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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县政府 2020 年决算相关重要事项说明

一、安溪县本级支出决算说明

2021年 8月 26日安溪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安溪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2020 年安溪县财政收支决算草案的议案》，2020 年县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685,881万元,同比上年723,848万元减少37,967

万元，下降 5.2%,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4,463 万元，同比上年 56,806

万元增加 7,657 万元，增长 13.48%，主要原因是增加专项普查

活动支出 795 万元、增大税收征管力度相应增加税收的一般行政

管理事务支出 1,294 万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相应增加招商引资

支出 1,030 万元、县综合档案馆建设资金 3,969 万元。

（二）国防支出 321 万元，同比上年 512 万元减少 191 万元，

下降 37.30%，主要是减少了民兵训练工作经费。

（三）公共安全支出 39,643 万元，较上年 37,311 万元增加

2,332 万元，增长 6.25%，主要是增加了公安行政运行 5,632 万

元，减少公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532 万元。

（四）教育支出 209,419 万元，较上年 190,066 万元增加

19,353 万元，增长 10.18%。主要原因是投入资金 28,000 万元用

于新（改）建 12 所公办幼儿园、中小学校，实施城区扩容、薄

弱校改造和提升工程，全面改善办学条件，落实义务教育“两免

一补”政策，增加为民办实事项目预算，普通教育支出增加 18，

107 万元（其中：增加学前教育 2,806 万元、小学教育 5,333 万

元、初中教育 3,485 万元、高中教育 2,849 万元，其他普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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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3,634 万元）、职业技术教育支出增加 1,944 万元、减少教

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253 万元等。

（五）科学技术支出 5,655 万元，较上年 7,643 万元减少

1,988 万元，下降 26.01%，主要原因减少技术研究与开发预算。

（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2,701 万元，较上年 12,641

万元增加 60 万元，增长 0.47%，基本与上年持平。文化体育与

传媒支出主要是继续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免费开放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文化馆、体育馆和综合文化站，实施农村数字电影放映

工程，支持文物保护、体育竞赛和全民健身活动，加快乡村旅游

建设。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798 万元，较上年 47,187

万元增加 19,611 万元，增长 41.56%，主要原因是重点支持城乡

低保、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残疾人两项补贴

等方面支出，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全面覆盖我县城乡。

其中：增加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6,900 万

元、就业补助支出增加 1,276 万元、增加养老服务及其他社会福

利支出 2,512 万元、增加残疾人生活和护理等支出 614 万元、增

加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2,603 万元、增加财政对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5,211 万元等。

（八）卫生健康支出 56,120 万元，较上年 44,049 万元增加

12,071 万元，增长 27.4%。主要原因是持续深化医改工作，增加

3,285 万元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药品耗材零差率补助等；投入

8,200 万元，支持疫情防控。

（九）节能环保支出 17,195 万元，较上年 20,503 万元减少

3,308 万元，下降 16.13%。主要原因县环保局隶属省级，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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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直单位，减少机关行政运行及管理事务费用 538 万元、减少自

然生态保护支出 4,275 万元、减少天然林保护 189 万元、减少可

再生能源支出 176 万元、增加污染防治 1,190 万元和其他节能环

保支出 602 万元等。

（十）城乡社区支出 60,740 万元，较上年 157,621 万元减

少 96,881 万元，下降 61.46%。主要原因是减少城乡社区公共设

施支出 70,124 万元、减少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6,564 万元等。

（十一）农林水支出 75,695 万元，较上年 75,235 万元增加

460 万元，增长 0.61%,与去年相对持平。农林水支出主要是整合

筹措扶贫资金 13,800 万元，全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大力推

进产业扶贫项目，确保扶贫等政策落到实处；投入 40,400 万元，

支持发展特色现代农业和生态绿色农业、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高

标准农田建设、白濑水利枢纽工程、小流域和农村水环境整治、

村级组织运转、村集体经济创收补助及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

奖补，助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23,791 万元，较上年 18,035 万元增

加 5,756 万元，增长 31.92%，主要是增加公路水路运输 2,722

万元（其中：增加公路建设 458 万元、公路养护 4044 万元，减

少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 2,248 万元）、减少车辆购置税用于公

路等基础设施支出 3,484 万元、增加车辆购置税用于农村公路建

设支出 1,957 万元、增加公共交通运营补助 4,635 万元等。

（十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2,187 万元，较上年

8,782 万元增加 3,405 万元，增长 38.77%。主要原因是增加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8,426 万元和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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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支出 1,241 万元、减少制造业支出 6,262 万元等。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381 万元，较上年 4,243 万元

减少 1,862 万元，下降 43.88%，主要原因是减少商业流通事务

支出 1,410 万元和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425 万元等。

（十五）金融支出 248 万元，较上年 230 万元减少 18 万元，

下降 7.83%。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5,867万元，较上年8,351

万元减少 2,484 万元，下降 29.74%。主要原因是减少自然资源

事务 2,529 万元（其中：减少国土整治 3,749 万元、减少土地资

源调查 1,063 万元、增加自然资源规划及管理 809、增加然资源

利用与保护 552 万元、增加自然资源社会公益服务 240 万元、增

加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 630 万元等）、增加气象事务支出

97 万元等。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3,441 万元，较上年 7,984 万元减少

4,543 万元，下降 56.9%。主要原因是支持保障性住房、安居工

程建设，开展公租住房全面清查，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47 户。减

少棚户区改造支出 2,975 万元、减少农村危房改造 900 万元、减

少公共租赁住房 1,138 万元、增加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增加

470 万元。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512 万元，较上年 1,825 万元

减少 313 万元，下降 17.15%。主要原因是减少国家粮油差价补

贴 561 万元、增加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 24 万和其他粮油事务

支出 194 万元与粮油储备 30 万元等。

（十九）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7，933万元，较上年5,562

万元增加 2,371 万元，增长 42.63%。主要原因是增加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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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支出 1826 万元、增加消防应急救援 324 万元、增加自然灾

害防治 440 万元、减少地震事务支出 223 万元等。

（二十）其他支出 51 万元，较上年 282 万元减少 231 万元，

下降 81.91%。

（二十一）债务付息支出 19,641 万元，较上年 18,922 万元

增加 719 万元，增长 3.8%。主要原因是政府债券置换地方一般

债务，增加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1,136 万元、减少地方政

府其他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417 万元。

（二十二）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79 万元，较上年 58 万元，增

加 21 万元，主要是是因增加发行政府债券，用于置换地方一般

债务相应增加的发行费支出。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0年度安溪县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数为0万元，

县级财政没有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三、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2020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县债务限额为 1,090,305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685,368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404,937 万元，

比 2019 年债务限额 912,884 万元新增 177,421 万元，新增债务

已按要求支出项目分类列入预算，并经法定程序报县十七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调整 2020 年财政收支预算。2020 年

底，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860,303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552,499 万元，包括一般债券 552,210 万元和国债转贷及世行亚

行贷款资金 289 万元；专项债务 307,804 万元（均为专项债券）。

我县政府性债务严格控制在省财政厅核定的限额内。

2020 年，我县债券还本付息支出共计 104,464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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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一般债券本金 57,172 万元，一般债券利息 19,534 万元，专

项债券本金 19,134 万元，专项债券利息 8,624 万元。

四、预算绩效开展情况

2020 年，安溪县财政局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

算绩效管理体系，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

对 479 项县级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运行“双监控”。围绕政府性基

金、社保基金等 7 个重大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财政资金

5.54 亿元。构建全覆盖体系，试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绩效目标，政府基金预算绩效目标，将绩效管理覆盖

到所有财政资金，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网络，实现预算

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