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1 年湟源县政府预算公开
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全县年初总财力安排 149,168 万元。其中：地方公共预算收

入 14,87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26,474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2,447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46,447 万元，债务还本支

出 44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安排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109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5,219 万元，教育支出 27,594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 149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767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760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5,715 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2,861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6,929 万元，农林水支

出 18,237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1,749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等支出 53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4,544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

理支出 461 万元；预备费 300 万元；其他支出 17,296 万元。

以上预算安排包括省财政厅提前预拨和告知的转移支付资

金，全部作为 2021 年度财力安排支出预算。剔除上级提前预拨

的专项转移支付及上年结转，年初可支配财力安排支出 121,536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8,988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安排 8,988 万元（含上年结转 4,982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安排情况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5,407 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 4,807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 1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安排

100 万元，收支平衡无结余。

五、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说明

湟源县 2021 年无对下财政转移支付安排。

六、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上级财政部门核定我县 2020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56,619 万元，我县 2020 年全县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期初余额为

35,151 万元，期末余额为 39,443 万元。上级财政部门核定我县

2020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32,499 万元，我县 2020 年全县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期初余额为 22,489 万元，期末余额为 29,976

万元。

七、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

的预 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就是要

构建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



结果有应用”的绩效预算管理制度体系，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就是要抓好三个全面，

即“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将绩效管理范围覆盖各级预算

单位和所有预算资金，从项目层面拓展到整体支出、政府支出层

面，推动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到 决算及结果反馈的全过程绩

效。绩效目标是指财政预算资金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

效果，是推进全过程绩效管理的龙头，是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重

要突破。绩效目标管理是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以

绩效目标为对象，以绩效目标的设定、审核、批复、监控、评价

和结果运用等为主要内容所开展的预算管理活动，重点解决所申

请财政资金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推进绩效目

标管理，能够促进申请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加强对项目前期的

论证，减少项目的盲目性。可以使申请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将

项目建设与职责紧密联系，防止越权和缺位。对合理地统筹安排

政资金，确保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加强项

目执行的跟踪问效，及时发现问题、修正目标，确保资金的有效

使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近年来，在县委、县人大及县政府高

度重视下，严格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等政策要求，积极探索，深入实践，不断总

结，持续创新，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初步确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逐步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基础框架体系顺利构建，预算绩效管

理作用日趋显现，财政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纳入全县部门共性目



标考核。

八、2020 年湟源县三公经费年初控制数预算公开说明

说明：2021 年湟源县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落实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要求，安排三公经费 229.8 万元，较 2020 年预算数

310 万下降 26%，其中公务用车维护费 165 万元较 2020 年预算数

226.35 万元下降 27%，公务接待费 64.8 万元较 2020 年预算数

83.65 万元下降 23%，未安排车辆购置费。全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较 2020 年三公经费决算数零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