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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格尔木市政府预算公开 

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1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38900万元，

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17%，上级补助收入 120129万元，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3699万元，上年结转 5136万元，收入总量

为 267864万元。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61472万

元，上解支出 6392万元，支出总量 267864万元。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1 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38900 万元，

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17%，其中：税收收入 105200万元，非税

收入 33700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税收收入 

1.增值税 23671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16%； 

2.企业所得税 7323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63%； 

3.个人所得税 29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 15%； 

4.资源税 36379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10%； 

5.城市维护建设税 170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6%； 

6.房产税 6308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21%； 

7.印花税 3505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14%； 

8.城镇土地使用税 1773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47%； 

9.土地增值税 20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21%； 

10.车船税 21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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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契税 1791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65%； 

12.环境保护税 45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8%； 

非税收入 

1.专项收入 11000 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10%，主要

是根据教育费附加收入、地方教育费附加收入预计情况测定。 

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9000 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9%，主要是继续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 

3.罚没收入 25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18%，主要是

根据公安、交通等部门查处案件罚没收入预计情况测算。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000 万元，较上年

执行数下降 26%，矿产出让收益、水资源费收入预计情况测

算。 

5.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0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6%，

主要是根据政府廉租房收入预计情况测算。 

6.其他收入 52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上涨 6482%，主要

是根据其他收入预计情况测算。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1 年格尔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61472 万元，

比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22%。具体安排为：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6254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20%，主要是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

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定员定额标准按 80%执行。 

2.国防支出 87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96%。 

3.公共安全支出 16095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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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支出 46481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28%。 

5.科学技术支出 611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56%。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37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

算下降 32%。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2421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

长 22%。 

8.卫生健康支出 32359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2%。 

9.节能环保支出 7523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7%。 

10.城乡社区支出 19941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43%。 

11.农林水支出 15643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61%。 

12.交通运输支出 1989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74%。 

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019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

降 88%。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6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80%。 

15.金融支出 51万元。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6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

算增长 49%。 

17.住房保障支出 12564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10%。 

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7万元。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244万元，较上年年初预

算下降 6%。 

20.预备费 3500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5%。 

21.其他支出 4495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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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债务付息支出 13000万元，与上年年初预算数持平。 

二、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1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21650万元，政

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143万元，上年结转 23621万元，收入总

量为 45414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35414万元，债

务还本支出 10000万元，支出总量 45414万元。 

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主要安排如下：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00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

下降 56%。主要是受土地出让价款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 

2.污水处理费收入 1500 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8%。

主要是受污水处理厂运营等因素影响。 

3.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150万元，

较上年执行数增长 72%。主要是考虑去年受疫情影响的彩票

销售情况回暖，带动基金收入增长。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情况 

1.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19万元，与上年

预算数持平，主要用于水库移民补助资金的发放。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0321万元，主

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3.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1500 万元，与上年预算

数持平，主要用于污水处理厂运营支出。 

4.彩票发行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150万元，较上年预

算数下降 9%，主要用于彩票发行和销售机构的业务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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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24 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长

50%，主要用于乡村少年宫、残疾人事业发展方面支出。 

6.债务付息支出 16089 万元，较上年增长 87%，主要用

于债务付息方面的支出。 

7.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7211 万元，主要用于抗击

疫情等方面的支出。 

8.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0000万元，主要用于债

务还本方面的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一）编报范围 

格尔木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各类国有企业（国有独

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的一级企业）8户。其中：纳入 2021

年格尔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企业共 8户。 

（二）上缴比例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

意见》（青政〔2011〕68 号）规定，对地方国有独资企业收

缴按年度实现净利润实行分类定比例办法，并从 2015 年开

始逐渐提高比例。 

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编制。按照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青海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青财企字〔2015〕95 号）等规定，企业收

取比例均按 10%执行。 

（三）收支预算 

2021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安排 2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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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执行数下降 51%。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数为

260 万元，较上年预算数下降 49%。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60万元，主要是根据国有

企业经营利润分配情况进行测算。 

四、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说明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报按照统筹级次填报，范围

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

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编制，按照项目分别进行测算，

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根据参保人数、缴费人数、上年度社

会平均工资水平、工资增长等因素合理确定，同时充分考虑

社会保险政策调整、社会保险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险

缴费基数变化对基金收入的影响；财政补贴收入根据财力状

况、基金收支运行情况、上年财政补贴水平、政策等因素综

合分析填列;利息收入按照基金存入银行的流水金额和利率

测算;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其他收入

按照上年执行情况及当年政策变动情况测算。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编制，按照中央和我省规定的支

出范围、项目和标准测算，并考虑近年来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发展趋势，综合分析享受待遇人员、待遇标准等影响支出变

动的因素。 

2021 年，我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 85262 万元，

较 2020 年执行数（下同）增加 6294 万元，增长 8%；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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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预算数 85105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6620 万元，增长 8%。

分险种具体情况如下： 

（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 

1.缴费政策。2019 年我省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

生育保险费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统一征缴。企业和自

收自支事业单位缴费费率为本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

6.9%。财政拨款单位缴费费率为本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

的 6.5%。职工医保个人缴费费率 2%，生育保险个人不缴费。 

2.参保情况。参保人数 52402 人，较 2020 年减少 2382

人，减少 4%。缴费人数 41075 人，较 2020 年增加 1320 人。

增长 3%。参保缴费人数主要根据近年来参保情况推进情况

测算。 

3.收支情况。基金收入预算 66561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11839 万元，增长 22%。基金支出预算 66374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12313 元，增长 23%，其中：统筹基金支出 6262 万

元，较 2020 年增加 1469 万元，增长 31%；个人账户基金

支出 12303 万元，较 2020 年减少 1234 万元，下降 9%。收

支相抵后当期基金结余 187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711 万元。 

（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1.缴费政策。2020 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为 940 

元，其中：财政补助 626 元、个人缴费 314 元。 

2.参保情况。参保人数 89635 人，较 2020 年减少 1127

人，主要是其中存在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人员 1200 人。2021

年，按照全国统一的预算编制口径，人均筹资标准从 940 元



8

提高至 1000 元，其中：个人缴费标准提高 30 元、达到 344

元；财政补贴标准提高提 30 元、达到 656 元。 

3.收支情况。基金预算收入 13944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11079 万元，增长 387%。预算收入根据缴费参保人数、医保

筹资标准进行测算，增长过高主要是参保人员未及时补齐

2020 年个人缴费调标部分、2021 年医保筹资标准提高 60 元

双重因素所致。基金预算支出 13944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11079 万元，增长 387%，根据享受待遇人次数、近三年次均

医疗费用情况进行综合测算。收支相抵后基金当期无结余。 

（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缴费政策。100-4000 元 16 个缴费档次（贫困人员保留 

100 元最低缴费档次，一般缴费人员最低缴费档次为 200 

元）。缴费补贴按照缴费档次的一半给予补贴。 

2.参保情况。16-59 岁参保缴费人数 18452 人，较 2020

年增加 335 人，增长 2%。 

3.收支情况。基金预算收入 4757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184 万元，增加 4%。其中：个人缴费 1713 万元，较 2020 年

减少 164 万元，下降 9%；财政补贴收入 2678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350 万元，增加 15%；利息、转移等其他收入 366 万

元，较 2020 年减少 2 万元，下降 1%。基金预算支出 4787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25 万元，增长 1%。收支相抵后当期

基金结余负 3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30 万元。 

五、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由于格尔木市行政级别为副地级市，没有对下税收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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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移支付。 

六、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20年，市财政局着眼于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

效益，建立健全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预算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应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一体化，切实发挥绩效管理约束、激

励作用。 

推进事前绩效评估。根据《青海省省级政策预算和项目

预算事前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制定了《格尔木市市级政策

预算和项目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对有关政策、

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审核，通过审核

的方可进入下一流程，从源头上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精

准性。 

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建立市级绩效指标库，并应用于

2021年市级部门预算编制，有效规范绩效目标的编制。推进

绩效目标于预算“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批复、同步公

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

覆盖所有市级预算部门及所有部门预算项目支出。 

强化绩效运行监控。推动绩效运行监控范围全覆盖。并

对重点单位的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督导和跟踪监控的“双监

控”，对预算执行中财政资金运行、项目实施进展、项目效

益和预期目标等情况进行及时的纠偏处理。2020年，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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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对 14 个项目进行跟踪监控，首次对部分债券项目进行中

期督导。同时，随机抽取 11 家单位，进行实地督导，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提高绩效评价质量。一方面，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另一方面，聚焦重大改革、重

大政策和重点项目开展财政评价，专门聘请第三方机构对 55

个重点项目进行评价，资金规模达到 8.04 亿元。项目涉及

基本建设、脱贫攻坚、农林发展、厕所革命、补助补贴、环

境整治等重点支出和民生领域。通过部门自评、财政再评价

的方式，客观反映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增强了绩效评价工

作的公正性、权威性。 

强化评价结果应用。结果应用与预算安排挂钩，对整体

绩效好、支出进度快的合理增加预算安排，对整体效绩差、

支出进度慢的相应减少部门项目支出预算安排。对交叉重复、

碎片化的项目予以调整，对低效无效资金律削减或取消， 

对长期沉淀的资金一律收回，并按照有关规定逐步建立绩效

结果。建立绩效目标随同预算、绩效评价报告随同决算报告

人大机制，推动公开部门决算时同步公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 

七、举借债务有关情况 

（一）2020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截至 2020年末，全市法定政府债务余额为 70.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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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般债务 35.47亿元，专项债务 34.76亿元。分别占

政府债务余额的 50.51%和 49.49%。全市政府债务中，市本

级政府债务余额 68.46 亿元，开发区管委会 1.77 亿元，分

别占全市政府债务余额的 97.48%和 2.52%。全市政府债务无

逾期。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债务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适应。 

（二）海西州财政局下达我市 2020 年政府债务限额情

况 

海西州财政局下达我市 2020 年政府债务限额 82.75 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46.99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35.76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