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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迭代升级社会保障风险准备金管理制度，提高土地出让收

入提取比例，强化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管理，构建多层

次风险防范机制。三是防范化解“三保”风险。“三保”预算编

制审核市县范围从 24个扩大到 39个。健全市县“三保”运行

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加强动态监测分析，及时预警提示。四是

防范化解基层财政风险。系统重构乡镇财政管理体系，组织开

展“乡镇财政管理强基固本落实年”行动。制定出台《关于基

层财政资金监督管理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开展乡镇内部控

制指引试点建设，提升乡镇内部管理水平。

（浙江省财政厅供稿）

宁波市

2021年，宁波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594.9亿元，增长
8.2%。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356.1亿元，增长 2.8%；第
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6997.2亿元，增长 9.8%；第三产业实现增
加值 7241.6亿元，增长 7.1%。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增长 11%。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649.1亿元，增长
9.7%。外贸进出口总额11926.1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同
比增长21.6%。其中出口7624.3亿元，增长19.0%；进口4301.8
亿元，增长26.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436元，同比名义增

长 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73869元，名义增长8.6%，实际增长6.4%；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42946元，名义增长9.7%，实际增长7.5%。

全市财政总收入 3264.39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3.14亿元，增长 14.1%，其中税收收入
完成 1468.52亿元，增长 16.8%。加上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216.4
亿元、转移性收入 922.94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资金
为 2862.48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944.42亿元，
完成预算的 102.9%，增长 11.6%。加上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
出 204.4亿元和转移性支出 713.66亿元，支出合计 2862.48亿
元。收支相抵，全市一般公共预算保持平衡。市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和分享收入 287.52亿元，完成预算的 99.6%，增长
9.7%。加上政府一般债务收入216.4亿元和转移性收入769.47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资金 1273.39亿元。市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432.9亿元，完成预算的 90.6%，增长 18.5%。加
上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34.88亿元和转移性支出 805.61亿
元，支出合计 1273.39亿元。收支相抵，市级一般公共预算保
持平衡。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594.59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5%，负增长 13.2%。加上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379.97亿元和
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2.93亿元、调入资金 14.48亿元、上年结转
452.11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可用资金 2444.08亿元。全
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636.18亿元，完成预算的 85.7%，负
增长 1.4%。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895.81亿元，完成预算
的 83.2%，负增长 17.9%。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60.98亿
元，完成预算的 68.4%，增长 9.2%，完成预算率较低主要是部
分项目支出进度偏慢。市属相关开发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 35.34亿元，完成预算的 106.9%，负增长 41%。市属相关开

发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42.38亿元，完成预算的 79.7%，
增长 9.9%。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7.51亿元，完成预算的
97.7%。加上上年结转2.08亿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0.05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用资金为 19.64亿元。全市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12.78亿元，完成预算的 91.8%。市级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 12.25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7%。加上上年结转
1.75亿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0.05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可用资金 14.05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0.02亿
元，完成预算的 100%。市属相关开发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 0.33亿元，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80亿元，完成预算的

99.5%。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01.01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7%。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97.1亿元，完成预算的
91.7%。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59.14亿元，完成预算的
99.8%。

一、强化收支管理

会同税务部门按月制定组织收入计划，统筹指导区（县、

市）精准组织收入。加强收支分析和收支形势预研预判，为宏

观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出台直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实时跟

踪执行情况，确保资金规范、高效落地。2021年收到中央直达

资金 56.34亿元，全部完成分配，支出进度 91.6%。积极争取新
增债务限额，2021年财政部下达宁波市新增债务限额 306亿

元。健全地方债发行机制，优化招标发行规则，建立柜台债发

行机制，全年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596.38亿元。

二、 服务经济发展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约 198.8亿
元，其中减免税收 166.5亿元，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市
级财政支出 31.81亿元重点支持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产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统筹资金 2亿元支持外贸企

业开拓市场，制定鼓励内外贸一体化若干意见，支持自贸区建

设和招商引资。支持科技创新，建立健全财政科技经费稳定

增长机制，支持宁波甬江科创大走廊和甬江实验室建设，全

市科技支出 131.23亿元，增长 16.6%。安排人才专项资金 7.39
亿元，助力建设人才高地。争取世界银行集团贷款1.5亿美元，
推进宁波城镇生活垃圾智慧分类项目。支持普惠金融发展，

升级“财政+金融”机制，迭代优化“微担通”政策工具，推出
“惠通”“速通”政策性融资担保产品，将政府性融资担保拓宽

至外汇领域，宁波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宁波市农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两家市级担保公司 2021年累计减免费用超 1.02亿
元，在保余额近 144.65亿元。

三、保障民生事业发展

全年民生支出 1372.18亿元，增长 10.6%。支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及时足额做好经费保障，全市累计疫情防控支出

13.96亿元，安排 15.35亿元支持疫苗接种。打造甬有善育、甬
有优学、甬有健康、甬有颐养、甬有安居、甬有保障、甬有温

暖等七张“甬有”民生品牌。推进基本民生政策统筹均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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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梳理基本民生政策 91项，其中已平衡政策 87项。统一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 6项全市基本民生补

助标准，惠及群众 42万人。全市教育支出 284.44亿元，增长
5.5%，推进城乡优质教育均衡发展，打造宁波特色职业教育
体系，提升高等教育内涵。全年投入 1.60亿元，实施人才生活
安居补助政策，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来甬就业创业。强化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推进基本医

保市级统筹，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加强东西部协作，落实新一轮援疆援藏对

口支援，推进山海协作工程和结对帮扶政策，全年累计拨付

资金 16.76亿元。

四、推进财政数字化改革

落实省数字化改革“一号工程”，实时对接整体智治、数

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 5个综合应用和一体

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推进“智慧财政”建设，全面优化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统一应用“智慧财政”系统编制 2022年预

算。推进财政电子票据改革，构建“电子+纸质”财政票据全
生命周期管理，全年开具财政电子票据 1.42亿份。

五、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及财政法制建设

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严格预算编制，加强收支管理，推动构建资源统筹、政策协同、

绩效导向、可持续发展的预算管理格局。出台基本公共服务等

五个重点领域七方面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进

一步增强市级统筹管理能力，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统一规

范基本公共服务共同事权分担比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制定《全面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施意见》，创新改革

试点任务，强化绩效工作规范，高质量构建形成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健

全政府交易机制，加强政府采购标准化建设，全面推广应用电

子招投标，优化政府营商环境。推进财政法治建设，制定关于

深入推进财政法治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强财政工作合法性审

核，创新实施法治审核员制度，防范财政法律风险。

六、加强财政监管

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建立长效机制，压减非重点非刚性

支出，严控新增预算审批，全年一般性支出压减 10.7%。强化
财政监督，实施市级预算单位财政资金使用管理专项检查，组

织全市基层财政资金安全“回头看”行动，推进地方财政收入

问题专项行动，全年开展 9项检查行动。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督促全市各地强化化债主体责任，全面核查化债数据，统筹资

金资产资源，调整优化化债计划方案。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

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守牢风险底线。完善财会监管制度体

系，建立财政监督“一员一库”制度，健全财政检查工作规程，

优化检查方式，建立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履行市级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健全“1+1+N”的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制度体系，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布局，落实国有金融资本联合

监测监管机制，探索建立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宁波市财政局供稿）

安徽省

2021年，安徽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2959.2亿元，比上
年增长 8.3%。第一产业增加值 3360.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
值 17613.2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21985.4亿元，分别增长
7.4%、7.9%和 8.7%。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7.8：41.0：51.2。全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9.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471.2亿元，增长 17.1%。货物进出口总额 6920.2亿元，增长
26.9 %。其中出口 4094.8亿元，增长 29.5%；进口 2825.4亿元，
增长 23.4%。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 101.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为 100.9。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904元，增长 10%。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3009元和 18368元，分别增长 9%和 10.5%。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98.2亿元，增长 8.8%，其中税

收收入2389.9亿元，增长8.7%。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591.1
亿元，增长 1.6%。省级财政下达市县转移支付 2703亿元。其

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2388.4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314.6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3516.2亿元，增长 11.8%，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调入资金等，收入总量为 5952.3亿元。全省政府性
基金支出 4681.5亿元，增长 4.5%，加上上解支出、调出资金
等，支出总量为 5554亿元，收支相抵，结转 398.3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03.6亿元，增长 43.2%，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等，收入总量为 113.7亿元。全省国有
资本经营支出 43.9亿元，下降 14.4%，加上上解支出、调出资
金等，支出总量为 100.2亿元，收支相抵，结转 13.5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996.5亿元，增长 24.2%，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等，收入总量为 6573.6亿元。全省社会
保险基金支出 2499.2亿元，增长 8.2%，加上上解支出等，支出
总量为 2734.9亿元，收支相抵，年末滚存结余 3838.7亿元。

一、聚力“做大蛋糕”，提高财政保障能力

（一）多措并举提高财政收入质量。从省级层面谋划，对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占比进行结构性分析，印发《安

徽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推动财政
收入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提出严格收入预算编制、严肃收入

征缴秩序等 8项针对性举措，组织对非税收入占比过高县区

开展专项检查。收入增幅高出年度目标 3.8个百分点。
（二）用防结合发挥政府债券作用。发挥地方政府债券融

资功能，梳理形成省本级“十四五”举借债务项目计划清单，

全年发行政府债券 2815亿元，支持市政建设、医疗卫生等领

域重大发展战略、发展规划、项目建设。出台《专项债券项目

资金绩效管理办法》，推动事前绩效评估、事中动态监控、事

后评价结果运用。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控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妥善化解存量，坚决遏制增量，开展高

风险市本级政府债务风险情况专题调研，推进建制县区隐性

债务化解试点，全省全口径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三）“放水养鱼”增强企业发展活力。不折不扣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编制《安徽省财税优惠事项清单》，并根据国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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