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东市平安区 2024 年政府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情况说明

全区年初总财力安排215231万元，较上年197670万元增长

17561万元，增幅8.88%。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910 万

元，较上年24676万元增长5%，上级补助收入158300万元(返还

性补助789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9561万元，专项转移

支付收入 842万元 )，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556万元，上年结转

12962万元，调入预算稳定基金17503万元。

支出安排215231万元。

（一）收入情况：2024年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

排2591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5 ，具体安排如下：

（1）增值税13803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14%；

（2）企业所得税2400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27%；

（3）个人所得税1400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9%

（4）资源税160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10%；

（5）城市维护建设税3000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9%；

（6）印花税360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9%；

（7）车船税1375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6%；

（8）环境保护税15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25%；

（9）耕地占用税35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45%；

（10） 非税收入3362万元，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31%。

（二）支出情况：2024年预算编制的原则：2024年预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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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按照上级要求在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基础上，压缩不必要开支，控

制非刚性一般性支出，继续压减“三公”经费，严格执行会议、 培

训、差旅等经费管理办法，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二是全力防范

债务风险。政府性债务已进入偿债高峰期，必须统筹财力足额

保障到期债务还本付息，逐步化解存量债务，有效防范和化解

政府债务风险，确保政府债务偿还不出任何问题。三是强化财

政预算执行约束。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区委要求，严格预

算管理，积极推进零基预算，先落实项目后安排资金，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率，并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将制度嵌入系

统，进一步强化预算执行约束力。

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及编制原则，根据海东市平安区经济社 会

发展预期， 2024年海东市平安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15231万元，其中：人员工资类预算支出81160万元，占总支

出

37.71%。基本运转经费预算支出1907万元，占总支出0.89%。上 级

专项资金支出41023万元，占总支出19.06%。各部门和区级重点项

目支出61053万元，占总支出28.36%。安排债务还本付息支 出

16162万元，占总支出7.51%。预备费2300万元，占总支出的

1.07%。上解支出11626万元，占总支出5.4%。

具体分科目安排情况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8968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856万

元，增长4.7%；

国防支出16.3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3.9万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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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17%；

公共安全支出7374.75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41.78万

元，增长1.96%；

教育支出25461.46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4594.48万元， 降

低15.29%；

科学技术支出274.76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64.22万元， 降

低18.95%；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730.48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

少208.86万元，下降10.7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463.61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8613.5万元，下降22.62%；

卫生健康支出16488.98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1217.34

万元，下降6.87%；

节能环保支出9120.72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7773.02万

元，增长576.76%；

城乡社区支出7506.02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17320.98

万元，下降69.77%；

农林水支出40318.92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6854.46万

元，增长20.48%；

交通运输支出6851.71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601.65万

元，下降8.07%；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32.43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949.56

万元，下降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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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994.74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

少50.11万元，下降1.65%；

住房保障支出6727.53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2035.73万

元，下降23.23%；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026.77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

少973.07万元，下降48.66%；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33.46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1.06万元，增长9.04%；

其他支出1236.25万元，比上年增长100%。

安排债务付息支出1301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3599万

元，下降73.45%；

预备费2300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300万元，增长15%；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275.25万元；

二、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4年，全区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3256万元，较

2023年初预算安排增长-59%，较2023年执行数增长-37%。其中：

本级收入22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45万元、上年结转收入2890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3256万元。

（一）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财力3256万元，其中：

污水处理费收入221万元，上年结转2890万元，省级专项补助收

入145万元。

（二）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3256万元，其中：

1.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443万元；



- 5 -

2.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9.98万元；

3.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0.03万元；

4.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支出1185.98万元；

5.由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40.29万元；

6.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支出16.45万元；

7.债务付息支出1301万元；

8.其他基础设施建设258.8万元

三、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年结转资金13.77万元，当年安排支出

13.77万元。2024年海东市平安区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不 编

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预计参保人数达57886人，预计当

年基金收入5812万元，其中：个人缴费收入1202万元，利息收

入26万元，政府补贴收入3994万元，转移收入21万元，委托投

资收益566万元，其他收入3万元，上年结余28584万元。

预计2024年，领取基础养老金人员达14560人，支出4522万

元，其中：基础养老金3667万元，个人账户养老金714万元，转

移支出15万元，丧葬抚恤补助支出125万元，其他支出0.35万元。 本

年收支结余1290万元，滚存结余29874万元。

五、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4年海东市平安区上级补助收入158300万元，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745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8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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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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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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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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面设置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及项目绩效目标，并

作为预算编报的重要必备内容。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对未按要

求设定绩效目标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安排预算。财政预算绩效

目标拓展到所有预算单位和财政资金，涵盖部门整体支出和项

目支出，涉及57个预算单位和6942个项目，总共80094万元财政资

金。

（二）绩效评价进展情况

（1） 单位预算绩效自评方面，按照考评工作“全覆盖”

的要求，将全区 57个预算单位全部纳入考评范围并督促各预算

单位及时报送了单位自评报告及相关支撑资料，对各预算单位 预

算绩效自评工作情况进行了审核。

（2） 部门综合预算管理绩效考评方面，在 2023年全区各

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工作“全覆盖”的基础上，将全区所有预算

单位进行了预算管理综合绩效再评价，实现了再评工作的 “全

覆盖”。采取财政与第三方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从部门预算编

制、执行、专项资金管理、财政资金使用规范性等方面进行了

综合绩效再评价。

（3） 重点支出绩效考评方面，按照突出重点的原则选择了

2023年选择了对 海东市平安区古城乡牦牛产业园建设项目、

沙沟乡桑昂村示范村牛羊养殖建设项目、洪水泉至红崖公路改

建工程、平安区凤凰山公墓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等公共服务

型强、社会关注度高的21个重点项目，委托第三方机构从项目

的投 入、过程、产出、效果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涉及金额1.44

亿元。通过绩效评价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效益产生情况，为

今后的资金安排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情况

按照《平安区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办法》，建立了 绩

效评价结果报告、公开、反馈、评价结果与部门预算安排相结

合等制度，加大评价结果运用力度，对2023年被评为优秀的10

个预算单位进行了奖励，奖励资金10万元，增强对部门预算单

位的激励、示范和约束。

七、举借债务有关情况

2024年初，我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81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余额为13.64亿元，专项债务余额为2.15亿元，政府外债余 额

0.02亿元。2024年我区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资金556万 元。

2024年计划偿还债务本息合计2.96亿元。其中：偿还法定债务

2.9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本金2.43亿元，利息0.46亿元， 专

项债务利息0.0736亿元，或有债务本息0.00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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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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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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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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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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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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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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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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