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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面对落实大规模减税降

费政策以及大力度去产能、调结构、

治污染给财政收支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财政部的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下，

河北省财政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牢固树立财随政走、政令

财行理念，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财

政、助推高质量发展”目标，始终把做

好县级“三保”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坚持建制度、增实力、防风险一起

抓，有效保障了县级财政平稳健康运

行，全省公教人员工资及时足额发放，

民生支出占比持续保持在80%以上。

建章立制，积极构建县级“三保”

制度体系

针对日益突出的财政收支矛盾，

以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为目标，全面

加强制度建设，努力确保国家政策要

求全面落地，县级“三保”不出问题。

一是制定“1+3”管理办法。认真

落实财政部工作部署，研究印发加强

财政预算收支管理做好县级“三保”

工作的通知，出台县级“三保”预算

编制审核、预算执行监控、风险应急

处置等3个办法。近几年，每年年初

都对各县“三保”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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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集中会审，发现问题及时督导县

级优化支出结构，调整预算项目，足

额保障“三保”支出预算。同时，建立

完善“月报告+重点关注名单”制度，

要求各县每月分项出具“三保”支出

保障情况及执行进度报告，将收支矛

盾突出、债务风险高、暂付款规模大、

库款保障水平持续偏低的县区纳入重

点关注名单，进行重点监控，“一县一

策”制定化解方案，做到风险早发现、

早预警、早处置。

二是制定“两个规程”。着眼提升

基层财政规范化管理水平，印发《河

北省县级财政预算管理业务操作规

程》《河北省乡镇财政业务操作规程》，

对基层财政工作职责进行重新梳理和

清晰界定，明确预算管理业务时间节

点、办理标准和工作流程，有效解决

“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谁负责”

的现实问题。

三是制定“民生十条”。着眼打

通民生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制定

出台《财政保障民生政策落实十项举

措》，从确保民生支出只增不减、明确

各级民生支出责任、强化重点民生领

域保障、健全财政持续保障机制、全

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民生资金

拨付效率、实施民生支出清单管理、

加强民生资金绩效管理、加大政策宣

传公开力度、加强政策落实组织协调

等10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推动各项

民生政策在县级落实落地。

开源节流，切实增强县级“三保”

保障能力

针对县多县小、人均财力弱、多

数县财政处于“紧平衡”的实际情况，

坚持培育内力与加大扶持相结合，着

力保障县级财政平稳运行。

一是积极创新增收激励政策。制

定出台《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十

条财政政策》，确立“多增多奖励、高

质更受益、激励壮财源、约束促自立”

的政策导向，引导激励县级加快转型

升级、创新驱动、扩大开放，增强自身

造血能力。2019年兑现奖励资金20亿

元，有效调动了县级抓财源、促发展

的积极性主动性，县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5个百

分点，收入超5亿元的县新增11个。

二是加大省对下补助力度。坚持

财力下沉，统筹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阶

段性财力补助以及省级财力，统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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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省对下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不断

加大对下补助力度，市县可用财力占

全省财力比重达到83%。进一步调整

完善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思路，

把保刚性增支、弥补政策性减收作为

重要因素，资金分配向困难地区和受

减税降费影响大的地区倾斜，两项因

素分配资金规模占增量资金总规模的

77%。同时，建立加快预算支出进度

长效机制，推行支出承诺制、通报考

核制和资金挂钩制，推动资金早支出、

早使用、早见效。

三是有效应对减收影响。制定加

强财政收支预算管理支持减税降费政

策落实14项措施，指导各地多措并举

弥补减收，2019年市县调入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402亿元，清理结余结转和

沉淀资金43.5亿元，国有资源有偿使

用收入增加72.1亿元，一般性支出压

减10%以上，优先用于落实“三保”支

出、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等重点领域。

加大债券支持力度，在严控风险的前

提下，2019年安排市县新增政府债务

限额1637亿元，有力支持了3600多

个公益性项目建设，使县级可腾出更

多资金用于“三保”支出。同时，硬化

预算约束，要求各县不得擅自改变“三

保”支出预算用途，人员工资必须严

格按政策标准、保障范围、规定时间

足额发放到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出现

迟发、缓发等拖欠工资现象。

全程管控，有效防范县级“三保”

运行风险

以财政业务一体化系统为依托，

防控并举，对县级“三保”进行全方位、

全流程动态管理。

一是积极搭建运行监控平台。开

发建设集日常监控、风险管理、绩效

管理、数据应用、决策支持于一体的

市县财政运行监控信息平台，通过整

合贯通项目库、预算编审、电子支付、

决算编制等各子系统数据，对所有县

（市、区）财政日常运行、风险状况以

及省对市县财政工作绩效管理开展全

程管控，实现全省财政管理和运行数

据及信息的准确提取、高效利用，促

进全省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二是着力强化财政库款管理。为

督促市县保持合理的库款规模用于保

障“三保”支付，报经省政府批准，制

发了全省暂付款风险管控工作方案，

明确要求各市县在严控新增规模的基

础上，对2018年底前形成的暂付款，

利用五年时间消化完毕。进一步完善

省对下库款调度机制，全省各级财政

预算、国库信息共享，省级财政加强

对资金持续紧张县区的库款监测，科

学组织资金调度，优先保障“三保”支

出需要。

三是健全完善保障约束机制。印

发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备案管理办

法，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等8项基本民生项目，明确了保

障标准的制定原则、责任主体、备案范

围、报送流程等内容，要求市县加强财

政综合保障能力评估，制定的基本民

生项目保障标准不得低于基础标准，

也不得脱离实际，搞过高承诺和过度

保障，确保基本民生政策落实到位。

四是有效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制定《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 《河北省各级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实

施办法》等20余项制度文件，构建了

限额管理、风险预警、应急处置、追责

问责的“闭环”管理体系；督导预警

提示地区制定政府债务化解方案和应

急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政府债券还本

付息预算审核，全省政府债务风险整

体可控；完善政府隐性债务动态统计

和重点监控机制，严控隐性债务增量，

构建债务化解体系，强力督导推动落

实；组织各地政府主管领导和财政局

长进行培训，深入解读政府债务管理

新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

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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