项收支矛盾凸现，为进一步做好财政工作，助力经济发展，

年前的工作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抓紧时间出让土地。要深刻认识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

性和“三保”工作的严峻性，要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盘活

“资金、资源、资本”，解决财政困境。尤其要加大闲置土

地处置力度，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管理水平，进一步做好土

地有序出让计划，进一步加大土地出让拍卖力度，研究盘活

土地资源，全力运作好土地市场，确保全县财政经济稳定发

展。认真总结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市场化交易实践，进一步盘

活我县耕地后备资源，进一步推进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市场化

交易，创新和完善耕地占补体系。

二是缩减一切不必要开支。近年来，随着我县经济建设的

日益推进，财政实力也逐步增强。一些人开始抛弃勤俭节约

的作风，大手大脚，认为花钱就是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可以说大手大脚风气不除，财政收入的增长永远也跟不上支

出增长的步子，财力紧张的局面永远都难于改变。市财政将

我县列入“三保”重点监控县，如果“保工资、保运转、保

民生”都出问题，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应对当前财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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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我们将严格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严格树立过紧

日子思想 把好财政支出关口的规定》，严控预算追加，将每

一笔资金用在刀刃上。同时，加大存量资金回收清理，对于

县财政安排的结存在单位账上未使用的资金一律收回，结存

在单位账上的两年以上未使用的专项资金一律收回。

三是做好挖潜增收工作。进一步强化对重大重点项目的

监测，每个部门都要对自身涉及的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的税收

进行监控，未在我县开票的，不得支付工程款；进一步杜绝

随意减免税，严肃税收法规，符合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的要应

减尽减，严格落实，不符合政策的，要做到应收尽收；进一

步组织清理房地产行业税收，特别是土地增值税、耕占税、

契税等税种清理清算，着力挖掘税收增量；进一步继续将财

政往来资金调度与财政收入进度挂钩，将组织收入部门完成

计划情况纳入考评体系，督促财政收入有序均衡入库。

四是适时推进零基预算。按照上级要求，摒弃传统的基数

加增长的模式，适时推进零基预算，将“三保”作为重中之

重，确保工资发放，确保机构运转，确保民生政策落实；对

项目资金全过程实施绩效评价，强力预算约束能力，做到“花

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着力改变“重资金争取，轻项目

管理”的现象，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在全县上下形成

求真务实的理财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