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川县 2016 年财政决算报告

一、2016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16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面对

经济持续下行压力、“营改增”全面扩围等因素对我县财政收入造成的不利影响，全县各级

财税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从容应对挑战，奋力攻坚克难，

较好的完成了县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既定任务，财政收支决算情况总体良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6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279 万元，为年度调整预算的 100.9％，同比增收

2,420 万元，增长 4%，剔除“营改增”全面扩围等政策调减因素的影响后,可比增长 9.1%，

其中:税收收入 41,939 万元，为年度调整预算的 94.1％，同比增收 1,146 万元，增长 2.8%；

非税收入 21,340 万元，为年度调整预算的 117.8％，同比增收 1,274 万元，增长 6.3%

2016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558,511 万元，同比增收 23,489 万元，增长 4.4%。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27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77,190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63,087

万元、调入资金 12,739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42,216 万元。全县财政总支出 558,511 万元，

同比增支 23,489 万元，增长 4.4%。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514,986 万元、上解支出 7,533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6,003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594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29,395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6 年，全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2,92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57.6％，由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构成。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44,400 万元，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 12,926 万元、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11,034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5,140 万元、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5,300 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7,525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4,698 万元，调出资金 2,177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6 年，县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0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200%，由枕头寨电厂

上缴的电力企业利润收入构成；支出 60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200%。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6 年，我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01,085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74.4%；支出 99,85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75.7%。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17,858 万元，支出 31,078

万元；失业保险收入 1,013 万元，支出 238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收入 12,358 万元，

支出 14,230 万元；工伤保险收入 356 万元，支出 308 万元；生育保险收入 701 万元，支出

557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20,107 万元，支出 16,669 万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收入 48,692 万元，支出 36,773 万元。

（五）政府性债务情况

债务限额情况。2016 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33,051 万元（含：2015 年末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 60,151 万元，2016 年新增债务限额 72,9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17,494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5,557 万元。

新增债务方面。2016 年，我县新增政府债务 78,387 万元，都为政府债券，其中：新

增债券 72,900 万元，包括一般新增债券 57,600 万元和专项新增债券 15,300 万元；置换债

券 5,487 万元，都为一般置换债券。新增债券已安排用于城区扩容提质、物流园建设、下穿

京九铁路桥等工程项目；置换债券已安排用于偿还县城污水处理厂项目逾期债务。



债务余额情况。截至 2016 年底，我县政府债务余额 115,974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100,558 万元，专项债务 15,416 万元。

还本付息方面。2016 年，我县偿还政府债务本金 6,769 万元，都为一般债务本金；

偿还利息 575 万元。

二、2016 年财政工作情况

2016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之年，在

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财政工作紧紧围绕“稳中

求进、好中求快”的工作总基调，我县财政部门主动适应新常态、新要求，强化收入征管，

完善体系机制，创新理财理念，深入开展财政改革，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全力保障重点民生

事业和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保证了财政收支的有序运行，有力支持了县域经济社会振兴

跨越发展。

（一）强化收入征管，提高财政保障能力。

一是强化收入执行分析，逐月分析财政收入面临形势和存在困难，及时召开财政、

国税、地税等主要经济管理部门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制定组织收入预案，认真落实各项调控

措施。二是强化依法从严征管，积极开展税收专项检查、纳税评估以及随征税费比对，促进

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三是强化税源监控，加强税收征管，面对“营改增”全面扩围政策调

减等因素造成的不利局面，努力保证收入均衡入库，全年完成本级税收 41,939 万元。四是

强化非税收入管理，不断完善“收支两条线”和非税管理系统，处置经营好房产、土地等国

有资产，全年本级非税收入入库 21,340 万元。

（二）完善体系机制，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一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坚持民生投入力度不减少，着力落实各项民生政策，

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群众，2016 年全县民生类支出 440,783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 85.7%。二是保障“三农”投入，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落实各项支农惠农补贴，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 19,834 万元、“精准”扶贫补助 11,722 万元、农业“三项补贴”4,799 万元、

高标准农田整治资金 3,420 万元。三是保障教育发展投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拨付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 13,325 万元、中小学校园和幼儿园“两相当”补助 6,201 万元、山区教师

岗位津贴 4,946 万元、中央教育改薄资金 2,319 万元、教育创强资金 2,165 万元、农村中小

学校舍维修长效机制资金 1,128 万元。四是保障社保医疗投入，全力满足底线民生需求，拨

付底线民生保障类等资金 84,697 万元。五是加大保障性住房投入，着力解决低收入群众住

房困难，拨付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13,022 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 414 万元。

（三）统筹调配财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以项目统揽发展全局，我县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目标任务，积极筹措资

金推进“三大抓手”项目建设，全年安排资金超过 4亿元。一是抓好交通公路建设，投入资

金全力保障重点交通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龙川交通公路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和运输保障能

力。二是抓好城市扩容提质，投入资金完善市政设施及城区道路改造工程，拉大县城骨架，

拓宽县城发展空间。三是抓好园区扩能增效，做大做强电子电器、空气能、钢结构产业，投

入资金稳步推进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设施完善、服务一流的优良投资环境，切实提

高产业园区承载能力。

（四）创新理财理念，深入推进财政改革。

一是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完善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进一步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二是扩大部门零基预算改革范围，

在 2015 年试点 3 个县直部门的基础上，扩大到全县 74 个县直单位。三是顺利推进“营改增”

全面扩围，并按上级规定范围取消或停征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四是规范地方性政府债务管理，认真开展逾期债务清理、存量债务清理甄别和置换债券工作，



全年偿还债务 6,769 万元。五是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建设“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体系，

全力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成 24 个镇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占任务的 100%；完成

335 个村(社区)公共服务站建设，占任务的 93.8%。。六是继续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存量资金盘活、项目资金报账制和到户到人资金社会化发放等

一系列财政改革。

2016 年，财政部门认真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和政协委员提案。全年共收到市、县人大

代表议案 3件、政协委员提案 2 件，已全部回复、办结。

三、今后工作安排

2016 年,与以前年度相比，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营改增”全面扩围政策调减等因

素影响,我县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增支因素急剧增加，收支矛盾异常突出，支出压力进

一步加大。我县当前财政工作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县域经济依然比较薄弱，财税增收基础

尚不稳固，财政收入结构不尽合理，财源缺乏仍然是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财政刚性支出需

求不断增多，债务风险向财政集聚，财政收支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公共财政体制尚不够健全，

财政管理水平仍存在薄弱环节，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仍需进一步提高等等。这些都需要在今后

的发展和改革中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不断加以完善和解决。

一是全力以赴组织收入，着力提升财政实力。面对复杂多变和增长趋缓的经济形势，

今后，我们将按照“精准分析、强化征管、科学调度”的原则，主动牵头抓好收入征管工作。

密切加强与各征管部门联系，紧紧围绕收支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加强调度，牢牢把握收入

工作主动权。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税措施，突出抓好重点税种、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的税收征

管。挖掘非税收入潜力，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努力实现收入均衡入库，确保圆满完成全年收

入任务。

二是科学统筹改善民生，着力提升群众福祉。资金安排继续向民生领域倾斜，重点

对扶贫攻坚、涉农惠民资金予以保障，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好扶贫

攻坚战。补齐民生事业短板，加大民生投入，全力保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

农林水事务等民生实事的资金需求，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鼓励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

政策，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是主动发挥金边效应，着力促进经济发展。紧扣“三大抓手”，聚力“八抓八促”，

统筹安排财政资金，全力保障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抢抓深圳宝安全

面对口帮扶龙川的机遇，加大对工业园区的投入，全力扶持我县支柱产业、重点项目及重要

税源企业发展。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和地方政府债券额度，积极探索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吸引民间资本投入，撬动投资驱动。用好用够省委、省

政府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的有利政策，加大项目引进力度，着力

构建以现代建筑工业为统领，电子电器、空气能、钢结构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

四是稳妥深化各项改革，着力规范财政运行。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按照“先有

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能支出”的原则，严格预算追加，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和约束

力。完善零基预算和预算公开，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开展财政资金项目库

管理试点改革工作，加强和规范财政资金管理，规范政府财政收支行为，提高财政收支透明

度和资金使用效益。制定乡镇财力保障办法，全力落实保障资金，确保基层政权平稳有序运

行及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探索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研究试编中长期财政规划。严控三

公经费支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不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逐步取消预算单位实有账户，保证财政资金高效、安全。

五是不断强化财政监督，着力防范财政风险。严格执行《预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主动接受审计和社会监督。加强财政管理，重点加强专项资

金监控，配合省财厅做好财政在线监督系统建设工作。加强财政系统内部监督体系建设，健



全日常监督机制，加大对财政资金的监管和检查。强化财政干部队伍建设，与县检察院开展

廉洁共建活动，扎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管理，严禁乡镇

政府及县直部门违规担保、违规举债行为，切实防范财政运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