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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龙南市 2020 年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8 月 日在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常委会议上

龙南市财政局局长 林伟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龙南市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目前，2020 年龙

南市财政决算草案已汇编完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等法律规定和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

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我市 2020 年本级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0 年决算情况

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监督指导和市政协的支持下，财政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州

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积极组织收入，优化支出结构，稳步推进

财政改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全市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总体良好，为龙南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较好的完

成了龙南县第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确定的预算收支任务。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20 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 23455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100.7%，同比增收 2687 万元，增长 1.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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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完成 15302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100.6%，同比增收 1606

万元，增长 1.1%。税收收入（全口径）完成 183937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数的 100.6%，同比增收 3421 万元，增长 1.9%；税收收入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 78.4%，高于去年同期 0.57 个百分点。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0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7870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

的 100%，同比增支 12800万元，增长 3.5%。其中：民生类十三项

支出总额 31169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2.3%，比上年同期

增长 4.9%。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302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72709 万元，

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36138 万元（其中：新增

一般债券 21541万元，再融资债券 14597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7818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504 万元，调入资金 41178万元（其

中：调入政府性基金结余 14731 万元，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870

万元，调入存量资金等 23577 万元），收入总计 414370 万元。全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78700万元，上解支出 12187万元，地方政

府债券还本支出 14599 万元，增设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700 万元，

支出总计 409186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5184 万元，当年财政收支

平衡。

财政专户资金情况：2021年末，龙南市财政专户资金余额 6.78

亿元，社保专户资金余额 3.38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532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10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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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对市县转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100792万元，上年结余收

入 2958 万元，基金收入总计 180100万元。基金预算支出 112009

万元，上解支出 828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6349万元，调出资金 14731

万元，基金支出总计 133917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46183万元，当

年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我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138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7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486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合计 2878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7 万元，调出资金 2871 万元，国有资本

经营支出合计 2878 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5533 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59601 万

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0998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74136 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我市纳入政府债务系统管理债务余额

合计 358173.05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353059.31 万元；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5113.74 万元。

2020 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券收入为 136930 万元（其中新增债券

122333 万元，再融资债券 14597 万元），新增债券 122333 万元

中，100792 万元主要用于文化旅游、教育、公立医院、棚户区改

造、高标准农田建设、乡镇卫生院、城市停车场建设等专项债券

项目支出， 21541 万元用于市政建设、农村建设（道路，饮水工

程）、易地扶贫等一般债券项目支出，债务还本支出 20948.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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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余结转资金情况

2020 年底，我市结余结转资金为 77014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结转结余 518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 46183万元，

转移支付结转结余 3721 万元，部门预算结转结余 21926 万元。我

市的预算稳定周转金为 3700 万元；本级预备费是 3000 万元，主

要用于当年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支出；2020 年超收收入为 826

万元，全部用于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和 2020 年预算执行效果

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国内外风险挑战、宏观经济下行等

严峻形势，我市坚持聚焦实体经济，强化责任担当，实施更加积

极有为的财政政策，高质量组织财政收入，精准推进财政改革，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齐心协力共建

“强旺美富”明珠市。

1.财政收入保持稳定发展。2020 年我市财税部门坚决落实市

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努力克服新冠疫情等多项不利因素

的影响，扎实做好税源培植、收入组织工作，稳住了财政收入基

本盘，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坚实。一是全年财政收入实现正增长。

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市财政收入出现暂时低迷，通过进一步的减

税降费、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房租减免、政银企合作等一系列

精准帮扶企业复工复产措施，财政收入逐月向好，收入质量稳步

回升。2020 年，我市财政总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实现

了高于 1%的正增长，分别增长 1.2%和 1.1%。二是收入质量稳中向

好。在新冠肺炎和减税降费的双重因素影响下，税收收入占财政

总收入的比重仍保持在 78.4%的较好水平，高于去年同期 0.57 个

百分点，税收占比排名在赣州市各县（市、区）由一月的 19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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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第 12 位，比上年同期前移 3 位，财政收入质量稳步提高。

2.“北上”争资争项成效显著。2020年，发改、财政等部门

及时掌握上级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切实加强“北上”对接汇报，

争资工作取得重要突破。2020 年，全市共争取上级无偿资金

179108 万元，同比增长 9.9%，其中：争取上级专项和一般

性转移支付资金 173305 万元，同比增加 15168 万元，增长

9.6%；上级通过财政专户、资金调拨等方式下达补助资金

5628 万元，同比增加 1477 万元，增长 35.6%。同时，聚焦

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力度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机

遇和重点安排，下大力气争取政府专项债券。2020 年全市共

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 159589 万元，同比增加 108966

万元，总量是 2019 年的 3.2 倍。

3.公共民生兜底保障有力。面对日益凸显的财政收支矛盾，

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盘活存量资金、压减专项和一般性支出

等有效措施，统筹财力用于“六稳”、“六保”，有力保障了各项重

点支出的需求。一是保障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积极筹集财政资

金 4920 万元，落实国开行专项贷款 5700 万元，有力保障了疫情

防控资金需求；争取抗疫特别国债 19300 万元、工业企业结构调

整专项奖补资金 3008.9 万元、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 796 万

元，重点用于我市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等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支出。二是扩大基本民生

投入。坚持公共财政方向，不断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宝贵

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2020 年全市民生类十三项支出总额

达 31169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 82.3%，比上年同

期增长 4.9%，其中，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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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支出分别增长 5.1%、5.6%、5.9%、9%，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

保障。三是全面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积极筹措财政资

金，为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撑。发放

农业粮食补贴、公益林补助、农机购置等涉农补贴 5006.58 万元，

直接惠及农户 67571 户；按人均 17544 元的标准发放教师绩效奖

励性资金 5293 万元、安排 33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教师培训，全面

保障教育系统人员待遇；拨付农村低保资金 3952 万元，城市低保

资金 322万元，受益农村低保人数 9915 户、受益城市低保人数 585

户；为 105家企业发放稳岗就业资金 304.68万元，惠及企业职工

11027人。

4.三大攻坚战推进有力。一是全力支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市安排脱贫攻坚专项资金 16000 万元，其中整合涉农扶贫资金

3635.8万元，全市 7683 户 26546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

贫，22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退出，贫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

强。二是大力支持污染防治攻坚。全市投入 15411 万元，用于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重点推进流域水环境保护与整治、

矿山环境修复、水土流失治理等。三是全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积极争取中央化债政策支持，争取纳入全国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

解试点县（市），获得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再融资债券 274000

万元；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严控限额红线，稳妥化解存量隐

性债务。2020 年债务还本 20948万元，付息 9710 万元，本息合计

30658万元，确保了年末债务余额不突破省政府审定的限额，建立

了防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

5.国资国企改革高效推进。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大力整

合优化国有资源，最大限度盘活国有资产，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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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一是企业资产状况持续向好。2020 年，区市国有企业资

产总额达到 2797714.77 万元，同比增长 18.95%，所有者权益

1019023.79 万元，同比增长 15.83%。二是经营效益持续增长。2020

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达 218565.34 万元，利润总额达

12106.30万元，首次突破 10000 万元大关，同比分别增长 204.45%

和 33.52%，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115.83%，特别是区建投公司结

合工业产业资金流动性需求做强供应链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146746.23万元。三是国企改革加快推进。深化企业改革重组，完

成了原城投公司内部架构优化并重组城控集团。实现旅发集团与

赣州旅投集团、赣州发投集团三方合作，完成 51%股权划转及并表

合作，建立长期深度合作关系，为我市争取到近 100000 万元的项

目投资以及 240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和融资担保。四是优化资产配

置。盘活原人大、政协、阳光龙湾综合体等 12 处闲置资产，整合

林业资产 23.12 万亩、宗地房屋资产 10.4 万㎡等资产总额 159918

万元。同时，通过资产整合、注入实现国有资产市场化经营。五

是投融资能力不断增强。2020 年全年国有企业自主融资到位金额

达 322225 万元，国有企业成为重大项目建设的主力军。

6.财税改革持续深化。推行零基预算改革。全面实施零基预

算制度，打破过去的“基数+增长”模式，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

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落实新增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严格按照上

级对直达资金的工作要求，确保直达资金惠企利民。2020 年我市

共争取上级下达直达资金指标 64355.8 万元，全部已及时足额分

配到位，2020 年的支出进度达 82.3%，参照直达资金管理支出进

度达 96.9%。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支出责任和绩效意识，2020

年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扶贫、新增债券等 936 个重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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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金开展了项目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189107 万元；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旅游产业发展专项、园林绿化养护专项等 6 类项目进行了

重点绩效评价，涉及金额 19409 万元；绩效评价结果总体良好。

深化财政“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财政票据和非税收入收缴电

子一体化改革，实现与“赣服通”有效对接；积极推进投资评审、

会计服务等领域“一网通办”和“只跑一次”“一次不跑”。强

化政府采购监管，2020 年政府采购备案 675 项，采购预算金额

19984.71 万元，实际采购金额 19609.15 万元，节约采购资金

375.56 万元；依法处理政府采购投诉，作出政府采购行政处罚 4

份；积极开展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全年完成 167.67万元，完

成上级下达采购预算的 126.83%。加强政府投资项目预算审查，完

成工程预算审核项目 871个，审定工程造价 377900.8 万元，其中

节约核减工程造价 10459.83 万元。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在

2019 年压缩一般性支出 10%的基础上，今年继续压缩一般性支出

15.1%。建立健全我市预算单位实有账户清理长效机制，盘活存量

资金 31031万元，统筹用于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等急需领域。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回顾过去的五年，我们

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

创新财政服务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喜人成绩。五年来，财政综

合实力显著增强。2020 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

别是 2015 年 1.4 倍和 1.2倍；全市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由 2015 年的 70.4%提升为 2020 年的 78.4%。五年来，财政保障能

力持续提升。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民生支

出从 2015 年的 209119 万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311692 万元，增长

102573 万元，年平均增长 8.37%；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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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 年的 77.2%提升至 2020 年的 82.3%。五年来，财政管理改

革纵深推进。预算管理更加科学规范，预算绩效管理逐步提质扩

面，预决算公开深化细化，预算管理水平稳步提升。持续推进国

有资产优化配置与监管，国企改革高效运行。

以上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正确领导

的结果，是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是上级财政部

门精心指导的结果，也是全市人民栉风沐雨、不懈奋斗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和困难：一是税源基础不牢。我市财政基数过大，收入结构比

较单一，财政增收难度加大。特别是实体经济方面，制造业新

动力的培育尚需时日，对财政增收贡献不足。二是预算“紧平

衡”状况突出。受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减税降费以及新冠疫

情影响，财政增收的基础还不牢靠；随着农业农村工作进入乡

村振兴新阶段、民生保障不断提标扩面、债务还本付息进入高

峰期，支出压力不断增大，本级财政运行艰难。三是现代财税

体制建设还需完善。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任重

道远，等等。对此，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采取有

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们将主动接受市人大常委会

的审查和监督，认真执行市人大的各项决议，强化责任担当，积

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为促进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建设“强旺美富”明珠市做出新的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1．2020 年财政收支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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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度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表

附件 1

2020年财政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收入科目
年初预

算数

调整预

算数

2020 年

决算数

决算数占

年初预算

数%

决算数

占调整

预算数%

上年同

期数

与上年同期比较

增减额 增减%

一、县级税收

收入 112,061 101,933 102,403 91.4 100.5 100,063 2340 2.3

1.工商各税 88,739 77,467 78,436 88.4 101.3 77,709 727 0.9

增值税 45% 58,199 55,195 56,116 96.4 101.7 50,969 5147 10.1

五小税 21,854 14,750 14,608 66.8 99.0 19,288 -4680 -24.3

资源税 2,000 1,250 1,238 61.9 99.0 1,613 -375 -23.2

房产税 2,300 1,280 1,168 50.8 91.3 1,707 -539 -31.6

印花税 1,300 1,300 1,357 104.4 104.4 1,138 219 19.2

城镇土地

使用税 2,300 1,200 1,044 45.4 87.0 1,540 -496 -32.2

土地增值

税 13,954 9,720 9,801 70.2 100.8 13,290 -3489 -26.3

个人所得税

32% 1,440 1,664 1,824 126.7 109.6 1,763 61 3.5

城市维护建

设税 6,400 5,100 5,159 80.6 101.2 4,940 219 4.4

车船使用税 750 630 626 83.5 99.4 660 -34 -5.2

环保税 96 128 103 107.3 80.5 89 14 15.7

2.农业税收 17,946 19,800 19,327 107.7 97.6 15,711 3616 23.0

耕地占用税 5,446 9,100 8,541 156.8 93.9 3,386 5155 152.2

契税 12,500 10,700 10,786 86.3 100.8 12,325 -1539 -12.5

3.企业所得税

及退税 5,376 4,666 4,640 86.3 99.4 6,643 -2003 -30.2

企业所得税

32% 5,376 4,666 4,640 86.3 99.4 6,643 -2003 -30.2

二、县级非税

收入 45,400 50,241 50,620 111.5 100.8 51,354 -734 -1.4

1.其他、罚没、

收费收入 10,151 13,331 12,945 127.5 97.1 16,461 -3516 -21.4

行政事业性

收费收入 4,000 5,944 5,944 148.6 100.0 7,027 -1083 -15.4

罚没收入 6,051 7,002 7,001 115.7 100.0 9,434 -2433 -25.8

其他收入 100 385 0.0 0.0 0 #DI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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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科目
年初预

算数

调整预

算数

2020 年

决算数

决算数占

年初预算

数%

决算数

占调整

预算数%

上年同

期数

与上年同期比较

增减额 增减%

2.专项收入 4,050 3,367 3,708 91.6 110.1 3,599 109 3.0

3. 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

4、国有资源有

偿使用收入 30,699 31,695 31,734 103.4 100.1 28,929 2805 9.7

5、政府住房基

金收入 500 1,848 1,848 369.6 100.0 1,555 293 18.8

6、捐赠收入 385 810 -425 -52.5

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合计 157,461 152,174 153,023 97.2 100.6 151,417 1606 1.1

一、上划中央

“三税”收入 64,965 61,384 62,040 95.5 101.1 56,906 5134 9.0

其中：增

值税 50% 64,665 61,328 61,849 95.6 100.8 56,631 5218 9.2

消费税 300 56 191 63.7 341.1 275 -84 -30.5

二、上划省级

税收合计 8,194 7,603 7,374 90.0 97.0 7,787 -413 -5.3

其中：增

值税 5% 6,468 5,994 5,732 88.6 95.6 5,663 69 1.2

环

保税 20 26 26 130.0 100.0 22 4 18.2

个

人所得税 8% 361 416 456 126.3 109.6 441 15 3.4

企

业所得税 8% 1,345 1,167 1,160 86.2 99.4 1,661 -501 -30.2

三、入中央库

所得税合计 12,780 11,868 12,120 94.8 102.1 15,760 -3640 -23.1

个

人所得税 2,699 3,119 3,420 126.7 109.7 3,305 115 3.5

企

业所得税 10,081 8,749 8,700 86.3 99.4 12,455 -3755 -30.1

财政总收入
合计 243,400 233,029 234,557 96.4 100.7 231,870 2687 1.2

基金收入 81,035 53,316 55,329 68.3 103.8 93,665 -38336 -40.9

补充资料： #DIV/0! 0

分部门完成
情况 预算数 预算数

累计完

成数

累计完

成数

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57,461 152,174 153,023 97.2 100.6 151,417 1606 1.1

税务部
门 112,061 101,933 102,403 91.4 100.5 100,063 2340 2.3

财政
部门 45,400 50,241 50,620 111.5 100.8 51,354 -734 -1.4

财政总收入 243,400 233,029 234,557 96.4 100.7 231,870 268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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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科目
年初预

算数

调整预

算数

2020 年

决算数

决算数占

年初预算

数%

决算数

占调整

预算数%

上年同

期数

与上年同期比较

增减额 增减%

税务
部门 198,000 182,788 183,937 92.9 100.6 180,516 3421 1.9

财政
部门 45,400 50,241 50,620 111.5 100.8 51,354 -734 -1.4

2020 年财政支出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支出科目
年初预

算数

调整预

算数

2020年

决算数

决算数

占年初

预算数%

决算数

占调整

预算

数%

上年同

期数

与上年同期比

较

增减

额
增减%

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248262 378706 378700 152.5 100.0 365900 12800 3.498

一、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37780 46537 39248 103.9 84.3 45631 -6383 -14.0

二、外交

三、国防 25 50 -25 -50.0

四、公共安全 15915 19157 16918 106.3 88.3 16705 213 1.3

五、教育 42786 64247 78338 183.1 121.9 74502 3836 5.1

其中:教育附

加支出 3900 2817 72.2 3375 -558 -16.5

六、科学技术 482 525 10458 2169.7 1992.0 9903 555 5.6

七、文化体育

与传媒 1970 6336 6795 344.9 107.2 960 5835 607.8

八、社会保障

和就业 40163 65540 46571 116.0 71.1 43961 2610 5.9

九、卫生健康

支出 37021 46782 63605 171.8 136.0 58340 5265 9.0

十、节能环保

支出 4 16259 15411 385275.0 94.8 15229 182 1.2

十一、城乡社

区支出 7925 27437 45675 576.3 166.5 61740 -16065 -26.0

十二、农林水

事务 23181 51197 32981 142.3 64.4 28812 4169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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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科目
年初预

算数

调整预

算数

2020年

决算数

决算数

占年初

预算数%

决算数

占调整

预算

数%

上年同

期数

与上年同期比

较

增减

额
增减%

十三、交通运

输 578 10316 5178 895.8 50.2 679 4499 662.6

十四、 资源

勘探电力信

息等事务 968 3922 2497 258.0 63.7 1130 1367 121.0

十五、商业服

务业等事务 290 992 1013 349.3 102.1 399 614 153.9

十六、金融支

出 72 81 83 115.3 102.5 75 8 10.7

十七、自然资

源海洋气象

等支出 2059 3649 2479 120.4 67.9 1040 1439 138.4

十八、住房保

障支出 4999 3086 2118 42.4 68.6 1551 567 36.6

十九、粮油物

资储备管理

事务 399 1352 1070 268.2 79.1 127 943 742.5

二十、灾害防

治及应急管

理支出 1,071 2542 2825 264 111.1 334 2491 745.8

二十一、债务

付息支出 4870 5161 5161 106.0 100.0 4712 449 9.5

二十二、预备

费 3,000

二十三、其他

支出 22729 3588 211 0.9 5.9 211

二十四、债务

发行费用 40 20 20 100.0

政府性基金

支出 88459 133652 112009 126.6 83.8 68992 43017 62.4



— 14 —



— 15 —

附件 2

2020 年度龙南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及结余情况录入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含生育保险)

基金

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

基金

工伤保险

基金

失业保险基

金

一、收入 65,533 9,932 18,679 9,541 26,397 984

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30,128 3,780 9,754 7,332 8,640 622

利息收入 1,808 915 137 189 551 16

财政补贴收入 32,886 5,224 8,566 1,892 17,204

委托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1 1

转移收入 363 13 222 127 1

中央调剂资金收入

二、支出 50,998 6,305 16,341 7,293 20,616 443

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48,531 6,299 16,311 7,277 18,371 273

其他支出 173 6 30 4 133

转移支出 16 16

中央调剂资金支出

三、本年收支结余 14,535 3,627 2,338 2,248 5,781 541

四、年末滚存结余 74,136 36,171 10,968 9,218 16,880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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