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坡头区二届人大一次

会 议 文 件（七）

关于中卫市沙坡头区 2021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10月28 日在中卫市沙坡头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中卫市沙坡头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沙坡头区 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2 年预算草案提请区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请政协委员

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起步之年，

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财政工作在区委、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紧紧围绕“十四五”确定的工作目标，落实更加提质增效、

更可持续的财政政策，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保障，财政运行总体良好。

（一）2021年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3.6 亿元，为预算的



132.9%，同比增长 38.9%。加上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21.43亿元、

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亿元、调入资金 10万元、上年结转资金 0.31

亿元，全口径收入预计为 27.34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25.61 亿元，为变动预算的

97.9%，同比增长 3.5%。加上债务还本支出 0.45 亿元、补充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0.89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0.39亿元，全口径支

出预计为 27.34亿元。

按照预算法及相关规定，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

全部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以后年度预算缺口。据此，

将预计超收收入 8910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滚存余额

1.08 亿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沙坡头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930万元，加上上级

财政补助收入 1363万元、上年结转资金 19万元，全口径收入预

计为 231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1382万元，为变

动预算的 59.8%。加上结转下年支出 930万元，全口径支出预计

为 2312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沙坡头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53万元，为预算

的 117.8％，加上上年结转 14万元，收入总计预计为 67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49万元，加上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 1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8万元，支出总计预计为 67万元。

（二）政府债务情况



2021年，自治区核定沙坡头区政府债务限额 11.65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 11.31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0.33 亿元。截至

2021年底，政府债务余额 9.82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9.5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0.3亿元，未超出债务限额，债务规模总体

可控。

上述执行结果，在决算编制汇总后还会有所变化。将在 2022

年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报告 2021年财政决算情况。

（三）落实区人大预算决议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2021 年，按照沙坡头区一届人大八次会议决议及区人大常

委会的决定、意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财政工作：

1.攻坚克难，财政收支稳健运行。紧抓“十四五”规划、经济

恢复性增长等有利之机，积极组织税收，争取上级资金，优化

支出结构，全力提升财政保障能力。财政收入量质双增。密切

关注经济形势变化，加强联动分析，多方挖潜增收，提高税收

及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力度，本级收入实现较快增长。预计到年

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9%，税收占比 92%。争取资金成效

显著。紧盯政策动态，不断拓宽思路，多渠道争取上级资金，

支持重点项目建设，补足短板，有效解决财力不足的困难。预

计到年底向上争取项目资金较上年增长 10%以上。支出结构持

续优化。树牢“过紧日子”思想，一般性支出公用经费压减 10%，

部门“三公”经费支出预算压减 10%以上。兜牢“三保”底线，集

中财力保重点。资金效益不断提升。强化财政资金统筹，盘活

部门存量资金 5970万元。扩大直达资金范围，发挥直达资金在



快速直达、惠企利民、纾困解难方面的关键作用，切实把每一

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2.开拓创新，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聚焦重点领域、瞄准

痛点难点，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步伐，不断激发和释放发展活力。

财政事权改革持续深化。配合中卫市制定市、区两级基本公共服

务、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交通等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方案，逐步形成依法规范、权责匹配的分工体系，改革进

程稳步推进。预算管理改革步伐加快。深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应用，规范项目库管理，细化预算编制，实现预算压减硬约

束，注重财力平衡，持续规范预算管理，在财政可保能力范围内

集中财力办大事。预算绩效管理全面深入。完善制度建设，加强

全过程管理，强化跟踪问效，引导单位建立规范、科学、高效的

预算绩效一体化管理体系，“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意识显著

增强。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按照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三年

目标任务，积极组建中卫市鑫沙建设有限公司，重新调整优化国

有企业布局，完善监管机制，健全薪酬制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走深走实。融资担保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争取到位自治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补助资金 2500万元，缓解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立宁夏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沙坡头分公司，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担保，增强担

保体系抗风险能力。

3.凝心聚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抢抓政策机遇，

补齐短板弱项，深挖“三农”潜力，统筹城乡发展。接续推进脱贫



地区乡村振兴。筹措资金 2.32亿元，支持贫困村产业发展和基

础设施建设，开展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支持乡村建设行动。投入资金 6378万元，支持

东园美丽小城镇建设、一村一年一事”行动、73个农村公益事业

项目和 3个整村推进项目，改善农村面貌及群众生活环境，增强

群众幸福感。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统筹资金 1.97 亿元，大

力支持奶产业、草畜产业、苹果产业、设施蔬菜等养殖业和农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自治区级农业绿色发展示范区。完善农业

保险协办机制，充分发挥在防范和化解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业

经营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的显著作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安排资金 1.38 亿元，用于黄河流域沙坡头区段综合治理、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可再生能源、国土绿化等，

坚决打好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植绿增绿“三个大会战”，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

4.以人为本，助力人民生活品质全面提升。聚焦“四大提升

行动”，坚持人民至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优先保障就业。安排资金 3650万元用

于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公益性岗位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

作，为稳定就业营造了良好环境，努力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支持

教育均衡发展。投入资金 1.57亿元用于“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建

设、薄弱环节改善、学前教育等，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卫生健康水平。投入资金

6400 万元用于常态化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及疫苗接种、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建设、公立医院改革等，

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兜牢社会

保障底线。安排资金 1.4亿元，及时兑现城乡低保、高龄、特困

供养、孤儿、残疾人等困难群众救助及伤残抚恤和退役士兵安置

补助，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着

力提升民生保障能力。推动文旅发展。投入资金 2472万元，支

持向阳步行街特色文化街区改造、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等项目建

设，举办南北长滩黄河梨花节、“晒文旅·晒优品·促消费”文旅推

介等活动，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对外影响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5.履职尽责，财政管控能力持续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加

大监管力度，全力防范和化解财政领域风险。加强政府采购监管。

严格落实政府采购负面清单，扎实开展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治理，

着力治理政府采购领域突出问题，构建规范透明、公平竞争的政

府采购环境。强化国有资产监管。修订资产管理和处置办法，适

当下放部门资产处置权限，完善监督管理体系。落实区政府向区

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提升国有资产管理透明度和

公信力。抓实财政监督检查。开展财政法规监督评价、预决算信

息公开等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推进单位规范运行。举

办预算绩效和财经法规、政府会计制度和内部控制培训，提升财

务人员业务水平。全力防范财政风险。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坚决

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确保政府债务规模在合理区间。实时监控“三

保”运行情况，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加强金融风险防范，防止发

生金融领域风险。



各位代表，虽然过去的一年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可

以看出，目前财政工作还面临一些矛盾和困难，主要是：税收单

一，收入增长后劲不足；民生领域、政府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

出不断加大，收支矛盾仍然突出，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市

区两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有待进一步理顺。对此，我们将采取

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22年预算草案

2022 年财政工作及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大力优

化支出结构，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完善资金分配和使用机制，加快推动现代财税体制，促进财政可

持续发展，有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全口径收入 13.45亿元，其中：

（1）沙坡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5亿元，较上年增

长 5.02%。其中：税收收入 2.64亿元，非税收入 0.21亿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0.6亿元。

（3）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 10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3.45亿元，

较上年增长 15.81%。按照支出功能分类：一般公共服务 1.34亿



元；公共安全 0.2 亿元；教育 4.28 亿元；科学技术 0.05 亿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0.09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1.91亿元；卫

生健康 1.41 亿元；节能环保 0.06 亿元；城乡社区 0.7 亿元；农

林水 1.4 亿元；交通运输 0.07 亿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0.01

亿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0.03亿元；住房保障 0.61亿元；粮

油物资储备 0.01亿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0.16亿元；预备费

0.14亿元；其他支出 0.58亿元；债务还本 0.02亿元；债务付息

0.38亿元。

（1）基本支出：安排资金 9.90 亿元，主要用于预算单位人

员工资福利和按定额标准安排的单位基本公用经费。具体为：

①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9.39 亿元，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及

离退休人员工资及社保、社区干部、村干部工资及社保，以及预

留新招录人员工资及社保、遗属补助、干部职工丧葬抚恤费、职

业年金做实资金等。

②基本公用支出 0.51 亿元，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

车辆运行费和办公取暖费，以及社区、村级办公经费等。

（2）项目支出：安排资金 3.55亿元，主要用于保障各单位

履行职责、行政职能必需的基本业务费和区级重点会议，以及基

本民生和社会管理方面必需的项目经费。其中：保基本民生 2.14

亿元，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及乡村振兴等其他民生项

目；保偿债 0.4亿元，包括债务还本和付息支出；其他刚性支出

0.87亿元，包括区委、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和其他刚性支出；设

置预备费 0.14 亿元，用于保障年度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



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沙坡头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38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930

万元，收入总计 1068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68万元，主

要为到期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沙坡头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3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8

万元，收入总计 6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1万元，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 10万元，支出总计 61万元。

三、完成 2022年财政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培植财源力度，激发财政收入活力。落实更加积

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巩固现有财源，加大后续财源培植力度，加

强与税务部门沟通协调，严格依法征税，强化征收管理，确保税

收收入稳步增长。加强非税收入管理，提高执收效率和水平，促

进非税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紧盯政策动态，积极向上争取

资金，壮大财政实力。

（二）有保有压兼顾有效，提升财政发展质量。加大财政资

金投入，提高“三保”保障能力，兜牢“三保”底线，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进

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按照“以收定支、量入为出”原则安排

预算支出。盘活存量资金，统筹用于保障区委、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和重点项目支出，整合财政资源，科学合理有序安排各项支出。

（三）科学合理调度资金，保障重点支出需要。高度聚焦落



实沙坡头区重大部署、重点任务，打好财税政策“组合拳”，促进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坚定不移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

自治区九大产业战略布局，大力支持有效投资、高效投资，调整

优化资金使用方向和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全力支持生态保护、

污染治理、植绿增绿“三个大会战”，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加大对贫困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支持力度，持续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围绕“四大民生行动”，全力

保障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政策落实，完善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努力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推动财政高质量发展。加快理清

市、区两级财政体制，推动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形成依法规范、

权责匹配的分工体系，理顺财政关系。不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推行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应用，持续规范预算管理，提升预

算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贯彻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

年行动，让国企越改越有活力，越改越有效益。持续推进绩效管

理全覆盖，建立与预算紧密融合，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

的绩效评价体系和结果应用机制。

（五）完善财政管理机制，实现财政监管全覆盖。加强项目

库建设，加大对行业部门使用财政资金监管力度，加强与纪委监

委、审计部门沟通协作,积极运用绩效管理成果，实现财政资金

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成果互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积极

落实区政府向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加大对预算单位国有

资产监管力度，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发挥监督检查“利剑”作用，



强化会计监督，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各位代表，2022 年财政工作任务更加艰巨、使命更加重大，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在区委、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政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下，

奋发向上，奋勇向前，争取圆满完成全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先行市作

出财政贡献。



名 词 解 释

1.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

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

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

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

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收支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按照当年预算收入规模安排，不列赤字。

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财政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预算结

余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

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

口，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5.政府债务：是指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以

政府的名义向国内外或境内外承借或担保的，负有直接或间接偿

还责任的债务。

6.一般公共服务：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

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

目支出需要，以及支持地方落实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退役金等。

7.预备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四十条规定，“各



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

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

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8.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处理好政府间财政关系最重

要的制度安排。建立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就是要根据各级政府“谁该干什么事”决定“谁掏钱”，再通过收入

划分、转移支付，让“钱”与“事”相匹配，让办事与花钱、权利与

责任相统一。

9.绩效评价：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量化指标及评价标准，

对部门为实现其职能所确定的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及为实现这

一目标所安排预算的执行结果所进行的综合性评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A9%E6%95%88%E7%9B%AE%E6%A0%87/2564180


附件 1

2022 年沙坡头区财政预算收支总表（草案）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预算数 2021 年预计完成数 2022 年预算数 增减% 备注

收 入 合 计 27,135 36,165 28,503 5.04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090 36,000 28,450 5.0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30 13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5 53 53 17.78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支 出 合 计 116,149 257,531 135,579 16.73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6,100 256,100 134,460 15.8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382 1,06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9 49 51 4.08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附件 2

2022 年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表（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备注

项 目
2021 年

预算数

2021 年

预计完成

数

2022 年

安排数
增长（%） 项 目

2021 年

预算数

2022 年

安排数
增长（%）

合 计 116,100 270,310 134,460 15.81 合 计 116,100 134,460 15.81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7,090 36,000 28,450 5.02 基本支出 84,100 98,943 17.65

市级财力性转移支付 89,000 89,000 106,000 19.10 其中：人员工资支出 80,448 93,843 16.65

市级专项转移支付 125,300
运转经费支

出
3,652 5,100 39.65

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

付
项目支出 32,000 35,517 10.99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0 10 10 其中：还本付息支出 3,790 4,049 6.83

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0,000



附件 3

2022 年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 年

预算数

2021 年
预计完
成数

2022 年

预算数

增幅

（%）
备注

合 计 27,090 36,000 28,450 5.02

一、税收收入 25,090 33,227 26,044 3.80

增值税 10,600 11,200 11,138 5.08市本级、沙坡头区 6:4 分成

企业所得税 2,880 3,200 2,980 3.47市本级、沙坡头区 6:4 分成

个人所得税 900 1,140 936 4.00市本级、沙坡头区 6:4 分成

城市维护建设税 2,240 2,210 2,353 5.04市本级、沙坡头区 6:4 分成

房产税 1,400 1,370 1,451 3.64市本级、沙坡头区 6:4 分成

印花税 1,280 1,350 1,344 5.00市本级、沙坡头区 6:4 分成

土地增值税 1,400 317 1,450 3.57市本级、沙坡头区 6:4 分成

车船税 780 760 819 5.00市本级、沙坡头区 7:3 分成

耕地占用税 970 8,376 800 -17.53沙坡头区固定收入

契税 2,640 3,140 2,773 5.04市本级、沙坡头区 6:4 分成

其他税收收入 164

二、非税收入 2,000 2,773 2,406 20.30

专项收入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800 798 2,056 157.00

罚没收入 200 494 154 -23.0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000 1,464 196 -80.40

捐赠收入

其他收入 17



附件 4

2022 年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 年

预算数

2021 年预

计完成数

2022 年

预算数

其中：自治

区提前下

达专项转

移支付

比上年预

算数增减

（%）

备注

合 计 116,100 256,100 134,460 15.81

一般公共服务 12,104 12,936 13,369 10.45

公共安全 1,531 3,487 1,945 27.04

教育 29,117 35,296 42,837 47.12

科学技术 449 1,981 470 4.68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693 6,093 926 33.62

社会保障和就业 12,532 29,449 19,080 52.25

卫生健康 12,356 17,869 14,159 14.59

节能环保 641 8,635 594 -7.33

城乡社区 6,986 12,525 6,982 -0.06

农林水 14,956 105,528 13,996 -6.42

交通运输 1,180 3,878 686 -41.86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122 3,197 116 -4.92

商业服务业等 -

金融 -2,024 -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303 244 294 -2.97

住房保障 9,147 10,347 6,054 -33.81

粮油物资储备 100 100 100 -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1,515 1,899 1,561 3.04

预备费 1,170 1,170 1,400 19.66

其他支出 7,408 5,844 -21.11

债务还本支出 570 270 267

债务付息支出 3,220 3,220 3,780 17.39



附件 5

2022 年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1 年

预算数

2022 年

预算数

比上年预算

数增减（%）
备注

合 计 84,100 98,943 17.65

501-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14,625 15,846 8.35

50101-工资奖金津补贴 10,646 11,508 8.10

50102-社会保障缴费 2,416 3,071 27.11

50103-住房公积金 1,468 1,207 -17.78

50199-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95 60 -36.84

502-机关商品服务支出 2,465 2,529 2.60

50201-办公经费 2,292 2,343 2.23

50202-会议费 4 2 -50.00

50203-培训费 1

50205-委托业务费 1 1

50206-公务接待费 1

50208-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2 132 43.48

50209-维修（护）费 8 3 -62.50

50299-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7 47 -29.85

50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49,874 64,409 29.14

50501-工资福利支出 49,028 63,129 28.76

50502-商品和服务支出 846 1,277 50.89

50599-其他对事业单位补助 3

509-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9,728 10,315 6.03

50901-社会福利和救助 7,155 6,537 -8.64

50905-离退休费 2,573 3,744 45.51

50999-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34

514-预备费及预留 7,408 5,844 -21.11

51402-预留 7,408 5,844 -21.11



附件 6

2022 年沙坡头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表（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备 注

预算科目
2021 年预

计完成数

2022 年

预算数
预算科目

2021 年

预算数

2022 年

预算数

一、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

费收入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

出

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四、旅游发展基金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4

五、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84

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三、节能环保支出

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四、城乡社区支出 179

八、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930 13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九、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收 入 支 出

备 注

预算科目
2021 年预

计完成数

2022 年

预算数
预算科目

2021 年

预算数

2022 年

预算数

十、彩票公益金收入 五、农林水支出

十一、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

出

十二、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六、交通运输支出

十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

入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十四、车辆通行费 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八、其他支出

十六、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

的业 务费用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十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十八、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

项目 专项收入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819

九、债务付息支出

十、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收 入 支 出

备 注

预算科目
2021 年预

计完成数

2022 年

预算数
预算科目

2021 年

预算数

2022 年

预算数

收入合计 930 138 支出合计 1082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1363 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政府性基金上解收入 调出资金

上年结转收入 19 930 年终结余 930

调入资金

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调入专项收入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00 1068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债务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收入总计 2312 1068 支出总计 2312 1068



附件 7

2022 年沙坡头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表（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备 注

项 目
2021 年
预算数

2022 年
预算数

比上年预
算数增减
（%）

项 目
2021 年
预算数

2022 年
预算数

比上年
预算数
增减（%）

一、利润收入 45 53 17.78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
支出

二、股利、股息收入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四、清算收入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五、调出资金 10 10

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
出

七、上年结转 14 8 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9 51 4.08

本年收入合计 59 61 3.39 本年支出合计 59 61 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