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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榆林市榆阳区 ２０２１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２０２２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７日在榆林市榆阳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
榆林市榆阳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区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２年

预算草案提请会议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
见。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榆阳

财政事业实现历史性飞跃的一年，在中共榆阳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区十四届五次和十五届一次党
代会的决策部署，强化收入征管，优化支出结构，稳步推进各项财税
改革和财政管理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稳步发展提供有力的财税
政策和资金保障，较好地完成了区十八届人大七次会议确定的目
标任务，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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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２０２１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预计完成７８８８１９万元，完成区级预算数６５００００万元的
１２１．３６％，较上年增长３０． ８２％，其中：各项税收收入预计完成６７０５２７
万元，同比增长３８． ８５％；非税收入预计完成１１８２９２万元，同比下降
１．４８％；上级补助收入预计３４７７３７万元；债券转贷收入７０３１５万元，
其中：新增一般债券收入１７９２１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５２３９４万
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０１５３６万元；调入资金１０２３万元（政府
性基金调入）；使用结转结余资金２３７３８万元，收入总计预计为
１３３３１６８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９１１６１２万元，占调整预
算的９７．４６％，较上年同比增长１０．３％；预计上解支出９２２５５万元；地
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５２４４１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计
２３６６３０万元；调出资金１６５００万元（调至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下
年支出预计２３７３０万元，支出总计预计为１３３３１６８万元，年终收支平
衡。

预计全年全区“三公”经费支出２００７万元，较上年下降０．１５％，
主要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正常下降。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未产生；公务用车购置费３７９万元，较上年下降０． ２６％；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１３４９万元，较上年下降０． ０７％；公务接待费
２７９万元，较上年下降０．２６％。

一般债务情况：２０２１年新增一般债券１７９２１万元，主要用于城
区中小学及幼儿园建设。再融资一般债券５２３９４万元，全部用于偿
还到期一般债券本金。２０２１年共偿还到期一般债券本金５２３９４万
元，偿还一般债券利息及服务费５８５２万元，截止２０２１年底全区政府
性一般债务余额１８８３９１．３２万元，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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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完成２００００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１００％，较上年下降６．２５％；上级补
助收入预计１８２４万元；新增专项债券２００００万元；上年结余１７９４万
元；调入资金１６５００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调入），收入总计预计为
６０１１８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２５７２５万元，专项债券
还本支出３１３３２万元，调出资金１０２３万元（调至一般公共预算），结
转下年支出预计２０３８万元（按原项目用途安排支出），支出总计预
计为６０１１８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专项债务情况：２０２１年新增专项债券２００００万元，分别是榆林
市星元医院旧院区改造项目６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医疗设备购置和
旧楼改造；榆林汽车产业标准化厂房（一期工程）建设项目１４０００万
元，主要用于修建１４栋厂房。２０２１年共使用财政资金偿还到期专
项债券本金３１３３１．９３万元，偿还专项债券利息及服务费４９０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１年底全区政府性专项债务余额１２５０７４． ４１万元，债务风险
总体可控。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预计完成３７３００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１００％，上级补助收入５８万
元，收入总计预计为３７３５８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３７３００万元，结转下年支出预计５８万元（按原项目用途安排支出），
支出总计预计为３７３５８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
完成５６３７５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计完成３９１０６万元，当年结余
预计１７２６９万元，年末滚存结余预计１２７６８９万元。

５．专户非税收支及政府调节金使用情况。２０２１年专户非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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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预计集中政府调节金４１００万元，预计使用历年结余资金６５０００万
元，全年专户非税支出预计５５９６１万元，结转下年预计１３１３９万元，
２０２２年按原项目安排使用。

６．盘活存量资金收支情况。２０２１年预计盘活存量资金４７００万
元，使用历年结余１５００万元，全年支出预计４３１２万元，结余预计
１８８８万元，２０２２年财政统筹使用。

７．四户煤炭企业公益金收入安排支出情况。２０２１年使用四户
煤炭企业公益金收入安排支出０． ５亿元，当年未产生支出，全部结
转下年按原项目安排使用。

２０２１年全区财政收支正在核实清理中，上级补助结算对账尚
在进行，最终数据将会有一些变化，待决算汇审编出后，将在２０２２
年区级决算报告中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２０２１年落实区人大决议及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２０２１年，区财税部门认真落实区十八届人大七次会议关于

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的决议、审查报告，聚焦稳财源、保重点、惠民生、促
发展、防风险，兜牢“三保”底线，全力保障“六大板块”等重点支出，
较好地服务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１．以增强保障能力为出发点，多措并举组织财政收入。一是
强化税收征管。立足我区经济发展实际，持续强化部门联动协作，
加强财政经济运行形势研判，建立重点项目、重点税源台账和耕地
占用税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掌握重点税源增减动态，确保收入应收
尽收、及时足额入库，全年地方财政收入首次突破７０亿元大关。二
是挖掘非税潜力。完善非税征缴管理系统，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电
子化改革，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全年完成非税收入１１． ８３

—４—



亿元。三是加强国有资本管理。不断加强区级国有资本预算和收
益收缴管理，“四户”国有煤炭企业和全区参股煤矿国有资本收益
再创历史新高，全年实现收入３． ７３亿元。四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制定出台榆阳区争取上级专项资金考核激励办法，紧抓政策机遇，
主动对接、加大力度争取中央、省、市资金支持，全年争取上级转移
支付资金３４．７７亿元，争取新增债券资金３．８亿元。

２．以深化民生福祉为落脚点，多管齐下优化支出结构。不折
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兜牢“三保”底
线，增进民生福祉，全年压缩一般性支出２０００万元，集中财力加大
对疫情防控及“六稳”“六保”等相关重点领域的支出保障。一是全
力保障基本民生支出。全年民生支出７３． ３１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８０．４１％，优先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足额保障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和落实教师待遇、群众各类补贴补助、公立
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二是全力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保障。统筹安排落实资金０． ９５亿元，支持医疗救治、发
热门诊改造、诊疗设备和防控物资购置。三是全力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全年用于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资金１． ２２亿元，加
强乡村道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现代农业主导产业提
质升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３．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着力点，多点发力推动经济发展。一是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和相关缓缴政策，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全年累计为企业减税降费２７． ９５亿元。二是兑现
各类惠企政策。全年兑现惠企资金５４０５万元，全面落实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各项优惠政策，提升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信用评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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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 ＋，设立融资、担保、基金等公司，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
三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全年安排重点项目建设资金１３． ５亿元，
用于榆阳高新园区基础设施、汽车产业标准化厂房三期、铝下游产
业标准化厂房配套设施、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野生动物园二期等
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筑巢引凤，助推高质量发展。

４．以深化改革创新为突破点，多路并进提升管理水平。一是
预算绩效管理成效显著。坚持“花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进一步
完善绩效管理体系，依托“财政云”实现信息化全覆盖，抓好绩效目
标、预算评审、预算执行、绩效评价等资金使用全过程监控，持续提
升资金使用绩效和财政治理能力，在２０２１年度榆林市县市区级财
政管理绩效综合考评中再次名列第一。二是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
步伐加快。加快推进以“陕西财政云”为技术支撑的预算管理一体
化改革，促进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管理、国有资产管理、财政监
督等全面深度融合。三是国有企业改革有新进展。制定出台区属
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和考核办法，重点对区属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
考评监督等方面内容进行改革，更好发挥区属国有企业在全区经
济建设中的作用。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全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财政工作依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为：从收
入方面看，我区资源型经济受新冠疫情影响，煤炭价格爆涨，财政收
入实现高速增长，但产业结构单一、财政增长过分依赖煤炭资源的
产出，加之受减税降费政策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财政收入高位增
长的基础不牢固，也不可持续。从支出方面看，“六稳”“六保”对财
政资金持续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三保”和发展经济刚性支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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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财政收入的有限增长远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增长，财政收支
矛盾进一步加大。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
解决。

二、２０２２年财政预算草案
２０２２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重要一年，认真做好财政预算编制工作，充分发挥积极财政
职能作用，为榆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财力保障意义重大。

（一）指导思想
２０２２年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贯彻“以收定支”和政府过
“紧日子”的要求，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继续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财力保障“三保”、
常态化疫情防控、政府性债务化解等刚性支出，切实加大对区委区
政府决策部署的乡村振兴、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园区项目等重
点领域和古城保护、城市更新等“市区一体化”建设的投入力度，全
力推动榆阳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预
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２０２２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
１．人员经费安排意见。全额预算单位的人员经费，按标准足

额预算工资和津贴补贴支出；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的单位，按财政预
算比例预算人员经费；对行政事业单位调资、新增人员经费等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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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安排。
２．公用经费安排意见。２０２２年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具体安排如

下：
（１）日常办公支出财政预算标准为：五套班子公用经费按实有

在职财政供养人员计算，年人均２２０００元；检察院（未上划区级保障
人员）、法院（未上划区级保障人员）、司法局年人均２８５００元，分为
办案（业务）经费和日常运行公用经费两部分，其中办案（业务）经
费占４０％；预算单列的主管局、园区年人均１２０００元；下属全额事业
单位年人均５０００元（教育系统各学校不适用此条规定）。

教育系统：各学校按上级有关文件核定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计算，原则上使用省、市补助资金，不足部分由区财政预算。

乡镇年人均公用经费２００００元，城区街道办事处年人均公用经
费１２０００元，每个社区工作经费１０万元。

（２）对已经实行车改的单位，不再预算车辆经费，对车改后经
审批保留的车辆，按原财政预算保留车辆编制数安排车辆经费，每
辆车每年４００００元（含保险费）。

为了贯彻政府“过紧日子”政策，严格落实中省市文件要求，压
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公用经费在定额标准测算基础上统一压减
１５％。

３．专项工作经费及项目支出经费的安排意见。工作及运转经
费：本年年初预算比照上年水平，结合一般性支出压减１５％的要
求，按照全口径预算和一次性到位的原则进行编制，采取年初一次
性预算到位，年中不做调整。

项目经费：项目经费安排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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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进位、西部十强、全省前三、全市引领，争创“四个新标杆”
新发展定位，集中财力全力保障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的“三农”、
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生态治理、园区重大项目和“市区一体化”建
设的资金需求，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４．根据年初预算财力情况和《预算法》的要求，适度安排总预
备费。

（三）２０２２年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５亿元，较上年增长

７．７６％。上级补助收入２８． ７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预计
５．７亿元、市区一体化体制改革市级财政补助收入预计６亿元、专项
转移支付收入１７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９． ９亿元（上年结
转支出增设稳定调节基金按原项目安排支出１５． ９亿元，上年预算
内平衡结余资金１亿元，超收收入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亿元），
新增一般债券收入１．５亿元，上年结转资金２．３７亿元，收入总量为
１３７． ４７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２５． ３７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３７． ４４％；上解支出１１． １亿元，调出资金１亿元，支出总量为１３７． ４７
亿元，年终收支平衡。２０２２年，全区“三公”经费预算２３１３万元，较
上年预算下降２． ２０％，其中：因公出国（境）费２０万元，与上年预算
一致；公务用车购置费５５０万元，较上年预算下降８． ３３％；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１４２９万元，较上年预算下降０． ０７％；公务接待费３１４万
元，较上年预算下降０．３２％。

２．基金预算。基金预算收入２亿元，上级补助０． ２亿元，上年
结转资金０．２亿元，调入资金１亿元，预计新增专项债券收入１．５亿
元，收入总量４．９亿元。基金预算支出４．９亿元，年终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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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 ４５亿元，上
年结转资金０．０１亿元，收入总量３．４６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３．４６亿元，年终收支平衡。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６． ３８亿元，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４．１５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４．９９亿元。

５．专户非税收支情况。专户非税收入０． ３８亿元，上年结转资
金１．３１亿元，收入总量１．６９亿元，专户非税支出预算１． ６９亿元，年
终收支平衡。

６．盘活存量资金收支情况。本年安排盘活各单位存量资金
０．１２亿元，使用历年盘活结余１． １５亿元，资金总量１． ２７亿元，全部
统筹使用，主要用于原项目支出和同类民生项目的支出。

７．四户煤炭企业公益金收支情况。本年四户煤炭企业公益金
没有收入，２０２１年四户煤炭企业公益金收入安排支出０． ５亿元，当
年未产生支出，本年全部按原项目安排使用。

（四）２０２２年政府性债务情况
２０２２年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预计４亿元，全部用于偿还到期

一般债券本金。新增一般债券收入预计１．５亿元，计划用于城区中
小学及幼儿园建设和公路建设项目。新增专项债券收入预计１． ５
亿元，按照省财政厅评审通过项目安排。

２０２２年区级年初预算安排偿债资金５．７亿元，用于偿还到期专
项债券本金２． ５亿元，利息及服务费１． ２亿元，偿还临时出现的阶
段性短期欠款２亿元。

（五）２０２２年财政主要工作
１．持续抓好财政收入，提高保障水平。一是加强依法纳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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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严格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科学分析研判财经形势，在抓好
税收常量征管的同时，着重在税费征收秩序综合整治、新兴财源上
发力，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做到应减尽减、应收尽收，切实提高财政
收入质量。二是加强征收机制建设。继续完善耕地占用税信息共
享机制平台建设，积极探索水资源税、环保税等信息共享及煤炭产
销价格信息传递机制建设，高效推进税收管理，深入推进非税征收
电子化改革，加强非税收入征管。三是加强国有资本收益管理。
加强对财政国有企业的注资，加强政府投资煤矿股权管理，规范区
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的管理，确保国有资本收益及时足额上
缴。四是加强向上争取政策和资金。贯彻落实好争资争项管理办
法，激励部门单位时刻关注财税政策最新动向，做深做实做细项目
储备、包装和申报等前期工作，加强争政策、争项目、争资金工作合
力，推动更多项目、资金落地，持续提升财政保障能力。

２．持续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民生福祉。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的原则，优化结构，精准支出，全面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
减非重点、非刚性支出，公用经费及运转经费一律压减１５％，突出
重点，兜牢兜实“三保”底线，推进民生事业可持续发展。一是支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义务
教育作为财政性经费投入重点，支持实施好１２个校建项目，完善财
政教育经费稳定投入机制，突出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的保
障，聚力推进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二是支持社会保障事业高质
量发展。强化就业优先导向，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强职业培
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足额保障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医
保，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等各类社会救助，残疾人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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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项支出，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促进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和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和运营保障，完善设施，优化
环境，强化服务，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是支持推进健康榆
阳建设。坚决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政策，足额安排疫情常态化防控
各类资金，坚决守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支持乡镇卫生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基层医疗资源扩容升
级，全面提升区域公共服务能力；落实深化医改政策，加大公立医院
医疗设备和人才引进投入，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助推健康卫
生工作高质量发展。

３．持续推进产业升级，提高发展质量。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全面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支持推进乡村振兴。充分发
挥财政提供资金保障的职能作用，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工作要求，
科学安排“三农”资金，保持财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上的投入力度和支持政策总体稳定，大力支持实施
“４ ＋２ ＋Ｘ”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乡村建设行动，推动乡村振兴
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二是支持推进“市区一
体化”融合发展。抢抓市委、市政府推进“市区一体化”战略机遇，
着力完善“市区一体化”系统谋划，推进凌霄广场、梅花楼片区改造
建设，古城保护开发和城市更新，协调解决好“市区一体化”建设中
的市区两级事权与财权划分，打造榆阳经济社会发展新高地。三
是支持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树立“建项目、兴产业、促发展”理
念，支持“一区七园”重点项目建设和新业态发展，支持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和新兴产业崛起壮大。
四是支持美丽榆阳建设。加大投入，全面支持推开林业碳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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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全域植绿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厚植美丽榆阳生态底线。
４．持续深化财政改革，提高管理效能。一是全面加强预算管

理。全面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细化预算编制，完善全生命周期的
项目预算管理机制，严格规范新增财政性资金核拨程序，强化预算
执行，狠抓预算支出进度，完善预算评审制度，严格执行资金直拨机
制，加大财政资金盘活力度，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二是切
实防范财政风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坚持“疏堵结合、开好
前门、严堵后门”的原则，强化隐性债务风险管控和专项债券全生
命周期管理，完善政府债务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坚决杜
绝新增隐性债务，大力化解存量债务，确保政府债券资金使用高效，
风险总体可控。三是加强财政监督和绩效管理。发挥预算绩效管
理的引导作用，推进部门和单位预算、政策和项目预算全面纳入绩
效管理，认真落实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办法，实行预算安排
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推动绩
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强化财政监督，建立健全以政
府财会监督为主导的体系框架，推动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审计监
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加强对重大财税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
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四是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深入实施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从管理体制、人事薪酬体制等多方面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向纵深发展，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启动区国有资产
运营公司企业债券发行，以改革创新引领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五是加强乡镇街道服务能力建设。足额保障乡镇和街道办事处新
冠疫情防控、人居环境治理、社会矛盾化解经费，落实基层干部待
遇、基层组织运转经费，强化基层组织为民服务经费保障；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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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乡镇财政统计所建设，在人员配备、业务提升、能力培训、制度建
设等方面持续用力，全面提升基层财政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各位代表，新的一年财政工作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十分
重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中共榆阳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依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
督和指导，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年度预算和各项财政
工作任务，为谱写榆阳的新篇章贡献财政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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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

关于 ２０２１ 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的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
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主要是：
一、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区十八届人大七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全区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年初目标为６５亿元。２０２１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７８．８８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２１．３６％，较上年增长３０． ８２％，主要
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煤炭等大宗商品量价齐升，带动主体
税种增收较多。有关具体收入项目说明如下：

１．增值税。增值税收入２１．８８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３１．８３％，增长
５９．０５％。主要是煤炭销量增长，煤价达到历史最高点，收入实现大
幅增长。

２．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收入６． ６２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４７．０８％，增长７７．４８％。主要是煤炭量价齐涨，企业利润增加。

３．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收入０． ７６亿元，完成预算的
７６．０３％，同比减少２９．１６％。主要是原因２０２０年存在煤矿股权转让
查补缴税，本年没有该特殊情况，所以有所降低。

４．资源税。资源税收入２６．１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３７．０７％，增长
６３．９９％。主要是随价计征的资源税随着煤价陡增而大增。

５．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１． ５１亿元，完成预
算的１３１．５９％，增长７８． ０６％，作为增值税和消费税的附加税，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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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的增加而增加。
６．房产税。房产税收入０． ９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１３． ５９％，增长

１３．６４％。主要是市场主体房产等固定投资增加，形成房产税增量
税源，税收增加。

７．印花税：完成２．０５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５７．７２％，增长５５． １６％。
主要是２０２１年全区总产值稳定增长。

８．城镇土地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０． ７８亿元，完成预
算的７７．９５％，减低１． １２％。主要是疫情期间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
政策影响造成增长空间大幅压缩。

９．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收入１． ８９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５．１２％，增长７．２３％。主要是全市房地产市场活跃，成交量和价格
上涨，应税额增加。

１０．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税收入１． １２亿元，完成预算的
９３．２８％，与２０２０年基本持平。原因是全区各类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饱和状态，收入保持稳定。

１１．耕地占用税。耕地占用税收入０． ８３亿元，完成预算的
３３％，减少８３．７４％。原因在于该税本身属于一次性征收，年度差异
比较大，遇到塌陷区集中缴纳税额就比较巨大，否则税额较小。

１２．契税。契税收入２． ４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３３． ５１％，增长
３４．９９％。主要是房屋交易量大幅增加。

１３．环保税：环保税收入０． １６亿元，完成预算的５４． ９０％，下降
３０．５６％。主要是费改税后，各纳税单位安装专业计量设备进行纳
税申报以及环保管控刚性、污染物排放下降。

１４．专项收入。专项收入完成５． ９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８２． ２８％，
下降１９．７１％。主要是森林植被恢复费一次性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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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２． ０８亿
元，完成预算的６６． ９６％，下降３０． ０５％。减少长主要原因是水土保
持补偿费和耕地开垦费减少。

１６．罚没收入。罚没收入完成０． ７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１８． ３％，
增长２６．７３％。主要是区能源局、国土榆阳分局罚没收入增加。

１７．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３． １２亿
元，完成预算的２８３． ６２％，增长１８３． ４９％。主要是国土榆阳分局收
取的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属一次性收入。

二、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１． １６亿元，增长１０． ３％ 。有关支

出项目说明如下：
１．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１４． １２亿

元，增长２．５８％，增长主要原因是榆阳区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等支出增加。

２．教育支出。２０２１年，教育支出完成２５． １４亿元，增长３． ９８％，
主要校建工程建设和教育质量提升等项目资金增加。

３．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０２１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６． １６
亿元，增长１７． ３１％。主要是救业金、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建设资金
和各类社保民生支出增加。

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２０２１年，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１．５４亿元，增长０． ３８％。主要是：黄土地质公园、算盘博物馆
和镇北台长城公园项目投入增加。

５．卫生健康支出。２０２１年卫生健康支出６． ８９亿元，增加
１４．１０％。主要是：增加常态化疫情防控投入等。

６．农林水事务支出。２０２１年，农林水支出１５． ９２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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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７％。主要是加大了３ ＋２ ＋Ｘ产业投入及脱贫攻坚水利设施、林
业生态建设等投入。

７．交通运输支出。２０２１年，交通运输支出２． ６６亿元，增长
８０．６１％。主要是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

８．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２０２１年，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
０．７８亿元，下降５５． ８６％，主要原因是：土地储备、土地整治、调查经
费等减少。

９．住房保障支出。２０２１年，住房保障支出４． ４５亿元，增长
４９５．２１％。增长原因主要是：文化北路两侧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增
加。

１０．债务付息支出。２０２１年债务付息支出０． ５８亿元，增长
８．７２％。

三、一般债务情况
２０２１年新增一般债券１． ７９亿元，再融资一般债券５． ２４亿元，

偿还到期一般债券５． ２４亿元，偿还一般债券利息０． ５８亿元，截止
２０２１年底全区政府性一般债务余额１８． ８４亿元。债务风险总体可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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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２

关于 ２０２２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的说明

一、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１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８． ８８亿元，２０２２年，按

７．８％增长，收入预计８５亿元。
有关收入项目具体说明如下：
１．增值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２４００００万元，同比增收２１１６２万元，

增长９．６７％。增收因素为预计我区原煤产销量会突破１． ５亿吨，不
含税煤价基本维持在相对高位。

２．企业所得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８００００万元，同比增收１３８１２万
元，增长２０．８７％。依据是煤炭及相关产业产能及销量增加，在价格
保持平稳的情况下，净利润率增长。

３．个人所得税：２０２２预计完成１００００万元，同比增收２３９７万元，
增幅３１．５３％。依据是个税改革已基本完成，随着收入增长稳步增
长。

４．资源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２７８０００万元，同比增收１６８８７万元，
增长６．４７％。依据是煤炭产销量增加，价格基本稳定，税率调高。

５．城市建设维护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１６０００万元，同比增收８６７
万元，增长５．７３％，附加税，随增值税的增加而增加。

６．房产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１００００万元，与２０２１年基本持平。
受减税降费影响，增长幅度有限。

７．印花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２１０００万元，与２０２１年基本持平。
依据是预计２０２２年全区总产值将保持稳定增长。

８．城镇土地使用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１００００万元，同比增收２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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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２８．２９％。依据是随着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管范围改革及
征管方式变化，我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具备一定的增收潜力。

９．土地增值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２００００万元，与２０２１年基本持
平。依据是预计房地产交易量保持稳定。

１０．车船使用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１２０００万元，与２０２１年基本持
平。依据是全区各类机动车保有量已达饱和状态，该税随交强险
征收，收入稳定有保障。

１１．耕地占用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２６０００万元，同比增收１７７４９
万元，增幅２１５．１１％。该税为一次性征收，征收对象为煤矿塌陷区，
新增税源具有不确定性。

１２．契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２５０００万元，与２０２１年基本持平。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施行，新法税率调整
为３％ －５％，按此标准，收入会略微上扬，但契税为财产行为税，受
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影响，预期与２０２１年体量相当。

１３．环保税：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２０００万元，同比增收３５３万元，增
幅２１．４３％。依据是环保管控刚性，污染物排放下降。

１４．非税收入：２０２２年预计完成１０亿元，比２０２１年下降
１５．６０％。依据是考虑税务部门的征管压力及当前经济形势，保持
适度压力。

二、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２年，全区财政支出１３７．４７亿元，其中：区级财政支出１２５．３７

亿元，增长３７．５％；上解支出１１．１亿元，调出资金１亿元。
按照预算法和中省有关规定，２０２２年编报６张报表反映区级

可安排支出预算安排情况。具体是：（一）２０２２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预算表，反映２０２２年收入预算总貌；（二）２０２２年一般公共预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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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预算总表，反映２０２２年支出预算总貌；（三）２０２２年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预算表，将支出按支出功能科目编列到项级，反映各项支出的
具体内容和方向；（四）２０２２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分类表，将支
出预算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编列，反映各项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
体用途；（五）２０２２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反映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支出情况；（六）２０２２年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预算表，反映市
对区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总体安排情
况。

三、支出预算经济分类科目说明
２０２２年支出预算共计１２５． ３７亿元，按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

科目划分，相关情况是：
１．机关工资福利支出６． ８８亿元，主要包括机关和参公事业单

位在职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补贴、社会保障缴费及住房公积金补助
等。

２．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９． ９５亿元，主要包括机关和参公事业
单位办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购置费、委托业务费、“三
公经费”、维修费等。

３．机关资本性支出１５． ８８亿元，主要包括机关基础设施建设、
设备购置、大型修缮等

４．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３５． ６亿元，主要包括区属事业单位
在职职工的工资奖金、社会保障缴费及住房公积金补助以及办公
费、会议费、培训费、购置费、维修费等。

５．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３７． １亿元，主要包括教育、农林水牧
等行业所属单位资本性支出补助。

６．对企业补助支出１． １２亿元，主要是农业部门对企业种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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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
７．对企业资本性支出０．４３亿元。
８．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７． ７９亿元，主要包括对社会相关群体

的社保福利和救助支出、各类学生助学金、个人生产补贴、优抚安置
补助等。

９．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０． ８５亿元，主要是中省对企业及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１０．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０．７１亿元，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付息
及发行费用支出。

１１．预备费１． ３亿元，是按照《预算法》要求，在一般公共预算
中，按照支出额的１％至３％设置预备费１． ３亿元，用于当年预算执
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
支。

１２．其他支出７．７６亿元，主要是部分专项资金年初尚未明确到
具体使用单位，暂列此料目。执行中根据具体用途再分解列示到
相关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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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３

关于 ２０２１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的说明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
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的收入，专项用于特定
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
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２０２１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主要是：
一、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２亿元，较上年下降

６．２％。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上年结转０． １８亿元，上
级补助收入０．１８亿元，调入资金１． ６５亿元，债务转贷收入２亿元，
主要用于星元医院旧院改造项目资金和榆林汽车产业标准化厂房
建设项目资金，收入总计６．０１亿元。

二、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２．５７亿元，结转下年支

出０．２亿元，调出资金０． １１亿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３． １３亿元，支
出总计６．０１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具体情况是：

１．社会保障和就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０． ０１亿元，较上年
下降６２．１％，主要是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减少。

２．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０． １１亿元，较上年
下降７３％，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

３．债务付息支出。债务付息支出０． ４９亿元。较上年增加
８．５％。主要是当年专项债券逐年偿还增加，相应年度付息支出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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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债务发行费支出。债务发行费支出０． ００２３亿元。较上年下
降３４．３％ ．

５．其他支出。其他支出１．９６亿元，较上年下降４１． １％，主要是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和社会福利彩票
公益金支出减少。

６．债务还本支出。债务还本支出３． １３亿元，偿还到期专项债
券。

三、专项债务情况
２０２１年新增专项债券２亿元，偿还专项债券本金３． １３亿元，偿

还专项债券利息０． ４９亿元，截止２０２１年底全区政府性专项债务余
额１２．５亿元。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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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４

关于 ２０２１ 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的说明

关于２０２２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的说明
一、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２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２亿元，较上年无变化。主

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预期收入。预计上级补助收入０． ２亿元，
上年结转０．２亿元，调入资金１亿元，债务转贷收入１． ５亿元，收入
总计４．９亿元。

二、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２年，基金预算支出总计４． ９亿元，较上年减少１８． ４％。主

要原因是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减少。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具体情况
是：

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０．００５１亿元；
２．城乡社区事务支出０．１０亿元；
３．债务付息支出０．４６亿元；
４．债务发行费支出０．０３亿元
５．其他支出１．７６亿元；
６．债务还本支出２．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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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５

关于 ２０２１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的说明

一、２０２１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计完成３． ７３亿元，全部为国
有企业投资收益。

二、２０２１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计３． ７３亿元，全部是资本性
支出，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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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６

关于 ２０２２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的说明

一、２０２２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预计３． ４６亿元，较上年下
降７．５１％，主要是国有企业投资收益预计有所减少。

二、２０２２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预计３． ４６亿元。较上年下
降７．５１％，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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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７

２０２１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完成５． ６４亿元，社会保险基金
支出预计完成３．９１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２．７６亿元。

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２０２１年预计参保缴费人数１． ５３
万人，养老金领取人员５．８８万人。基金预计收入１．８１亿元，预计支
出１．１６亿元。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２０２１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预计参保人数２． ２２万人，养老保险领取人员０． ４１万人。
基金预算收入３．８３亿元，预计支出２．７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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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８

２０２２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６． ３８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预算４．１５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４．９９亿元。

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２０２２年预计参保缴费人数１．４万
人，养老金领取人员６．１８万人。基金预算收入２．２２亿元，基金支出
１．２７亿元。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２０２２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预计参保人数２． ２３万人，养老保险领取人员０． ４１万人。
基金预算收入４．１６亿元，基金支出２．８８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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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预算报告名词解释

１．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是地方政府可
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使用的补助资金，主要包括：均衡性转移
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源
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固定数额补助等。主要
用于均衡地区间财力配置，保障地方政府日常运转和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

２．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是上级政府对下级
政府给予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引导下级贯彻落
实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

３．预算管理一体化。预算管理一体化是新时代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借鉴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将预算管理全
流程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整合完善预算管理流程和规则，实现业
务管理与信息系统紧密结合，将规则嵌入信息系统，提高制度执行
力。预算管理一体化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的一体化：全国政府预
算管理的一体化，各部门预算管理的一体化，预算全过程管理的一
体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体化以及全国预算数据管理的一
体化。

４．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
“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的新型预算管理方
式，要求在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中更加注重预算资金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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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和结果，强调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是伴随着公
共财政框架的建立而产生的，从２０００年左右开始，部分地区就开始
了绩效评价试点探索，经过２０余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确立了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

５．财政结余结转。结转资金是指预算安排项目的支出年度终
了尚未执行完毕，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连续两
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是指预算安排项目的支出在下一年度终了
时仍未用完的资金。结余资金是指年度预算执行终了，预算收入
实际完成数扣除预算支出实际完成数和结转资金后剩余的资金。

６．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保持年度间
政府预算的衔接和稳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设置的储备性资金。
预算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可
以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结余
资金以及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规模超过该项基金当年收入
３０％的部分和连续结转两年仍未用完的资金。

７．超收收入和短收收入。《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明确
规定：超收收入，是指年度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实际完成数超
过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收入数的部
分。短收是指年度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实际完成数小于经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收入数的情形。各
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有超收收入的，只能用于冲减赤字或
者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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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预备费。预算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该按
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
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
他难以预见的开支。各级预算预备费的动用方案，由本级财政部
门提出，报本级政府决定。

９．一般债券。指省级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
约定一定期限内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１０．专项债券。是指省级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
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
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１１．新增债券。指在上级下达的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内、由省级
政府统一发行、用于公益项目资本性支出的政府债券，包括新增一
般债券和新增专项债券。

１２．再融资债券。指在上级核定额度内发行的、用于偿还以前
年度发行的政府债券本金的政府债券，包括再融资一般债券和再
融资专项债券。

１３．债务限额。指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
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规模纳
入限额管理，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分地区
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内
根据各地区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测算并报国务院批准。

１４．债务余额。指地方政府在国务院批准的分地区限额内举
借债务的余额。一般债务应在一般债务限额内举借，一般债务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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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不得超过本地区一般债务限额；专项债务应在专项债务限额内
举借，专项债务余额不得超过本地区专项债务限额。

１５．“三保”。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２０１９年，为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中央要求各级坚持“过紧日子”，大力压缩一般性支
出，优先保障干部职工工资发放、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保障
基本民生支出兑付到位，同时要求坚持“两个优先”，即坚持“三保”
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坚持国家标准的“三保”支出在“三
保”支出中的优先顺序。２０２０年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一些地方
财政受疫情影响较大，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基层保工资、保运
转、保基本民生”。２０２０年３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支持基层政
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基本要求，
也是推动政府履职和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

１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为确保中央有关资金直达市县基层、
直接惠企利民，中央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直达资金按照“中央
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分配。财政部主要按
照因素法将资金切块到省，省级财政部门统筹本地实际提出细化
到市县的分配方案报财政部备案，财政部审核提出意见反馈省级
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进行相应调整后直接下达到市县。同时
建立资金监控系统，在对直达资金单独下达、单独标识的基础上，通
过系统动态监测，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

１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
市县人民政府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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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收入，是向受让人收取的政府放弃若干年土地使用权的全部货
币或其他物品及权利折合成货币的补偿。我省从１９９３年起实行土
地有偿出让制度，２００７年起全额纳入基金预算管理。国有土地使
用权有偿使用收入专项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２００９年１月１
日起，土地出让金收入全部调整为市县收入。

１８．“四个新标杆”。中共榆林市榆阳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
确定的争创资源型地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四个新标杆”。

１９．“四个不摘”。指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
帮扶和摘帽不摘监管。

２０．“４ ＋２ ＋ Ｘ”现代农业产业体系。“４”就是在种植业领域着
力发展玉米及饲草、马铃薯、林果、大漠蔬菜四大产业；“２”就是在养
殖业领域着力发展羊子和肉牛产业；“Ｘ”就是因地制宜发展优质高
效的特色优势产业。

榆林市榆阳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２年３月印

共印１０５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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