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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２０２１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４１０３４３ 亿元,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５３％,增长９１％,两年

平均增长５６％.税收收入１０７８４３２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比重为７６５％,增长９１％,两年平均增长３５％,其中,主

体税种收入增长１１２％、中小税种收入增长５３％.非税收入

３３１９１１亿元,增长９２％,两年平均增长１３２％.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８２２２７３亿元,完成汇总预算的９９９％,增长４２％,两年平

均增长２６％.

　　主要支出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教育支出３７９８４４亿元,完成

汇总预算的１０２９％;科学技术支出９７８４８亿元,完成汇总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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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有关数据按四舍五入作了处理,个别数据散总略有差异,具体数据详见预算草案附

件二、三.
根据财政部年中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等情况,省级及部分市县按法定程序编制了预算调整

方案,因此,全省预算数按全省各地调整后的预算汇总统计,下同.
主体税种,指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余为中小税种.



算的１０３８％;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３９４６２亿元,完成汇

总预算的１１０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１４１５亿元,完成汇

总预算的１０３１％;卫生健康支出１８３９３３亿元,完成汇总预算

的１０６９％;节 能 环 保 支 出 ４９００３ 亿 元,完 成 汇 总 预 算 的

１２４５％;城 乡 社 区 支 出 １５４６５４ 亿 元, 完 成 汇 总 预 算 的

９９３％;农林水支出１１０８６９亿元,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９２％;

交通运输支出７１３３３亿元,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８７％.

　　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

付、债务收入以及调入资金等,相应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以及

上解中央、债务还本等支出后,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支平

衡.具体收支及结转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二)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５２０９７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３３％,增长６５％,两年平

均增长３４％.税收收入２８５２７６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

重为８１％,增长７％.非税收入６６８２１亿元,增长４４％.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５２０９７亿元,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和

转移支付１８７６１４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１３０２５８亿元、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７２１１１亿元、调入资金３４９２亿元、新增一般债券收入

３５１４６亿元、向国际组织借款３３６亿元、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

１４０３６１亿元后,２０２１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９２１４１５亿元.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１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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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６９５９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３０８％.其中,省本级支出１５５１１１

亿元 (省级预备费年初预算２４亿元,实际支出４３２亿元,全部用

于疫情防控相关应急经费,相应列入卫生健康支出等科目,剩余

１９６８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占１７１％;对市县税收返还和

转移支付及债务转贷支出６２８２４９亿元 (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

支付３２４２１４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８０００５亿元),占６９３％;上解中

央支出６００２亿元,占６６％;债务还本支出６５７９亿元,占０７％;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７０亿元,占６３％.

　　２０２１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的具体收支及结转金额待决算完成后

报告.

　　二、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

　　 (一)全省代编一般公共预算

　　１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根据２０２２年我省经济形势,综

合考虑国内外经济环境、减税降费等因素,预计２０２２年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４８０８６ 亿元,增长 ５％.其中,税收收入

１１５３９２２亿元,包括增值税收入４３５７３１亿元、企业所得税收

入２２７４６７亿元、个人所得税收入９９４０６亿元、土地增值税收

入１４８９４９亿元等;非税收入３２６９３８亿元.

　　２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１８７６９４１亿元,增长３％.其中,教育支出３９１４４８亿元,

增长３１％;科学技术支出１００７８４亿元,增长３％;文化旅游

体育与传媒支出４０４０９亿元,增长２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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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２２０８９６亿元,增长３２％;卫生健康支出１８９５６１亿元,增

长３１％;节能环保支出５０５１１亿元,增长３１％;城乡社区支

出１５９２５９亿元,增长３％;农林水支出１１４１７７亿元,增长

３％;交通运输支出７２９０２亿元,增长２２％.

　　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

付、债务收入以及调入资金等,相应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以及

上解中央、债务还本等支出后,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省级一般公共预算

　　１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２０２２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３６４４０９亿元,增长３５％.其中,税收收入３０５３５７亿

元,包括增值税收入１５５６５８亿元、企业所得税收入７７８３４亿

元、个人所得税收入２４８７２亿元、土地增值税等收入４６９９３亿

元;非税收入５９０５２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６４４０９亿元,加上中央税收返还

和转移支付１５５９０６亿元、新增一般债券收入１５５亿元 (含财政

部提前下达１４６亿元、上年未发行的９亿元)、市县上解收入

６３８１１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调入资金７４６５６亿元

(包括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１５７８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１３７６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１５３４亿元、其他调入１６９

亿元)后,２０２２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６７４２８２亿元.

—４—

不含中央年中下达的转移支付和债券收入.



　　２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０２２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

出安排６７４２８２亿元,收支平衡.其中,省本级支出１５３６９８亿

元,占总支出的２２８％;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及债务转

贷４７６８９６亿元,占总支出的７０７％ (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

移支付３３０４５８亿元,占８２６％;专项转移支付６９８４３亿元);

上解中央支出３０５２９亿元,占总支出的４５％;预备费２４亿

元,占总支出的０４％,占省本级支出的１６％,比例符合预算

法规定;债务还本支出１０７５８亿元,占总支出的１６％.

　　根据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压减省级部门预算一般

性支出,安排预算部门行政经费７４０８亿元,下降６４％,占省

本级支出的４８％.省级部门预算 “三公”经费４５３亿元,同

比减少０２４亿元,下降５％,包括:因公出国 (境)支出０４７

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３２５亿元、公务接待费支

出０８亿元.

　　按照预算法规定,２０２２年预算年度开始后、预算草案经批

准前,提前安排必须支付的部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１５５１９亿

元、对市县转移支付３９２９６亿元、债务还本付息１４８亿元,合

计５４９６４亿元.

—５—



附件一之二

广东省政府性基金预算２０２１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４９０８７亿元,完成汇总

预算的１０１７％,负增长１８％,主要是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比上年减少;两年平均增长１７９％.

支出９６３９５１亿元,完成汇总预算的９８４％,增长０７％,两年

平均增长２３８％.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加上转移性收入和

债务收入等,相应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债

务还本支出等后,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实现收支平衡.具体收支

及结转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二)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共有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

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农

业土地开发资金、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车辆通行费、民航发展基金、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

构的业务费用、彩票公益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等１１

项.

—６—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６７６２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 (下同)的１１４９％,负增长１１１％,主要是落实中央取消

港口建设费政策,以及省级调整车辆通行费管理模式,已编制预

算调整方案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２８８１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３１８９ 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

１２２９６９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１２８６亿元后,总收入４５２７９７亿

元.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４０１５２亿元,完成预算

的１００７％,负增长３８７％,主要是根据项目年度资金需求,省

本级发行用于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本金的专项债券规模减

少.加上对市县转移支付及债务转贷支出４０９９７３亿元、向一般

公共预算调出 １８９５ 亿元、上解中 央 ００１ 亿 元 后,总 支 出

４５２０２１亿元.结转７７６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具体执行

情况如下:

　　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２０２１年收入１８５亿元 (含

中央补助收入,下同),完成预算的７７６％;支出１７９亿元

(含补助市县支出,下同),完成预算的７０１％.收支未完成预

算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票房收入未达预期,收支相应减

少.

　　２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２０２１年收入１７４５亿元,

均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出１７４５亿元.

　　３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２０２１年收入３２７亿元,完成预

—７—



算的１６３７％,主要是销售电量大幅增加,计提的基金收入相应

增加;支出２２９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２％.

　　４农业土地开发资金.２０２１年收入３３１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１０４％;支出３８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全部调出用于

乡村振兴相关事项.

　　５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２０２１年收入０２９亿元,完成预算

的６６５％;支出０３８亿元,完成预算的７０８％.收支未完成预

算主要是我省近年降水量少导致水库发电量下降,计提资金相应

减少.

　　６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２０２１年收入０３１亿元,均

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出０３１亿元.

　　７ 车 辆 通 行 费.２０２１ 年 收 入 ６７８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００％,主要是管理模式调整前形成的收入;支出１３５９亿元,

完成预算的１００％,其中８９１亿元用于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

付息及相关服务费用.

　　８ 港口建设费.２０２１年收入０００４５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０％,主要是清缴以前年度资金形成的收入;支出０２亿元,

完成预算的１００％.

　　９民航发展基金.２０２１年收入５６８亿元,均为中央转移支

付资金;支出５６７亿元.

—８—

支出大于收入,主要原因是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形成支出,而列示收入为当年度收入、未含

上年结转收入.下同.



　　１０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２０２１年收入

１２２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３４２％,主要是彩票销量恢复超出预

期;支出１０３７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６１％,主要是部分项目按

合同约定据实支付.

　　１１ 彩票公益金.２０２１年收入２３３９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６１６％,主要是彩票销量恢复超出预期及中央年中下达转移支

付资金;支出２３７８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３７８％,主要是中央年

中转移支付资金形成支出.

　　１２债务相关支出.２０２１年支出４４４９４８亿元,其中,３１８９

亿元为新增专项债券安排支出项目,１２２９６９亿元为再融资专项

债券安排支出项目,３０７９亿元为债券发行费用和付息相关支出

(含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付息及相关服务费

用８９１亿元).

　　二、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

　　 (一)全省代编政府性基金预算

　　预计２０２２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４９０２亿元,与上年

持平.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７８６０４２亿元、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收入２５６４８亿元、污水处理费收入１２５７１亿元、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９８２７亿元、彩票公益金收入４８７１亿元.

支出７５９６１２亿元,负增长１％.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加

—９—

支出数据为不含财政部下达新增债务限额形成的支出,增幅为可比增幅.



上转移性收入、债务收入等,相应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以及

转移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等后,收支平衡.

　　 (二)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按照有关规定,２０２２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含小型水

库移民扶助基金、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彩

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彩票公益金、民航发展

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等.

　　预计２０２２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７３４１亿元,增长

８６％.其中,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３８７亿元、彩票公益

金收入１６３６亿元、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１０２３亿元.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２４２７亿元、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１５７２亿元 (含财政部提前下达１５１７亿元、上年未发行的５５亿

元)、上年结转收入７７６亿元后,总收入１６７７４５亿元.省本级

支出１８５１９亿元,加上对市县转移支付及债务转贷资金１４７８５

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３７６亿元后,总支出１６７７４５亿

元.收支平衡.收支具体安排如下:

　　１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根据 «广东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 (粤府

〔２００６〕１１５号)和 «广东省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 (粤财综 〔２００９〕１２９号)的规定,对广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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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公司在我省区域内扣除农业生产用电量后的全部销售电量,按

每千瓦时０５厘钱征收小型水库移民扶助资金,并按照每人每年

６００元的标准对经核定并纳入扶持范围的小型水库移民给予补

助.

　　按照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财综

〔２００７〕２６号)和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

施细则 (修订稿)»要求,我省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起开始征收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对省内装机容量２５万千瓦以上的有发电

收入的大中型水库和水电站,按照其实际上网销售电量每千瓦时

８厘钱的标准征收,主要用于大中型水库库区及移民安置区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库区移民安置等.

　　２０２２年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收入预算３亿元,较上年增

加０５５亿元,增长２２４％,主要是预计销售电量增加,计提的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相应增加;支出安排３９８亿元,支

出大于收入的主要原因是结转资金安排支出,而列示收入为当年

度收入,未含上年结转收入,下同.

　　(１)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

　　２０２２年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预算２７亿元,较上年

增加０７亿元,增长３５％,主要是预计销售电量增加,计提收

入相应增加;支出安排３６８亿元,主要用于补助我省小型水库

移民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移民发展生产和劳动技能培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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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２０２２年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预算０３亿元,较上年减

少０１５亿元,负增长３３３％,主要是受近年来广东地区降雨量

减少影响,预计２０２２年大中型水库和水电站发电量减少,调减

计提收入;支出安排０３亿元,主要用于库区生产生活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库区经济发展,提高移民生活水平.

　　２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根据 «转发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

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府 〔２００４〕５９号)和 «广东省用于农业土

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财综

〔２００４〕１８６号),各市县从征收的土地出让金平均纯收益中划出

２０％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其中３０％集中上缴省,专项用于土地

整理复垦、宜农未利用地开发、基本农田建设以及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的土地开发.

　　２０２２年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预算２８亿元,较上年减少

０２亿元,主要是受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收入按稳妥预

计;支出安排３１３亿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相关项目,纳入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

　　３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根据 «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５４号)、«彩票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财政部令第９６号)规定,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是

指彩票销售机构按照彩票销售额一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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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销售活动的经费.

　　２０２２年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预算

１０７７亿元,较上年增加１６７亿元,增长１８３％,主要是彩票

市场恢复超出预期,销量预计增加.支出安排１４３亿元,其中:

　　 (１)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预算４２７亿元,支出

安排５７４亿元,主要用于保障福利彩票销售机构运转及销售业

务支出.

　　 (２)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预算５９６亿元,支出

安排８０２亿元,主要用于保障体育彩票销售机构运转及销售业

务支出.

　　 (３)财政部提前下达彩票市场调控资金０５４亿元,主要用

于彩票销售场所能力提升和业务设施改善、彩票公益属性和社会

责任宣传、规范彩票市场秩序等.

　　４彩票公益金.

　　按照财政部和我省关于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规定,彩票公

益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５０:５０的比例分配.地方留成的彩票

公益金,还原为１００％,省级按６％计提专项公益金后,彩票公

益金省市分成比例为:福彩公益金:２４％、７０％;体彩公益金:

３７％、５７％,分别用于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其中,省

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本级留成部分按２０％的比例用于城乡医疗救

助资金;各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按２０％的比例用于残疾人补助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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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省级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１８９５亿元,比上年增加

４４８亿元,增长３０９％,主要是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增

加,以及彩票销量收入预计增加,计提的公益金相应增加.支出

安排２１３４亿元.其中:

　　 (１)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８亿元,支出安排９９３亿

元.其中:福利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７５４亿元 (向一般公共

预算调出４６８亿元),主要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免除殡

葬基本服务费、基本城乡医疗救助金、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残护理补贴、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等支出.中央转移支付资

金２３９亿元,主要用于残疾人事业发展、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

助等社会福利事业.

　　 (２)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 １０９５ 亿元,支出安排

１１４１亿元,其中:体育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６４３亿元,主

要用于全民健身活动与服务、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备战重大体育赛事、运动队保障、资助承办竞技类体

育赛事以及支付运动员退役补偿金等.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

４７８亿元,主要用于运动训练中心运转经费等体育支出和民生

相关支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０２亿元,主要用于支持省市各级

体校发展和体育公园建设.

　　５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根据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财

税 〔２０１５〕９１号),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经营性电影放映单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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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电影票房收入的５％缴纳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按照４∶６

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和省级国库.

　　２０２２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预算２４８亿元,

增长４１％.支出安排２７１亿元,主要用于资助影院建设和设

备更新改造、奖励优秀国产影片放映和资助文化特色、艺术创新

影片放映、资助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等.

　　６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根据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

见»(国发 〔２００６〕１７号)、«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 〔２００６〕２９号),中央通过提高销售

电量 (扣除农业生产用电)的电价统一筹措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基金,并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

　　２０２２年,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

金１２４１亿元;支出安排１２７亿元,用于大中型水库移民补助、

支持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等.

　　７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根据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 〔２００９〕９０号),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由中央按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扣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业排灌用

电后的全部销售电量和规定征收标准计征,并通过转移支付补助

地方.

　　２０２２年,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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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后续工作)０３１亿元,主要用于解决三峡库区移民生

产生活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８民航发展基金.

　　民航发展基金由中央征收并通过转移支付补助我省.２０２２

年,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资金８２７亿元,

主要用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湛江机场迁建工程等

项目.

　　９债务相关支出.

　　２０２２年债务相关支出１６１０７１亿元,其中１５７２亿元为新增

专项债券安排支出项目 (含财政部提前下达１５１７亿元、上年未

发行的５５亿元),３８７１亿元为债务付息和发行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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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三

广东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２０２１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２７５３亿元,完成汇总

预算的１３６％,增长５４％,两年平均增长７％;加上中央转移

支付０４９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９６１亿元后,总收入３３７６２亿

元.支出１６２９２亿元,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７８％,增长３４％,

两年平均增长７１％;加上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６３３６亿元用

于教育、社保等民生支出后,总支出３２６２８亿元.结转１１３４

亿元.

　　 (二)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４０９９亿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１００％,负增长２８９％,两年平均负增长１０５％,主

要是上年大额一次性资产处置收入抬高了基数,同时受疫情影

响,企业利润和股利、股息收入减少;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０４５

亿元、上年结转０２８亿元后,总收入４１７３亿元.支出２６３３

亿元,增长６９％,两年平均增长２８２％;加上对市县转移支付

１２１亿元和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４１９亿元用于教育、社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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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支出后,总支出４１７３亿元.收支平衡.

　　二、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

　　 (一)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预计２０２２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７８２５亿元,负增

长１５％,主要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以及上年一次

性大额收入抬高基数.其中,利润收入１６５３５亿元、股利股息

收入８１５２亿元、产权转让收入４５亿元、清算收入２１８亿元、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２４７１亿元.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０７５亿

元、上年结转收入１１３４亿元后,总收入２９０３４亿元.预计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７７３５亿元.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

改革成本支出２６２３亿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１０６亿元、国有

企业政策性补贴２４８３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０３

亿元.加上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１２９９亿元用于教育、社保等

民生支出后,总支出２９０３４亿元.收支平衡.

　　 (二)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１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预计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４８７９亿元,增

长１９％.其中,利润收入３８９１亿元、股利股息收入９５４亿

元、清算收入０２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０１３亿元.加

上中央转移支付０７２亿元后,总收入４９５１亿元.支出３３３２

亿元,增长２６６％.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５７２亿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７亿元、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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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４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２７亿元.加上调出

资金１５３４亿元、对下转移支付０８５亿元后,总支出４９５１亿

元.收支平衡.

　　２编制依据和范围.

　　根据 «预算法» «广东省省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

理暂行办法»(粤财工 〔２０１３〕２８４号)、 «广东省省属企业国有

资本收益分类分档收缴实施方案»(粤财资 〔２０１９〕２５号)、«广

东省财政厅关于扩大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通知»

(粤财资 〔２０２０〕７１号)等规定,２０２２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将省属一级企业共３１１户全部纳入编制范围,其中４２户企业

(归母净利润３００万元以上)应上缴国资收益.

　　３预算编制的主要举措.

　　(１)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机制.

　　一是严格审核国有资本收益.按照依法依规、从严审核,实

事求是、应收尽收的原则开展国有资本收益审核工作.二是继续

执行 «广东省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分类分档收缴实施方案»,

对金控投资及资本运营类企业的利润收入按照５０％收缴,对其

他企业按３０％收缴.三是按规定将不低于３０％的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教育、社保等民生支出.

　　(２)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监管.

　　一是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范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范围除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民生支出外,严格限定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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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改革成本支出、国有企业政策

性补贴、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等方面.二是规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执行.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考核,加快资金支出进

度,对当年度无法支出的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民生

支出.

　　(３)落实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公开制度.

　　一是落实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制度,严格按照 «预算法»规

定汇总编制全省和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二是推进国有

资本经营预决算公开.除涉密信息外,预决算收支全部按规定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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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四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２０２１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９１１６３２亿元,完成汇

总预算的１０７７％,增长４２６％,主要是２０２０年落实中央应对

疫情出台的社会保险费阶段性减免政策,基金收入大幅下降导致

基数较低;两年平均增长４７％.支出７２４００１亿元,完成汇总

预算的１０５５％,增长１４５％,主要是医疗保险基金增加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费用支出;两年平均增长６９％.当年结余１８７６３１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９０３３２５亿元.

　　 (二)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５３６３３５亿元,完成预

算的１１３８％,增长７８９％,原因同全省情况;两年平均增长

１２６％.支 出 ３７８７３３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１１３％, 增 长

２３８％,原因同全省情况;两年平均增长１５６％.当年结余

１５７６０２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３６４８０８亿元.

　　二、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

—１２—



　　 (一)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和方法

　　１编制范围.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含生育保险)基

金、工伤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等７项.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等４项,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工伤保

险基金已实现省级统筹,失业保险基金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

实行省级统筹.

　　２编制方法.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坚持收支平衡,适当留有结余.编制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草案综合考虑统筹地区上年基金预算执行情况、本

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社会保险事业发展计划、社会保险政策和

财政补助政策等因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与我省国民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情况相适应;在保障各项社

会保险待遇支出的基础上,从严从紧编制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二)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预计２０２２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０６１９２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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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０４％.支出７４０２７２亿元,增长２２％.当年结余２６５９２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２１６９２４５亿元,从基金来源来看,珠三角

地区 (含省级)年末滚存结余占比为９０％.其中: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结余１５５７１０５亿元、失业保险结余４０７１１亿元、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含生育保险)结余３６７３３３亿元、工伤保

险结余１５２１３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结余５５４１３亿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结余７０８０３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结余６２６６７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余较大的主

要原因:一是我省外来劳动力规模较大,近年来全省企业养老保

险实际缴费人数每年净增长均超过１００万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抚养比 (实际缴费人数/退休人数)高于全国水平;二是养

老金计发、待遇支付项目等严格按规定执行,养老金提标执行全

国统一政策,各省不得擅自突破.

　　 (三)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预计２０２２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６１０７４６亿元,增

长１３９％,主要是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失业保险实行省级统

筹.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５７８８３７亿元、失业

保险基金收入１２４４４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６３１９亿元、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１４６亿元.２０２２年省级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３８７６３２亿元,增长２３％,其中:企业职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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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３５７１７２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８４３１亿

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１０３４２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支出１１６８７亿元.当年结余２２３１１４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１５８７９２亿元.

　　三、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相关社会保险政策和工作

　　 (一)统筹层次稳步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七大险种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已先后于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实现省级统筹,失业保险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

实现省级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在市级统筹运行多年的基础上,研

究推动省级统筹工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基金市级管

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市级

统筹.我省通过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进一步提高基金共济和

保障能力,增强制度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为稳步提高待遇和降低

费率打下坚实基础.

　　 (二)继续出台和落实帮扶企业相关政策

　　考虑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企业

生产经营仍存在困难,为减轻企业负担,经省政府同意,２０２１

年２月,我省出台 «广东省减轻企业负担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工

作方案»(粤人社发 〔２０２１〕１３号),通过延长实施降低失业保

险费率、阶段性下调工伤保险费率、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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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等一系列措施,努力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三)落实推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一是完善企业职工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做好与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衔接.二是出台我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全面拓宽新业态等灵活就业人员参

保渠道,取消参保的户籍和年限门槛,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便

利性.三是开展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自查,

通过国家省级统筹验收.

　　 (四)深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一是不断健全完善医疗保险政策体系.制定职工医疗保险门

诊共济保障实施办法,扎实推进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统筹和个人账

户改革.研究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制度.研究推进基本医

疗保险省级统筹.二是持续均衡提高医疗保险待遇.职工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

８０万元和６８万元,支付比例稳定在８０％和７０％;大病保险起

付线降低到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５０％,政策范围内支付

比例提高至不低于６０％.三是充分发挥医疗保险作用支持疫情

防控工作大局.积极承担核酸检测、CT 筛查和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等费用.实行新冠病毒疫苗省级统一采购,接种费用统一结

算,高效保障疫苗接种工作,助力全民免疫屏障尽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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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建设

　　一是完善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实行 “以

地筹资”,按照 “筹集资金分配到户,户内平均分配到人”的原

则,妥善解决保障人数不对应、保障对象难确定、分配难开展等

问题.二是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社会保险扶贫成

果助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统一部署,研究制定我省社保扶

贫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六)巩固完善工伤保险制度

　　一是完善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管理.研究制定省级统筹工

伤保险费率浮动办法,指导有关市制定工伤保险费率标准平稳过

渡方案.二是积极做好国家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准备工作.根据国家部署,全省启动新业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做好方案制定、系统开发、参保缴费、待遇保障、宣传培训

等工作.

　　 (七)有效落实失业保险政策

　　一是推进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出台我省失业保险基金省

级统筹实施方案,明确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实施失业保险基金省

级统筹,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失业保险 “六统一”,即统一基金管

理、统一参保范围和参保对象、统一费率政策和缴费政策、统一

待遇和促进就业项目支付政策、统一经办规程、统一信息系统.

—６２—



二是推动 «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办法 (试行)»在

广州、深圳等大湾区９市落实落地.及时做好试点政策评估总

结,为国家提供广东经验.

　　 (八)稳步提高社保待遇水平

　　从２０２１年１月起,工伤保险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从８４７２万

元提高至８７６７万元,增长３５％;调整全省工伤伤残津贴、生

活护 理 费、供 养 亲 属 抚 恤 金 发 放 标 准,其 平 均 增 幅 分 别 约

８５％、９６％、８５％.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２０２１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财政补助标准到每人每年５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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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五

关于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

预算决议情况的说明

　　根据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对预算草案及其报告的决议、

审查结果报告及审议意见»,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省人大监督,认真

研究落实决议精神,具体落实情况已按规定向省人大常委会报

告.

　　一、适应紧平衡状态,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２０２１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

告»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 “１＋１＋９”工

作部署,毫不松懈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扎实做好 “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不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推动全省经济呈现稳定恢复、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

势.

　　一是经济财政形势保持平稳运行.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１４１０３４３亿元,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５３％,增长９１％,

两年平均增长５６％.税收收入１０７８４３２亿元,增长９１％,两

年平均增长３５％,其中主体税种收入增长１１２％,主要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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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增长带动;中小税种收入增长５３％.非税收入３３１９１１

亿元,增长９２％,两年平均增长１３２％.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１８２２２７３亿元,增长４２％,两年平均增长２６％.财政收支

增长与全国地方平均水平、东部省份及全省经济恢复情况基本保

持同步.

　　二是研究完善财政政策措施.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围绕打

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在先进制造业发展、船舶LNG动力改

造、海上风电发展、促消费、贸易高质量发展等重点领域研究制

定财政政策措施,找准财政资金支持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切

实发挥对优化经济结构的撬动作用.积极落实新冠病毒疫苗免费

接种各项费用,加快形成免疫屏障.全省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４５３７６亿元,切实筑牢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严密防线,

支持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累计接种１２４亿人、２７５亿

剂次.

　　三是落实常态化过紧日子的长效机制.除部门履职必要的运

转性支出外,对各部门预算一般性项目支出按不低于１０％予以

压减,严控本级 “三公”经费支出,压减腾出资金全部统筹用于

保障基层运转和民生领域等重点支出.

　　四是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顶格落实小规模纳税

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制造业企业相关制度性减税政策、

继续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落实中央关于取消港口建设

费、降低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等政策.全省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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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１４００亿元,其中,超过５３万户次小型微利企业享受减征企

业所得税政策,近９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个人所得税减半征收政

策,８９２万户次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五是落实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建立一张项目表、一套

问题清单、一套管理标准、一套问题台账 “四个一”工作指引,

依托监控系统抓好常态化日常监控;研究制定我省直达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将各项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坚决落实好中央直

达资金７１３５４亿元,并主动将省级对应安排资金６２３５亿元纳

入直达机制管理,惠及各类市场主体３１５万家,受益群众２１５

亿人次.

　　二、落实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任务,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

改革

　　按照省委深改委将预算改革纳入创造型引领型改革的决定,

对标对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决策部

署,持续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体系.

　　一是继续深化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累计出台各类配

套制度超过５０项,完成各类改革事项１００多项,财政 “放管服”

下放审批事项２２项,省级专项资金分配下达时间缩短一半以上.

改革 “牵一发动全身”效应持续显现,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广东财政

管理工作绩效考核连续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

　　二是出台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文件.深入落实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２１〕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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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政府层面的贯彻实施意见,印发 «广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统筹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粤府 〔２０２１〕３４号),围绕保障国家及省的重大战略任

务落实,全面完善项目库、支出标准、直达机制、绩效监督约束

等预算全流程管理制度,建立大事要事保障机制,构建全省统

筹、全域协同、全链条衔接的预算管理格局,促进政府治理效能

提升.

　　三是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做实事前评审和事后评

价,探索建立部门整体支出核心绩效指标体系.编制２０２１年预

算时,省农业农村厅等４个部门试点实施事前整体绩效评审,做

准做实部门预算经费保障;开展重点绩效评价.积极运用零基预

算理念,到期政策经评估后分类予以延续执行、调整或取消,取

消的额度收回财政统筹,不作为部门固化支出基数.

　　四是全面落实预算法定要求.非经法定程序不作预算调整,

严格规范预算调剂管理和办理程序,法律法规禁止和纳入负面清

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调剂,确需调剂事项,须有充分的理由、文件

依据,由财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按职责权限进行严格审核.推

进完善项目库建设,推动预算编制更加科学精准.

　　三、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中央和省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

障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深入实施

“１＋１＋９”工作部署,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切实保障重点领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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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需求.２０２１年省财政年初预算安排贯彻落实 “１＋１＋９”工作

部署的重点支出资金达到５５６２５亿元,占总支出的８４６％.

　　一是大力支持 “双区”建设.积极争取中央对珠海横琴出台

更加优惠的财税政策,持续推动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全面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境外高端紧缺人才税负成本

大幅降低;省级年初预算安排２３１３亿元,重点支持广州南沙、

珠海横琴、中新广州知识城、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大湾区重点平台

开发建设.

　　二是支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安排产

业发展、内外贸等相关支出１２２８４亿元,增长１５９％.聚焦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 “六大工程”,支持培育发展十个战略性支柱产

业集群和十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促进内外贸联动和产销高效

对接.

　　三是支持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省,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安排科

学技术支出２０１３９亿元,增长９％.系统推进基础研究布局、

实验室体系建设和创新平台建设,持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四是支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安排农

林水、自然资源及其他相关支出６０９７３亿元,增长５１％.持

续加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持续推进农业发展和乡村建设,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２０２１年省级安排

涉农资金达到３１３亿元,市县统筹实施部分达到２６０亿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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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八成.

　　五是支持抓好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安排

节能环保和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支出 １８１７７ 亿元,增长

５８％.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快

建设美丽广东.

　　六是支持推进文化强省建设,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安排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等支出６７亿元,增长７９％.持续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推动岭南文化守正创新,努力塑造与广东经济实力相

匹配的文化优势.

　　七是大力发展社会民生事业,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安排教育、

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等支出１７２５１１亿元,增

长４３％.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加强

民生资金管理,持续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

省投入十件民生实事资金５５９３６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２６５％,

其中,省级投入２０６９９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２０３％.

　　八是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安排公

共安 全、灾 害 防 治 与 应 急 管 理 等 支 出 ３４２６８ 亿 元,增 长

１０１％.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支持公共安全和法治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四、进一步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大财力下沉力度

　　坚持保基本、促发展,完善差异化转移支付体系,加大对财

力薄弱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构建与 “一核一带一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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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格局相适应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

　　一是持续加大财力下沉力度. “十三五”期间省、市、县三

级财力分布格局由收入结构的橄榄型 (１８∶４４∶３８)转变为支出

结构的金字塔型 (６∶３８∶５６).２０２１年,在实际新增财力有限

的情况下,通过压减本级、调整结构,省对市县各项补助和债务

转贷资金达到６２８２４９亿元,增长１７５％,在弥补中央财政

２０２０年特殊转移支付等一次性财力退出的影响后,依然保持较

快增长.

　　二是持续深化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把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八大类１８项事项确定为省级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

适当强化省级支出责任,实行分类分档按比例分担,全额免除原

中央苏区和革命老区困难县、民族县负担.按照中央部署分别出

台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和交通领域改革方案,加快形成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格局.

　　三是持续完善差异化转移支付政策.２０２１年,下达可由市

县自主统筹安排支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和困

难地区补助９７１０５亿元.进一步优化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区

域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和老区苏区、民族地区支持政策体系,

研究制定支持老区苏区、民族地区、北部生态发展区、省际交界

地区等四类地区高质量发展一揽子政策措施,突出解决老百姓

“急难愁盼”的具体民生问题和影响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统筹

兼顾政策协同性和均衡性,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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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坚持底线思维,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积极向中央争取新增债券额度,充分发挥债券资金对投资的

拉动作用,切实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管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的底线,持续推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各项工作.

　　一是用足用好政府新增债券资金.着力加强项目储备,２０２１

年省财政安排前期工作经费１０亿元支持谋划储备重大项目 (２０２２

年增加到１２亿元),推动市县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和需求申报工作,

积极向中央争取新增债务限额４１３９亿元、增长１４５％,八成以上

投入 “两新一重”和补短板领域,发挥扩大投资的关键作用.加

强市场研判,抢抓发行窗口,高效组织发行工作,按照与支出需

求匹配的原则及时组织发行,有效节省资金成本.

　　二是切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格实施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管理,落实政府债务预算管理规定,及时足额落实还本付息.

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结果应用,新增债券额度分配与各地债务风险

情况挂钩,确保与偿债能力相匹配.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我省

在全国率先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依法依规推进全面化解隐

性债务,健全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

　　三是增强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度.认真落实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制度,主动及时做好地方政府债券

预决算公开、债券发行公开等信息公开.积极配合做好人大预算

联网监督信息推送工作,及时主动提供债务数据资料,为省人大

开展数据分析对比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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