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8 年州级决算其他重点事项的说明 

 

按照《甘肃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规定，现将州本级

决算中需要说明的其他重点事项报告如下： 

一、报表编制口径情况 

目前，我州 7县 1市中除临夏市外，其余各县均已实

行省直管县管理体制，在州本级报表中，一并反映了省对

直管县的税收返还及各项补助。因经济开发区财政不设行

政区划，按照财政收入体制，决算填报中，将经济开发区

收支数据统一合并至州本级列报，同时对资产负债也统一

合并至州级。 

二、预备费动支情况 

州本级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1583万元，已全部使用完

毕，主要用于州委宣传部报刊征订费、宣传工作经费、第

三届敦煌文博会期间更新敦煌会展中心临夏州展馆展品经

费、州商务局 2018年甘肃临夏特色产品文化旅游厦门展示

展销会经费 、州槐树关水库管理局临夏市供水工程管道淤

塞清理及输水管道隐患处置费、州政协办公室临夏州史话



丛书增印出版经费、州残联临夏州参加甘肃省第十届残运

会暨第四届特奥运动会奖励经费、《临夏州绿色生态产业发

展规划》等编制经费等共计 1539.65；国外贷款还本付息

43.35万元。经济开发区预备费安排 27万元，未使用，全

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17年末州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7111万元，

2018年已全部调入使用，2018年末补充后基金规模为 2955

万元，全部用于消化赤字。经济开发区 2017年末州级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1131万元，2018年已全部调入使用，年

末补充后预算稳定基金为 1290万元。 

四、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州本级年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54亿元，在预算执

行中，加上新增均衡性民族性转移支付、艰边津贴提标等

财力补助 0.8亿元，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0.8亿元及各类专

项资金 2.61亿元，减去对各县市补助资金 1.3亿元后，到

年底州本级支出预算调整为 18.45亿元。年终决算完成支

出 17.78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6.37%，比上年同口径增长

6.63%。 

经济开发区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607万



元，在预算执行中，加上上级补助等各类专项资金后，支

出预算调整为 5023万元，当年支出 4825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 5023万元的 96.1%， 

五、财政赤字消化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规范地方财政赤字编列等事项的通

知》中“对历史赤字最迟在办理 2018年结算前全部消化”

的要求，2018年底，州本级消化历年赤字 1亿元，（超收收

入消化 3460万元、预算结余资金消化 2368万元、调入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消化 2955万元、预算外调入资金消化 1217

万元）。 

六、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壮大特色产业。全面贯彻落实

国家省上扶持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税费负

担 3.9亿元。积极争取落实民族州县财源建设贴息资金、

产业发展贷款贴息补助和奖补资金 0.99亿元，同时，充实

完善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和创业贷款担保平台，组建成立

了临夏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中小企业和农村合作经

济组织提供担保贷款资金 12.08亿元，有效缓解了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扶持了文化旅游、食品加工、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加工和生态产业等方面的项目，有力地



支持了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2.依法加强征管，全力组织财政收入。2018年面对经

济形势变化和国家减税降费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制定了

《临夏州县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考核暂行办法》，从 4月份

起实行月通报月考核的奖惩激励措施，督促各县市加快收

入进度；加强财税协调配合，强化税收征管，整顿和规范

税收秩序；加大零散税源征收力度，切实增加税收收入，

保证各项税收应收尽收，全面完成了 2018年财政收入任

务。 

3.积极争取资金，不断增强财政实力。抢抓中央支持

“三区三州”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中央、省上关于支持

深度贫困地区的各项政策，各部门加大向上争取资金力

度。全州共争取到各类补助资金 167.18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 52.08亿元，增长 45.2%，其中：新增均衡性民族性、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级财力保障奖补资金等财力性补

助 16.27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资金 38.1亿元、新增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 9.94亿元，其他原渠道各类专项资金 102.87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总量和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位，新增政府债券资金量居全省第二位，有力地保障了全

州各项事业发展。 



4.加大投入力度，全力支持脱贫攻坚。坚持大扶贫格

局，聚合各类专项资金、债券资金、援助资金等可用资金

全力支持脱贫攻坚工作。2018年共投入各类脱贫攻坚资金

143.6亿元（其中：中央、省、州、县四级投入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 26亿元），具体为：中央、省级下达各类脱贫攻坚

资金 110.4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用于脱贫攻坚 22.8亿

元、州县预算安排各类脱贫攻坚资金 5.8亿元、厦门东西

协作援助资金 4.6亿元，有力地保障了脱贫攻坚工作的资

金需求。加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全州统筹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 27.8亿元，集中用于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

业发展。加强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运行监管，全州乡镇管

理站运行良好，村互助社滚动发展，累计发放借款 25.7亿

元，惠及农户 21.5万户，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在脱贫攻

坚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5.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严格执行人代

会审议批准的支出预算，在优先保障职工工资发放、机构

运转的基础上，全力保障民生政策落实和重点支出项目资

金需要。全州各类民生支出完成 205.41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81.35%。教育支出 38.56亿元，落实全州高中

两免资金、学前教育免保教费、班主任补助、边远山区教

师生活补助、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和营养餐补助，实施



深度贫困村中小学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农村边远地区中小

学温暖工程、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等项

目，有效保障了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社会保障支出 35.64

亿元，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城乡低保、城乡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补助标准，实施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养老金调标政策，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支出 24.33亿元，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支持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生态环保投入 7.45亿元，大力实施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

护、污染减排等生态环保项目，生态和人居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 

6.推进财政改革，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省对预算公开的相关规定，州县市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和社保基金三本政府预算，部门预算和

“三公”经费预算，在政府或财政门户网站集中公开，各

类拨款都按预算执行，支出预算公开透明。进一步完善国

库集中支付管理，全州所有财政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

建立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对差旅费、接待费、会议费、

培训费等使用公务卡结算。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上关于

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要求，印发了《临夏

州州级与县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实施方案》



和《临夏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州与县市共同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推进州级与县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从 2019年 1月起，全州机关事业单位全面开

展养老金征缴工作，退休人员全部转入社保经办机构统一

发放养老金。 

7.强化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相关文件

精神，依法规范举债融资，保障合理融资需求。着力加强

风险源头管控，县市政府举借债务，全部经州政府同意后

报请省上发行政府债券代为举借。加强政府债务预算管

理，将政府债券按要求分类纳入全口径预算，报同级人大

审议批复后执行。按照“一州、一县、一策”的要求，坚

持“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甄别了州县市政府的隐性

债务，制定了《临夏州政府隐性债务化解风险实施方案》，

2018年全州化解隐性债务 1.93亿元。积极开展精准扶贫专

项贷款到期回收续贷工作，全州 2018年累计收回贷款

12.61亿元，续贷 26551户 12.36亿元，逾期率 0.02%，逾

期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有效防范化解了金融风

险。 

8.加强监督检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收支

预算管理和扶贫资金的监管，州上对 8县市派出 8个督导



组，每月对财政收支和扶贫资金拨付使用情况进行督查指

导，及时督促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严格落实中央和省

上关于盘活存量资金的要求，全州共收回部门存量资金 6.4

亿元(其中：州级 5205万元)，已使用 6.3亿元(其中：州

级 5196万元)，主要用于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经济社会

发展亟需资金支持的领域，避免了财政资金长期沉淀闲置

的问题。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印发《关于建立扶贫资金总

台账的实施方案》和《临夏州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工作

实施方案》，将中央层面 42项、省级层面 25项和州县市本

级安排的扶贫资金全部纳入动态监控系统，对相关项目资

金管理的各个环节实施全过程绩效跟踪监督。加强国有资

金管理，对州级 134 户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情

况和 12户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运营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确

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加强对全州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

运行管理，进一步推动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