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区财政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

督支持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区二届五次

党代会，中央、省、市经济工作及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区委“12235”

总体部署，狠抓财政增收节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充

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全区经济全面发展，勇当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排头兵提

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5095 万元，同口径增长 1.87%，其中：

税收收入 42202 万元，非税收入 82893 万元，税收占比 33.74%；区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661875 万元，同口径增长 7.38%。

全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256000 万元，同比减少 16.83 %，全年政府性基金支

出 360997 万元。

一、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295082 万

元，占预算数的 130.97%，同比增长 47.26%。其中：上划中央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104393 万元，占预算数的 177.87%，同比增长 86.76%；上划省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7790 万元，占预算数的 122.01%，同比增长 28.11%；

上划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7804 万元，占预算数的 200.75%；区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5095 万元，占预算数的 100.07%，同口径增长 1.87%。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 42202 万元，占预算数的 100.24%，

占比为 33.74%，减收 12563 万元，同口径减少 22.94 %；非税收入完成 82893



万元，占预算数的 99.98%， 占比为 66.26%，增收 14861 万元，同口径增长

21.84%。

表一：2020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表（万元）

预算科目
2020 年决

算数

2019 年决

算数(同口

径）

增减额 增减%

一、税收收入 42,202 54,765 -12,563 -22.94

增值税 14,425 14,414 11 0.08

企业所得税 4,251 5,057 -806 -15.94

个人所得税 1,146 953 193 20.25

资源税 1,220 996 224 22.49

城市维护建设税 8,209 7,539 670 8.89

房产税 1,149 996 153 15.36

印花税 1,064 1,201 -137 -11.41



城镇土地使用税 1,160 1,287 -127 -9.87

土地增值税 3,472 3,655 -183 -5.01

车船税 944 885 59 6.67

耕地占用税 -467 3,746 -4,213 -112.47

契税 5,456 13,843 -8,387 -60.59

环境保护税 115 129 -14 -10.85

其他税收收入 58 64 -6 -9.38

二、非税收入 82,893 68,032 14,861 21.84

专项收入 3,783 3,940 -157 -3.98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1,544 13,136 -1,592 -12.12

罚没收入 4,378 2,514 1,864 74.14

捐赠收入 3,850 3,875 -25 -0.65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收入
59,211 44,466 14,745 33.16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27 101 26 25.74

本年收入合计 125,095 122,797 2,298 1.87

图 1：2020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图

根据表一显示，今年受疫情影响，税收入与上年相比，总体下降 12563 万

元，下降 22.94%，其中：耕地占用税因退税造成本年收入为负数，下降比例为

112.49%；契税下降 8387 万元，下降比例为 60.59%；企业所得税下降 806 万

元，下降比例为 15.94%；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虽然增长占比超过 15%，

但因原基数小，增长绝对值小。



非税收入与上年相比，增长 14861 万元，增长 21.84%。其主要原因是：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加 14745 万元，增长比例为 33.16%，系行政事

业单位机构改革、区划调整处置资产收入；罚没收入增长 1865 万元，增长比例

为 74.18%，系区内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整治活动，进一步加大了罚没收

入力度。

图 1-1：税收收入结构图

收收入中，增值税占 33.44%，城市维护建设税占 19.03%，契税占 12.65%，

企业所得税占 9.85%，土地增值税占 8.05%，这五项税收占 83.02%。

图 1-2 ：非税收入结构图



非税收入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占比 71.43%，行政事业性收费

收入占 13.93%，两者合计占 85.36%。

图 1-3：收入结构图



税收入占全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6.26%，税收收入占 33.74%，说明税收

收入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力度低。

2、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1875

万元，同比增支 45505 万元，同口径增长 7.38%。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5268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公共安全支出 21729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

教育支出 129170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科学技术支出 3350 万元，占

调整预算数的 10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973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112545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卫生健康

支出 58724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节能环保支出 4581 万元，占调整

预算数的 100%；城乡社区支出 14688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农林水

事务支出 137013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交通运输支出 14420 万元，

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支出 1090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商业服务等事务支出 2636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金融支出 170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事务支出 6918 万元，占调

整预算数的 100% ；住房保障出 39603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粮油物

资储备事务支出 3801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779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其他支出 28508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债务付息支出 13833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76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

表二：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万元）



2：2020 年公共预算支出结构图



从表二和图二中可以看出：2020 年公共预算支出占比最大的是农林水支出

高达 20.70%；其次是教育支出占 19.52%；第三为社会保障和就业占 17.00%；

第四为卫生健康支出占 8.87%；第五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 8.35%。这五项支

出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74.44%。

3、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0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1712.79 万元，比上年 1540.98 万元,

增长 11.15%，分别：公务接待 626.63 万元，同口径比上年 663.6 万元下降 5.57%；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086.17 万元，同口径比上年 842.44 万元增长

28.93%（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67.86 万元，主要是区人民法院购置公务执法

用车及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更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18.31 万元，同口径

比上年 720.47 万元增长 41.34%）。 2020 年受疫情冲击，各单位参加疫情防

控，造成单位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较上年增加 297.84 万元，其他“三公”经费

均为减少，可见疫情是导致“三公”经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4、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5095 万元，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504866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75131 万元、上年结余 3483

万元、调入资金 33922 万元，全区收入总计 742497 万元。区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661875 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2262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57918 万元、安

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3 万元，全区支出总计 742497 万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二）、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全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256000 万元，占

调整预算数的 100%，同比减少 16.8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47435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8565 万元。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全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360997 万元，同

比增支 40738 万元，增长 12.72%。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86 万元，占调

整预算数的 10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45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

城乡社区支出 224607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农林水支出 923 万元，

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其他支出 86788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债务

付息支出 9430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18 万元，占

调整预算数的 100%；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37800 万元。



3. 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全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256000 万元，加上专

项补助收入41850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10100 万元，全区基金收入总计 407950

万元。全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360997 万元，加上调出资金 33793 万元，债务还

本支出 1315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年终结余 1 万元，全区基金总支出 407950

万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表三：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万元）

三：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结构表



从表三和图三看，2020 政府基金安排支出占比最大的是城乡社区支出，主

要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今年新增抗疫特别国债支出，用于疫情防控。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 国有资本收支情况。区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40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

的 100%，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使用。

2. 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总收入 41 万元，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年结余 1 万。国有资本经营总

支出 41 万元，全部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2692 万

元，其中：社会保险收入 8469 万元，利息收入 145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11705

万元，委托投资收益 2150 万元，其他收入 133 万元，转移收入 90 万元。

2.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23615 万

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23612 万元，转移支出 3 万元。

3.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结余情况。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2692 万

元，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23615 万元。当年结余-923 万元，加上上年结

余 36867 万元，年终累计结余 35944 万元。

二、财政供养人员、机构变动情况

（一）机构情况

2020 年度，纳入本区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 449 个，比

上年 511 个减少了 62 个，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区划调整。

（二）人员情况

2020 年我区财政供养人数 18109 人，其中在职人员 18096 人，离休人

员 13 人。与 2019 年决算数 18037 人相比人增加 72 人，主要原因是：一是新

进 498 人（其中：公考公招人员 368 人，退役士官安置 37 人，免费师范生安

排 46 人，“英才计划”23 人，“三支一扶”14 人，西部志愿者 5 人，免费医

学订单生 3 人，村官转聘 2 人）；二是减少 426 人（其中：退休 296 人，调出

及辞职 117 人，在职死亡 13 人）。

三、2020 年主要工作



2020 年是极不平凡、极其艰难、极具挑战的一年。面对艰巨繁重的发展任

务，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在区委、区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全区财政部门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中央、省、市经济工作及财政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六稳”“六保”精

准发力，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在实际工作中狠抓财政增收节支，深入推进财税体

制改革，不断创新财政支持发展方式，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全区打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场硬仗”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一年来，我们拓税源、聚财源，发展动力持续增强。一是健全征管机制，破

解征税难题。积极克服市区财税体制改革和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建立税收分析、征收管理、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四位一体”征管机制，对重点

税源、重点行业、重点税种监控，进一步加强征收管理，抓实征缴工作。二是挖

掘征管潜力，强化税收征管。充分发挥综合治税平台的作用，共同建设良好税收

环境，实现涉税信息交换共享。三是创新争取模式，取得历史性突破。充分发挥

牵头揽总作用，深入研究和掌握上级出台的最新经济政策、财政资金投向和资金

安排规模，创办《财政资讯》13 期，及时将财政政策及相关信息动态呈送给领

导及相关部门；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由区委、区政府牵总，财政和各职能

部门协作，采取“人盯人”的方法向中央、省、市各部门对接，积极主动向上汇

报争取。2020 年，全区向上争取历史性突破 50 亿元大关，特别是争取中央补

短板资金 26590 万元（居全省第一）、学前教育资金 10800 万元（居全省第二、

全市第一）、抗疫特别国债 37800 万元（居全省第四、全市第一）。

一年来，我们优结构、惠民生，保障职能全面夯实。一是全力保障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紧急调拨资金 22593 万元，全力保障防疫支出和防疫应急体系建



设，有力保障了区人民医院感染病区能力提升、区中医院门急诊及医技大楼建设、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等项目的顺利实施。二是大力支持教育

事业发展。为解决大班额入学难等问题，投入资金 15000 万元，建成投用达川

中学三里校区、三里幼儿园、三里小学扩建及附属幼儿园、河市镇中心幼儿园、

航空小学等 5 所学校，开工建设实验小学三里校区、逸夫小学杨柳校区、特殊教

育学校、杨柳幼儿园等 4 所学校。三是加大基本民生投入。全年兜底保障“十大

民生”救助、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优抚对象生活补贴、就业补助等资金共计

50642 万元；打卡直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购置补贴、雨露计划补贴、退耕还

林工程补偿等惠民惠农资金 11896 万元。四是支持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落

实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 570（套）户，加速推进 9 个老旧小区开工建设。五是加

大环保投入。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投入资金 17674 万元，开工建设污水

处理厂 18 个，非正规垃圾堆码场整治项目 49 个，有力地推进了城镇污水及城

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一年来，我们保重点、促提升，经济发展活力凸显。一是强力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投入资金 67100 万元，支持九龙湖大道、绥定大道二段、山体公园、南

滨路、博物馆、文化馆、南坝公园、小河嘴一二期、临江公园、雷音铺大桥等重

大项目建设。二是大力支持农业发展。安排财政支农资金 78513 万元，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等提供了坚强的资金

保障；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0197 万元，整合财政涉农项目资金 23737 万元，

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全面巩固脱贫成果；抓实四项扶贫基金，

建立四项基金补充机制，全区四项扶贫基金规模达到 17363 万元，有效解决了

贫困家庭读书、就医和产业发展缺资金等难题；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投入各



级财政资金 13000 万元，对达川乌梅现代农业园区、青花椒肉牛现代农业园区、

麻柳生猪优质粮油现代农业园区等多个园区的基础设施及产业发展进行了升级

改造。三是大力支持工业发展。认真落实各项支持疫情防控、企业纾困和复工复

产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全年共计实现减免税费 8551 万元；累计拨付商贸流

通企业各类补助资金 4000 万元；减免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租金

106 户、116 万元；缓交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费企业 105 户、414 万元；加

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共安排财政资金 6588 万元，有

力地支持了全区工业企业发展。四是大力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安排资金 15800

万元，支持商贸物流园区、秦巴物流园区和商贸物流体系建设。五是大力支持旅

游业发展。投入资金 27500 万元，启动了石桥古镇创建国家 AAAA 及旅游景区

规划，沙滩河创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规划，完善了真佛山以及部分乡村旅

游景区基础设施，乌梅山创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通过省级专家验收。

一年来，我们实监管、强绩效，管理根基不断筑牢。一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不断健全“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

馈、反馈结果有应用”工作机制，预算绩效管理率达到 100%。二是大力盘活财

政存量资金。加大清理存量资金力度，全面强化“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

绩效管理意识，全年共计盘活存量资金 38214 万元。三是扎实开展监督检查。

组成专项核查组，对 9 个乡镇的 2019 年度义务教育等情况和 2018 年以来脱贫

攻坚领域各类巡视、审计、考核、监督检查等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全

面专项核查，查处违规金额 762 万元；对 27 个单位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财经纪律执行情况和私设“小金库”情况开展了专项核查，查处违规金额 587

万元；对 2 个单位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会计信息质量开展了重点检查，



查处违规金额 24 万元，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四是强化政府采购监管。通过

强化监管，严格审批，将预算采购金额压缩到 68603 万元，节约资金 5562 万

元，节支率达 7.5 %。五是提高财政评审工作质效。全年完成预算评审项目 589

个，送审金额 627616 万元，审定金额 577909 万元，审减金额 49707 万元，

综合审减率达 7.92%，为节约财政资金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年来，我们攻改革、焕活力，管理能力全面提升。一是严格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关于过“紧日子”的要求，全年压减一般性支出 9663 万元，压减率 13%。

二是积极推进市县财政改革。全面完成我区市县财政改革两年攻坚计划确定的推

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编制“四本”预算等 73 项改革任务。三是深入推

进 2020 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将部门专项绩效目标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编入

2020 年部门预算，实现绩效目标与预算申报、审核、批复、公开“四个同步”；

将全区预算单位的所有财政性资金纳入绩效评价范围内，按照“资金量大、代表

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的原则，在民生工程、脱贫攻坚、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选取 11 个重点项目、4 个政策性资金由第三方绩效评价机构开展重

点绩效评价工作，同时，全区所有预算单位整体支出将全部由第三方绩效评价机

构进行绩效评价。四是全面推进国企改革。4 家区属国企全部实行集团化、公司

化自主经营模式，既做实企业增强运营能力，又有效降低财政运行风险，财政运

行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一年来，我们强管理、守底线，财政风险总体可控。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有关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债务风

险的底线，及时公开政府债务情况，规范政府债务借、用、还各个环节，确保政

府债务在限额内举借，严格管控债务总额，坚决杜绝违规新增政府债务和隐性债



务。同时，按照规定将新增债券资金用于社会事业建设、生态环保建设、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文化旅游建设、棚户区改造、乡村振兴等公益性民生项目建设，有

力地推动了我区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提升了群众生活水平。2020 全面完成化

解隐性债务 64400 万元目标任务，全口径债务率全市最低，全区债务风险总体

可控。

一年来我们遵法制、守规则，党风廉政牢记于心。一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做到财政业务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两手抓、

两手硬”，为推动全区财政改革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保障。二是始终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四川工作系列指示精神，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及省市区全会精神纳入局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

全年开展中心组学习 12 次，学习篇目 50 余篇，集中研讨 6 次。三是强化廉政

教育，开展专项活动。组织干部职工 4 次观看达州市和达川区《阳光问廉》节目；

联合三里坪街道、结对联创社区开展了以“传红色经典 f 扬财政新风”为主题

的演讲比赛；邀请区政协主席叶祥金为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七一”专题党课，

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先后召开财政系统作风专项

整治活动动员会和推进会，深入开展“3 6 N”大讨论活动，推动“三树三创”

在财政系统先行示范，不断筑牢廉政思想防线。

四、2021 年主要工作要点



2021 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全区财政工作将

紧紧围绕区委二届六次党代会精心擘画的达川经济社会发展宏伟蓝图，开启达川

乘风破浪的崭新征程，在认清形势、顺应趋势、放大优势中应对挑战，在担当实

干、用情真干、奋进快干中破解难题，在主动作为、创新作为、担当作为中迎难

而上，大马力跑出奋进达川先行示范新速度，全力助推全区经济社会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

（一）立足“早”字抓财政收入。一是向上争取早谋划。动态掌握上级政策

导向，主动向上级财政、金融机构汇报对接，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整体联动，形

成合力，争取最好效果。二是税源培植早部署。重点关注达川区近年来引进的重

点产业项目的建设、运营情况，构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支撑财源，及时兑现产

业发展优惠政策，扶持高新技术，培育新型财源。三是征管力度早加强。切实加

强重点税源、重点行业、重点税种监控，确保税源不流失，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

库。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促进非税收入及时解缴入库。加大土地和城市的经营力

度、存量土地及规划土地的挂牌出让力度和已出让土地欠缴土地价款的催收力度，

确保基金收入平稳运行。

（二）立足“实”字抓国企转型。一是抓实治理结构。推进平台公司在顶层

治理结构上的优化，进行市场化运作，适时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行混合所有制，

推动股权结构转型，切实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从而实现既盘活国有资产，又能

引进先进经验激发内在经营活力。二是抓实资产注入。全面清理全区行政事业单

位经营性资产、特许经营权、城市经营权、土地、矿产、旅游、森林资源等，按

照功能和服务区域进行资产注入，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三是抓实制度管理。

不断健全完善国有企业采购管理、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国有企业员工招聘等制度



建设，加快实施以岗位与价值为基础的考核激励机制，实行与选聘方式相匹配、

与公司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待遇分配制度，突出业

绩导向，提升全员绩效意识，充分调动企业干部职工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立足“稳”字抓资金保障。一是产业发展稳步推进。进一步抓好“一

卡通”补贴系统建设工作，及时兑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退耕还林和农机购置补

贴等补贴资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打造特色农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

力支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支持发展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支持煤炭、建材等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扶持中小微企业成长壮大，支持各大园区建设；吸引和引导社

会资本，投入现代服务业发展，继续抓好农村电子商务和服务业发展工作，开拓

“互联网 ”新思路，努力促进我区服务业发展。二是社会事业发展稳中求进。

支持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占比；全力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支

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全区防疫体系建设。足额落实城镇职工医保、

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政策，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支持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持续加大财政对医药卫生事业支持力度；积极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转型发展寻找对策，推动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全力确

保城乡低保、“十大民生”救助、特困人员供养等民生保障制度落到实处；支持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环境污染及生态保护资金投入，支持打好“三大战役”，

积极推动绿色发展。

（四）立足“狠”字抓风险防控。一是债务化解下“狠心”。进一步加强隐

性债务风险排查，将隐性债务化解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单位和具体项目，确保

10 年内完成隐性债务化解计划。二是债务管控下“狠力”。进一步强化债务风

险预警管控，建立和完善达川区债务管理制度体系，量化达川区债务风险指标，



根据债务风险指标，跟踪我区债务风险状况，动态跟踪风险变化，排查债务风险

点，及时对债务风险进行预警预报。三是化解债务风险下“狠劲”。进一步严肃

财经纪律，筑牢资金安全防线，将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化解纳入目标考核体系。

同时纳入审计监督范畴，将债券资金使用、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化解隐性债务存

量等情况作为重点审计内容，促进规范举债融资，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

（五）立足“精”字抓绩效管理。一是预算管理精细化。在预算编制中，

按照“有保有压、量力而行、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培

训费等一般性支出，结合财力优先保障工资、运转、基本民生及区委、区政府决

定的重大项目建设；在预算执行中，进一步做好财政收支统计工作，提高预算执

行分析能力，有效应对财政执行中的困难；盘活存量、用好增量，通过财政再安

排，充分发挥“沉睡”资金效益。二是绩效评价精准化。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进一步强化绩效观念，完善指标体系，开展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深化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管理贯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的全过程，

全覆盖各预算单位。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益意识，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与

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对乡镇财力保障资金、部门公用经费、项目资金实行绩

效考核，将绩效评价结果同预算安排有机结合，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作用，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百年征途谋新篇，奋楫扬帆正当时。达川区财政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及省市区全会精神为指引，在

上级财政、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以献

礼建党 100 周年为契机，以“十四五”规划开局为抓手，聚焦“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北翼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发展定位，围绕 “经济总量‘冲刺 1000



亿’、城市规模‘建设双 200’”发展目标，坚持“奋进达川、先行示范”工作

基调，大力实施“一核三带五区”发展战略，突出七大抓手、实现七大突破，为

达川勇当达州“创副”主力军提供坚强的财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