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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年政府预算公开有关
事项的说明

一、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2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3329万元， 分主要

收入项目看：

（1）增值税 823万元，较 2021年执行数增长10.9 。

（2）企业所得税21万元，较 2021年执行数增长200 。

（3）个人所得税121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长-36

（4）资源税 1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长 -75 。

（5）城建税95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长 53 。

（6）房产税79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长52

（7）印花税13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长30 。

（8）城镇土地使用税1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长 0 。

（9）车船税168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长-44 。

（10）契税61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长-2 。

（11）环境保护税5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长67 。

（12）非税收入1941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下降-11 。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75149 万元，比上

年年初预算增长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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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安排为：

（1）一般公共服务21118万元，增长1%。

（2）国防支出251万元。增长100%。

（3）公共安全5178万元，增长1%。

（4）教育34346万元，增长59%。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3592万元，增长68%。

（6）社会保障和就业11419万元，下降-25%。

（7）卫生健康12514万元，增长13%。

（8）节能环保4676万元，增长29%。

（9）城乡社区6573万元，增长41%。

（10）农林水51342万元，增长56%。

（11）交通运输9757万元，增长301%。

（1）自然资源气象等1608万元，增长233%。

（2）住房保障7583万元，增长74%。

（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510万元，增长48%。

（4）预备费1200万元。

（5）债务付息支出1500万元。

（6）其他支出982万元。

二、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

2021 年囊谦县政府性基金当年完收入安排 1661万元，

较上年增长100 。



3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情况

2022 年囊谦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918万元，较上年

下降-44.7 。

三、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2 年我县没有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说明

2022 年，我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预算2500万元，较

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24 ；基金支出预算1376万元，下降-

3.3%。

五、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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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仅有十多项，主要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机制奖补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

支付、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固定数额补助收入等，以及公共

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

就业、卫生健康、节能环保、农林水、交通运输、住房保障、 资

源勘探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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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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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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县财政局聚焦顶层制度构建，报请县委、县政

府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围绕“全面”和

“绩效”两个关键点，对我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作出部

署。聚焦重点工作任务，及时制定印发《囊谦县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细化政策要求、工作任务和 时间节点。

进一步完善目标 管理、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流

程。

一是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目标管理范围持续扩大，

绩效目标质量稳步提升，对所有预算部门开展 2022 年绩效

目标“一对一”审核，全面覆盖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专项资金

绩效目标和预算项目绩效目标，有效提升绩效目标编报质量。

二是规范开展绩效监控。在 开展绩效运行重点监控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财政重点监控范围，在上半年和三季度两

个时间节点，对 94 家部门的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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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开展跟踪监控，监控完成后，对监控中发现的问题予

以通报，及时纠正偏差。

三是全面开展绩效评价。一方面推进绩效自评，组织15

家部门对 21 项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自评；组织所有县

一级预算部门开展绩效自评，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实

现全覆盖。

四是推进绩效结果应用。反馈整改落实机制不断健全，

及时将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反馈被评价单位，限期整改，促其

改进管理；对整改问题跟踪监督，对落实情况“回头看”，

确保结果应用。针对评价项目，建立分类通报制度，提高管理

实效。将综合考评结果与转移支付分配、预算安排相结合， 提升

评价结果运用水平。

2022 年，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绩效管理组织保障。按照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

一体化的要求，遵循“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的 原

则，制定《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进一步细化预 算绩效管

理职责分工，以预算绩效管理全过程为主线，建立分工明确、

职责清晰、高效顺畅、协调配合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二是把好财政资源配置关口。研究制定项目支出事前绩

效评估管理办法，完善评估工作流程，要求省级部门对拟新出

台的重大政策和项目、实施内容和标准发生重大调整的政策

和项目、资金规模较上年有较大增长的延续性政策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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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筹资合规性

等方面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报告作为政策和项目申请的

必备条件。强化绩效目标引领，完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和绩

效标准体系建设，指导预算部门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依

据部门职责、政策目的、项目实施内容、投入规模等因素加

强绩效目标审核，提升绩效目标与申请预算资金的匹配性。

三是加强绩效运行监控。结合近年来监控实践和

绩效监控管理办法，从职责分工、监控范围、内容、方式、

流程以及结果应用等方面，对我省现有的监控办法进行完善，

进一步提高监控工作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在部门（单位）全

面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基础上，选取部分重大项目及存在问题

较多、执行较慢的项目，采取实地核查的方式进行跟踪。

四是提高政策和项目重点绩效评价质量。压实部门绩效自

评工作主体责任，项目支出和政策绩效自评实现全覆盖。选

择部分部门试点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适度控制财政

重点绩效评价规模，注重评价质量提升，聚焦生态保护、扶

贫等重点领域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建立绩效评价报告集中审

核机制，完善对第三方机构监督考核办法，提高绩效评价报

告质量，增强绩效评价报告的可用性。

五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修订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办

法，将评价结果作为财政改进预算管理、以后年度编制预算

和安排财政资金的重要依据，根据不同的评价结果，在财政

安排中进行应用，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整改机制，促进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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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良性循环。

六是加大绩效信息公开。按照“谁主管、谁使用、谁负

责”的原则，对公开主体、公开时限、公开形式和公开内容

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强化部门绩效信息公开的主体责任。

拓展公开渠道和公开内容，在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随决算

向人大报告的基础上，选择部分政策和项目绩效自评报告报

人大。推动部门在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绩效目标、绩效

自评报告和重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

会监督。

七是提高绩效支撑能力水平。在 2022 年建立的项目支出

核心绩效指标框架的基础上，推进分行业、分领域绩指标体

系建设，提升绩效目标、指标质量。结合财政核心业务一体

化系统建设，加快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强化对既有预

算绩效管理数据的整合，增强绩效信息数据对比分析能力，

基本形成涵盖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指标库、第三方机构应用平台在内的管理体系，使绩效管理

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完善对第三方机构监督考核办法，提

高绩效评价报告质量，增强绩效评价报告的可用性。

七、举借债务有关情况

2022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全县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年初余额32651万元，年内

新增894万元，年末余额32651万元。政府债务余额均未超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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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批准的债务限额。



9



10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