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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人民政府

关于南充市 2021年财政决算及 2022年上半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2 年 8 月 31 日在南充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南充市财政局局长 张 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南充市 2021

年财政决算及 2022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1 年全市及市级财政决算情况

（一）全市财政决算

1.一般公共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48,719 万元，

为预算的 100.1%，增长 8.2%，其中：税收收入 810,708 万元、

增长 4%，非税收入 638,011 万元、增长 13.9%；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 3,648,149 万元、上年结转 56,571 万元、调入资金 433,649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632,204 万元、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15,60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67,213 万元，收入总量

为 6,402,105 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53,605 万元，为

预算的 94.4%，下降 10.2%；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250,2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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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还本支出 540,974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1,640

万元，支出总量为 6,096,463 万元。收支品迭，年终结转 305,642

万元（按政策规定结转下年继续安排使用，下同）。

与向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加 2,031 万元，主要是库款报解整理期在途收入

入库；支出减少 217,062 万元，主要是 2021 年市县级财政国库

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当年已经安排但未实际

拨付的资金结转下年使用，不计算为当年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2,149,268 万元，

为预算的 92.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031,557 万

元，下降 21.6%；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36,330 万元、债务转贷收

入 1,250,600万元、上年结转 228,070万元，收入总量为 3,664,268

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2,569,777 万元，为预算的 90.1%；

加上调出资金 406,773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06,100 万元，支出

总量为 3,382,650 万元。收支品迭，年终结转 281,618 万元。

与向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全市政府性

基金收入增加 197,050 万元，主要是库款报解整理期在途收入

入库；支出减少 42,396 万元，主要是 2021 年市县级财政国库

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当年已经安排但未实际

拨付的资金结转下年使用，不计算为当年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2,118

万元，为预算的 117.6%；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109 万元（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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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厅收回以前年度安排的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补助中央国资预

算资金）、上年结转 3,581 万元，收入总量为 24,590 万元。全

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719 万元，为预算的 81.1%；加上

调出资金 13,834 万元，支出总量为 22,553 万元。收支品迭，年

终结转 2,037 万元。

与向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全市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因与省厅办理结算略有调整，收入减少 6 万元，支

出未发生变化。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509,588 万

元，为预算的 104.1%，其中：保费收入 1,328,771 万元，财政

补贴收入 463,597 万元，利息收入 20,33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630,027 万元，其他收入 66,854 万元；加上上年滚存结余

1,460,898 万元，收入总量为 3,970,486 万元。全市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 2,532,846 万元，为预算的 99.2%，其中：保险待遇支出

2,227,068 万元，其他支出 305,778 万元。收支品迭，全市滚存

结余 1,437,640 万元。

与向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全市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增加 135,710 万元，主要是因失地农民一次性补缴

社保缴费在 12 月份到位及预缴 2022 年保费人数增加，保费收

入增加 89,450 万元，因财政对新冠肺炎疫苗补贴款在 12 月份

到位，财政补贴收入增加 28,247 万元；支出增加 8,382 万元，

主要是保险待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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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级财政决算

1.一般公共预算。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6,538 万元，为

预算的 99%，增长 7%，其中：税收收入 230,062 万元、增长

1.4%，非税收入 116,476 万元、增长 20.2%；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 1,268,243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45,802 万元、上年结转 22,637

万元、调入资金 82,019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59,305 万元、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1,777 万元，收入总量为 1,986,321 万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20,833 万元，为预算的 86.7%，下降

12.3%；加上补助下级支出 836,392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89,454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9,722 万元、债务转贷支出 106,646 万元、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2,558 万元，支出总量为 1,875,605 万

元。收支品迭，年终结转 110,716 万元。

与向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市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减少 3,382万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减少 83,825

万元，主要是 2021 年市县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

发生制列支，当年已经安排但未实际拨付的资金结转下年使用，

不计算为当年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算。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342,555 万元，为

预算的 74.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17,751 万元，

下降 33.7%；加上上级补助收入-22,947 万元（市财政补助扩权

县资金通过省厅结算办理，与省财政补助市本级资金品迭后上

级补助收入为负数）、下级上解收入 41,883 万元、债务转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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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539,530 万元、上年结转 54,243 万元，收入总量为 955,264

万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207,143 万元，为预算的 90.4%；

加上补助下级支出 132,184 万元、调出资金 77,910 万元、债务

转贷支出 491,29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4,740 万元，支出总量

为 933,267 万元。收支品迭，年终结转 21,997 万元。

与向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市级政府性

基金收入增加 23,836 万元，主要是库款报解整理期在途收入入

库；支出减少 34,194 万元，主要是 2021 年市县级财政国库集

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当年已经安排但未实际拨

付的资金结转下年使用，不计算为当年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770

万元，为预算的 96.2%；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109 万元（年底

省厅收回以前年度安排的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补助中央国资预

算资金）、上年结转收入 3,522 万元，收入总量为 8,183 万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800 万元，为预算的 57.9%；加

上调出资金 3,346 万元，支出总量为 6,146 万元。收支品迭，年

终结转 2,037 万元。

与向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市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因与省厅办理结算略有调整，收入减少 230 万元，

主要是利润收入；支出未发生变化。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813,399 万

元，为预算的 105.7%，其中：保费收入 488,393 万元，财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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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收入 311,560万元，利息收入 11,757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371

万元，其他收入 318 万元；加上上年滚存结余 590,857 万元，

收入总量为 1,404,256 万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36,699 万

元，为预算的 93%，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642,151 万元，

其他支出 94,547 万元。收支品迭，市级滚存结余 667,557 万元。

与向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市级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增加 43,575 万元，主要是因失地农民一次性补缴社

保缴费在 12 月份到位及预缴 2022 年保费人数增加，造成保费

收入增加；支出减少 55,046 万元，主要是因医保 DIP 新系统改

革，导致部分社会保险待遇支出暂时未支付。

（三）地方政府债务

2021 年，全市共收到省财政转贷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1,881,536 万元，其中：新增债券 1,009,8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871,736 万元。收到的新增债券中，一般债券 91,200 万元，专

项债券 918,600 万元。债券资金全部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

使用绩效总体良好。全市通过再融资债券、市县财力安排等方

式共计偿还政府债务 947,197 万元。截至 2021 年底，全市政府

债务余额 8,863,134 万元，在省政府核定的债务限额 9,452,980

万元以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分类型看：全市一般债务限额

3,756,027 万元，余额 3,571,863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5,696,953

万元，余额 5,291,271万元。分级次看：市本级债务限额 1,140,093

万元，余额 1,029,071 万元；县（市、区）债务限额 8,31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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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余额 7,834,063 万元。

二、2022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

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市财政深入贯彻中央大政方针、省委决

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牢固树立大财政观，防控风险“锻长

板”、抢抓机遇“补短板”、夯实基础“筑底板”，努力推动全市经

济恢复性增长、高质量发展，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坚强有力保障。

（一）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1—6 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00,599

万元，完成预算的 44.9%，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 3.7%，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1.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17,384 万元，

税收占比为 45.3%，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 9.5%，按自然口

径计算下降 24.4%；非税收入完成 383,215 万元，同比增长 3%。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512,619 万元，完成预算的 53.4%，同

比下降 16%。

2.政府性基金预算。1—6 月，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343,14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5.5%，同比下降 46.7%，其中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 316,940 万元，同比下降 47.9%。全市政府性基

金支出 1,022,055 万元，完成预算的 59.5%，同比增长 17.1%，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496,111 万元，同比下

降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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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1—6 月，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 874 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78万元。执行进度偏

慢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为贯彻落实《南充市扎实稳住经济增长 34

条政策措施》，降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成本，实施阶

段性减免租金政策。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1—6 月，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682,797 万元，完成预算的 60.3%；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463,1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54.6%。加上上年滚存结余

1,437,640 万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1,657,332 万元。

（二）市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1—6 月，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1,697

万元，完成预算的 35.2%，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 11.6%，

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22.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75,737 万元，

税收占比为 57.5%，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 15.8%，按自然

口径计算下降 31.9%；非税收入完成 55,960 万元，同比下降

3.4%。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48,632 万元，完成预算的 81%，

同比增长 13.7%。

2.政府性基金预算。1—6 月，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84,32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9.9%，同比下降 18.6%，其中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 66,325 万元，同比下降 28.8%。市级政府性基金

支出 24,231 万元，完成预算的 7.6%，同比下降 70.6%，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11,473 万元，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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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1—6 月，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 391 万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0万元。执行进度偏

慢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为贯彻落实《南充市扎实稳住经济增长 34

条政策措施》，降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成本，实施阶

段性减免租金政策。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1—6 月，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52,286 万元，完成预算的 56.2%；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17,834 万元，完成预算的 39.8%。加上上年滚存结余 667,557

万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802,009 万元。

（三）上半年财政工作开展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疫情形势复杂变

化和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阶段性减收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全

市各级财政始终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抓好财政“收、

支、防”各项工作，努力保持全市财政运行在合理区间。

1.着力抓发展，推动经济稳定恢复。

一是减税降费保主体。坚持专户管理、专项调度，全力开

展减税降费、集中退税等工作，全面落实中省规定的各项涉企

财税优惠政策，千方百计提振市场信心，用财政收入的“减法”

换来企业效益的“加法”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乘法”。1—6 月，全

市落实退税减税各项优惠政策和阶段性缓税措施 29 亿元，其中

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 22.4 亿元，同比增加 19.5 亿元；累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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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免税 0.5 亿元。

二是全力以赴抓收入。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压力不

松，调整完善联系指导县（市、区）财政局及市级非税执收单

位工作制度，坚持一月一调度、一月一通报工作机制，强化与

执收部门的工作联动，全面清存量，规范挖潜力，全力组织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6 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0.1

亿元，努力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三是靶向精准争资金。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运用市场化

思维抓“上争”的重要要求，坚持“依托政策选项目，瞄准投向争

资金”工作思路，完善《争取国省项目政策和资金考核办法》，

细化明确各县（市、区）和市级相关部门年度资金争取目标任

务，全力争取上级更大的倾斜和支持。1—6 月，全市共争取到

位各项转移支付资金 341.7 亿元，位居全省第一位；其中财政

直达资金 162.3 亿元，位居全省第 3 位。争取到位新增专项债

券资金 84.2 亿元，位居全省前列。近期，省财政厅下达我市第

二批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 9.3 亿元，全年补助总量达到 92.5 亿

元，较去年全年到位数增加 13.1 亿元（属财力性基数增量），

其中市本级到位 10.2 亿元，较去年全年数增加 2.6 亿元。

2.着力保支出，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一是兜牢“三保”夯基础。全面落实县级财政“三保”支出主

体责任，足额预算县级“三保”支出 278.4 亿元，继续压减一般

性支出和“三公经费”，统筹财力保障民生政策全面落实、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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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及时发放、各级机构正常运转。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全市 30 件民生实事安排财政性资金 102.3 亿元，一般公

共预算民生支出占比继续稳定在 65%以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倾力支持稳大盘。坚决贯彻中省市稳定经济大盘的重

大决策部署，支持出台全市《扎实稳住经济增长 34 条政策措施》

《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的财税政

策》《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系列政策措

施，提质增效积极的财政政策，让“真金白银”直达市场主体。

市县两级统筹资金 6000 万元促进消费，以发放消费券、套餐促

销等方式开展主题促销，引导企业投入资金约 3 亿元，带动促

进消费超 100 亿元；出台提高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缓缴公积

金等阶段性支持政策，支持合理住房消费，促进房地产平稳健

康发展。

三是统筹兼顾保重点。认真贯彻全市抓项目投资促高质量

发展相关决策部署，市级重点项目财政资金安排 37.5 亿元，全

力支持《加快重点项目高质量推进的十五条措施》等落地落实。

全力助推工业经济加快发展，支持设立南充市产业发展基金，

全力支持临江新区产业发展、加快成势。坚定不移支持制造业

强市战略，安排资金 5000 万元，对工业企业贷款贴息、技改升

级等方面进行专项支持。进一步压减非刚性、非必要支出，持

续深入开展低效无效、闲置沉淀、预算结余“三项清理”，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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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收回财政资金 6.8 亿元，统筹用于支持重大项目等大事要事。

3.着力强管理，防范风险严守底线。

一是预算管理提绩效。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为核

心，切实前移绩效管理关口，严格审核市级部门绩效目标，充

分发挥绩效目标的前置引领和过程约束作用，全市绩效管理考

核结果位列全省第三名。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开展对所辖区县绩

效目标复审工作，共抽选区县 112 个部门和 96 个预算项目，涉

及财政资金 27.33 亿元，有力推动区县绩效目标管理水平提升。

持续推动市级部门实行重点项目自行评估全覆盖，扩大重点绩

效评估覆盖面，从源头有效防控财政资源配置低效无效。

二是标本兼治防风险。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防范化解财

政运行风险“1+N”行动方案实施，以开展地方财经秩序“6+4”

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完善债务风险防控机制，严格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督促各县（市、区）及时足额偿还

政府债务本息 18.3亿元，积极稳妥推进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工作，

坚决确保隐性债务“只减不增”。

三是财政运行严监管。坚持“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保信用、保重点”的支出序列不动摇，进一步加强库款保障和运

行监控，合理控制库款规模，统筹做好基层“三保”、债务偿还、

疫情防控等重点领域资金保障，有力确保了不发生区域性系统

性风险底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6+4”专项整治行动、经济

责任审计、政府采购专项巡视、预算执行审计等反馈问题，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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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做好问题整改。持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继续做好预算

管理一体化相关工作，加快建立规范透明、科学标准、约束有

力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在财政部预算管理一体化考核中，我

市连续数月位居全省第一名。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全市财政系统风清气正、崇廉尚实

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

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各级财政顶住压力、保持定力、精

准发力，全市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

全市税收收入从去年 8 月开始持续下滑，今年连续四个月“两位

数”大幅下降，收入组织压力前所未有；县级政府债务进入偿还

高峰期，若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行，个别县（市、区）债务违

约风险将大幅上升，可能触发财政重整。

三、2022 年下半年财政重点工作

下半年，全市财政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省委“讲政

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以“拼”的精神做好

下半年财政工作，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全力以赴稳住

全市财政经济基本盘。

（一）全力稳住收入。始终坚持“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

季保年”思路，强化任务分解、分析研判、考核督导等措施，突

出抓好税收收入，全面清收非税收入，努力确保冲刺“三季度”、

决战“满堂彩”等预期目标实现。围绕制造强市战略目标，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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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源税源抓经济，大力实施财源建设工程，坚持招大引强、招

强引优，围绕强链、补链、延链实施沿产业链招商，支持招引

一批具有支撑性、引领性、带动性、高附加值的大项目、大企

业，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引导和督促各县（市、区）抓好土

地出让，力争政府性基金收入明显提升。探索创新“四资”互换

模式，牢固树立大财政观，统筹发挥好政府资源、资本、资产、

资金效益，推动“四资”互动互换，积极拓展财政增收空间。

（二）全力抢抓机遇。抢抓中省稳定经济大盘出台系列支

持政策的“窗口期”，深入贯彻市委关于“上争外引”的重要要求，

聚焦当前中央明确的 9 大领域和新能源、新基建、稳投资促消

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重点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高频

次主动做好汇报衔接，全力争取上级更多的政策、项目和资金

支持。抢抓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机遇，紧盯中省改革动向，认

真研究改革政策，争取将更多南充因素纳入省上改革计算口径，

确保在改革中获得更多支持。

（三）全力保障支出。牢固树立“党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

的思想，坚持有保有压、分清轻重缓急，对基层“三保”、债务

还本付息、常态化疫情防控、全省文旅发展大会等必保支出，

坚决做到应保尽保。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凡可上可不上

的非必要、非紧急项目，一律不予列入预算安排；凡有资金压

缩空间的项目，坚决予以压减。创新财政支持发展方式，集中

有限的财力支持制造业强市战略，用好用活产业发展基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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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全力提升绩效。对标“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以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为中心任务，

持续优化绩效管理闭环。完善绩效运行监控跟踪整改机制，督

促对绩效运行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偏纠错。探索打造

“参与式”绩效管理模式，邀请市人大、政协等相关人员参与财

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持续强化绩效结果应用，严格执行绩效

评价结果双向反馈制度和绩效问题整改责任制，推进财政预算

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严格实施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切实

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考核“指挥棒”作用。

（五）全力防范风险。加强债务风险防范，完善预算审核、

专户管理、纾困应急、挂牌督导等机制，纵深推进防范化解财

政运行风险“1+N”行动方案实施。始终坚持“谁举借、谁负责”

和“属地负责”的原则不动摇，全面压紧压实各县（市、区）主

体责任，督导各地严格按照债务化解工作方案和计划执行，严

格履行还本付息责任，坚决杜绝债务违约事件发生。进一步严

肃财经纪律，扎实抓好财经秩序“6+4”专项整治发现问题和审

计发现问题整改；督促各地加强库款管理，扎实推进县级暂付

款清理消化，严格按照“3+2”支出保障序列拨付资金，妥善处

理“三保”支出保障、社保基金足额筹集、清偿政府工程欠款等

问题，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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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坚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精神和市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

力做好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为南充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

心城市提供坚强财力保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