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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6 年市直财政预算编制情况说明

一、2016 年市直财政预算编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完成年初预算收入任务压力很大。2016年，市直地

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计划定为 10%，本年新增财力仅 2.50亿元，

即使如此，要完成年初收入任务压力依然很大。

1. 税收增长困难很大。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将非税占比控制

在 30%以内的要求安排，但我们将非税占比做到 30.6%的比例，

税收增长幅度仍要 13.0%，这个幅度与当前我市的经济形势是不

太吻合的，在新增税源不足、矿价回升的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

要完成这个目标，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各级财税部门压力很

大。

2. 财政非税收入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一方面预计 2016年

中央和省将进一步实施的非税减免政策，另一方面市直非税收入

已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由 2013年的 5.31亿元增长到 8.10亿元，

三年年均增长 48.06%，如此高的基数，要实现正增长都很困难。

3. 财政的非税收入计划与部门的预测有差距。一是在 2016

年的市直部门预算中，有对应非税执收任务的收入计划合计仅

7.25亿元，为确保全年财政收入增长 10.0%的目标，财政部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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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了 1.16亿元的收入计划，这一部份将无收入来源。二是城建

收入预算中，部分基金预算收入计划与部门的预测有较大差距，

但为了收支平衡，财政部门不得不将收入计划调增。

4. 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在增强。2016年为确保

公共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我们不得不在土地交易市场低迷的情

况下，将土地出让收入计划增加到 13.2亿元。其中：从土地出

让收入中安排还贷支出 5亿元，调入公共财政安排民生支出 2亿

元，占了土地出让收入的 53.03%，公共财政对土地出让的依赖

在增强，土地出让收入的不确定性，造成财政收支预算存在一定

的风险。由于近两年土地出让收入均无法实现，成本支出已近连

续两年挂账无法列支，城市项目建设资金主要依靠上级的政府债

券转贷收入。

5. 预列上级政府债券转贷收入规模加大。2016年，为确保

财政收支预算编制的平衡，我们不得不预列上级债券收入 6亿

元，比 2015年多列 4亿元，这部分收入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二）增支因素多，财政预算安排平衡压力很大。一方面刚

性增支大。一是人员支出和公共运转支出增支 3.78亿元；二是

民生支出增支 4.57亿元；三是还贷支出增支 1.66亿元。以上三

项刚性增支总额达 10.01亿元。另一方面市直可支配收入的减少。

一是本级收入计划的减少。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比 2015年减少

2亿元，财政专户预算总收入减少 1.20亿元，主要是耕地指标异

地出让收入的减少。二是体制变化引起收入减少。2016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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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市与高新区财政体制，市与高新区共享税收按 33∶67比例

分配，同比市直减少财力约 5,000万元；补助市江东新区支出同

比增支约 0.82亿元。

（三）财政暂付款规模较大，财政运行困难。历年来，财政

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中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暂付款，截止 2015年

底，市本级财政暂付款规模达 29亿元。由于本级财力有限，近

年来没有足够的财力进行消化，造成大量的财政预算资金被占

用，加大了财政预算资金调度难度，影响了财政预算的正常执行，

给财政运行留下了包袱和隐患，建议市委、市政府每年安排一定

的财力用于消化财政暂付款或对一些部门单位暂付款专题报市

政府进行核销处理。

（四）其他说明事项。

1、2016年公安垄断性经营收入（河安公司）16,500万元全

部纳入财政公共预算，但财政实际可统筹的收入仅有 4,000万元。

2、江东新区支出安排 2.30亿元，根据《河源市人民政府关

于建立江东新区财政管理体制的意见》（河府〔2015〕60号），

初步核定 2016年市补助江东新区 2.30亿元，核定紫金县、源城

区需要上缴市财政资金 0.78亿元。

3、部门预算中，预留增加住房维修补贴 7,000万元，预留

增人增编 2,200万元。

二、2016 年市本级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一）2016 年部门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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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部署，紧紧围绕我省“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按照稳中

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建设幸福河源、打造广东绿谷为奋斗目标，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依法强化收入征管，积极组织收入，促进财政可持续

增收；着力优化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财力重点用于“保运转、保

民生、促发展”等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保障市委、市政

府确定的重点支出、民生支出；积极稳妥、厉行节约，从严从紧

编制预算，严格控制和规范编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差旅费

支出，控制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加强综合预算管理，细化预算

编制标准，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规范性；深化财政改革，推

进零基预算改革、中期财政规划和项目库改革，提升财政工作科

学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实行预算公开全覆盖，努力建设法治财

政、民生财政、绿色财政、绩效财政、阳光财政，促进经济社会

平稳较快发展。

（二）2016 年部门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2016年部门预算

编制必须遵循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的原则。

1．依法依规，综合预算。全面贯彻落实新预算法，树立法

治理念，依法理财。部门依法取得的包括非税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在内的所有政府收入以及相应的支出均列入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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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实施综合预算管理。各项非税收入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部门和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统筹安排，

不与其负责征收的非税收入挂钩。

2．确保政权运转、民生和社会稳定等重点支出，压缩一般

性支出。按照“保重点、保稳定”的要求，优化支出结构，区分

轻重缓急，优先保证部门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及各项法定支出需

要，保证关系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事项等重点支出需要，保证市

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和人大、政协议案等重大支出需要。

3．加强监管，公开预算。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政资金管

理监督，加强预算支出绩效管理和资产管理。部门预决算信息按

规定向社会公开，对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等重点事项

作出说明。

（三）2016 年市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重点

1. 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试点。2016年继续扩大零基预算改革

试点范围，在 2015年 3个试点部门（市委办、市司法局、市财

政局）的基础上，新增 16个部门纳入试点范围。

2. 加强预算体系的统筹协调。地方教育附加、文化事业建

设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教育资金和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地方水利建设

基金、船舶港务费、水土保持补偿费、政府住房基金、无线电频

率占用费、铁路资产变现收入、电力改革预留资产变现收入等

14项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对符合资金使用范围的支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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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通过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没有相关法律法规

制度依据的，不得将政府性基金用于本部门单位基本支出。基本

支出按照规定标准由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保障。

3. 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2016年预算需延续安排的项目，

如以前年度有结转资金的，将减少 2016年预算安排额度。对存

量资金长期累积规模较大或增加较多，统筹不力的部门单位，将

按一定比例或数额压减 2016年部门预算。落实新预算法有关结

转结余规定，2013年及以前年度资金到 2015年底仍未使用完毕

的，将作为结余资金管理，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加大对结转

资金的统筹使用力度，对不需按原用途使用的资金，按规定统筹

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资金支持的领域。每一项政府性基金结转

资金不超过当年收入的 30%，结转较大的，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

筹使用。

4. 全面实行预算信息公开。除涉密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

资金的部门公开本部门预算信息，将部门预算公开到基本支出和

明细项目支出，并按经济分类和功能分类公开到最末级科目；同

时独立公开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

5. 开展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改革试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办法》以及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2016年选取 10个市

直部门（含下属独立预算单位）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试点范围，

分别是：市公安局、市经信局、市环保局、市人社局、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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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局、市文广新局、市教育局、市卫计局、市农业局。

（四）市直 2016 年部门预算收支计划

1. 部门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2016年部门预算单位 298个，比上年新增 22个单位，包括：

河源市台胞台属服务中心、河源市民族宗教服务中心、河源市居

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河源市人才档案托管中心、河源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新区分局、河源市社会保险基金财政管理

中心、河源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河源市师资培

训中心、河源市 120指挥中心、河源市市场物业管理处、河源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源城分局、河源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分局、

河源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河源市人工影响天气管理中

心、河源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河源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源城分局、

河源市食品药品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河源市环境技术中心、河源

市职工培训中心、河源市民营企业投诉中心。因职能调整减少 4

个单位：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河源

市物价局、广东省河源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

2. 非税收入计划。

2016年部门预算非税收入计划安排 217,760万元，比 2015

年预算数减少 85,23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计划安排 71,391

万元，基金预算计划安排 126,600万元，财政专户预算计划安排

19,770万元。减收的主要体现在：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上年预算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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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减收 59,0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同比上年预算预

计减收 7,000万元；2015年计划安排的河龙高速收入 6,000万元

为一次性收入；年次票收入同比上年预算预计减收 1,200万元；

法院、检察院上划省管导致的非税收入同比上年预算减收 566万

元等。

4. 支出情况

2016年部门预算支出计划安排 207,222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安排 168,886万元，基金预算安排 18,650万元，财政专户

安排 19,686万元。

2016年部门预算支出计划安排 207,222万元，比 2015年预

算数增加 33,887万元，其中：①人员支出 122,438万元，比上年

预算增加 19,902万元；②综合公用经费 22,325万元，比上年预

算增加 3,410万元；③项目支出 62,459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0,575万元。

（1）人员支出计划安排 122,438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9,902万元，主要原因有：①2016年预留增加津补贴经费 7,00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500万元；②2016年预留增人增编经费

（含公务交通补贴预留部分）2,20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302

万元。③2015年调增的工资以及 2015年新增的人数都作为 2016

年工资填报的基数。

（2）综合公用经费计划安排 22,32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3,410万元，其中：①预留副秘书长专项经费 130万元，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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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②2016年新增公务交通补贴及公务费（车辆租赁）项目，

共增加 3,390万元；③2016年新增的 22个单位及 2015年新增的

人数都作为 2016年综合公用经费的基数。

（3）项目支出 62,459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0,575万元，

项目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有：

一般公共预算方面：

①2016年新增 22个部门预算单位，共增加 1,406.13万元，

主要有：社保局江东新区分局项目支出 102.70万元，120指挥中

心项目支出 116.72万元，工商局项目支出 174.56万元，工商局

源城分局项目支出 169万元，工商局江东新区分局项目支出 100

万元，工商局高新区分局项目支出 79.85万元，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发布中心 70万元，质监局 419万元。

②宣传部部门预算项目对比上年新增 304万元。

③公安局源城分局部门预算项目对比上年新增 290.85万元，

主要有：犯罪嫌疑人体检及吸毒人员尿检费 100万元（增加 75

万元），民警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 190.85万元。

④戒毒所部门预算项目对比上年新增 294.10万元，主要有：

戒毒人员水电费 50万元，戒毒人员严重疾病救助经费 50万元，

监控维护及改造经费 30万元，戒毒人员伙食费新增 130万元（增

加 32万元）。

政府性基金方面支出，对比上年新增：

①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预算项目对比上年新增 349.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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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档案室建设 151.50万元，业务营业厅改造项目费 179

万元。

②路桥中心部门预算项目对比上年新增 134.74万元，主要

有：2016年新开通大广、汕湛二条高速公路新增费用 300万元，

代收次票服务费 480万元（新增 85万），其他不可预见费用 60

万元。

③体育局在体彩公益金安排的项目支出增加 540万元。

④城建资金方面：为了缩小市直有关部门预决算公开金额的

差额，继续将往年只在市直城建预算编制反映的日常维护运转支

出项目一并列入 2016年部门预算，金额为 13,861万元，对比上

年 10311万元，新增 3,550万元。

5. 市本级“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3,910万元，同比上年预算减

少 35.32%，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安排 198万元，同

比上年预算增加 41%；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 1,047万元，同比上

年预算减少 46%；公务用车费预算安排 2,665万元，同比上年预

算减少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