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8 年威海市和市级

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威海市和市级

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9 年 1 月 8 日在威海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威海市财政局局长 李峰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大会提交 2018 年威海市和市级预

算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威海市和市级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

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8 年全市和市级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各项决

议，主动服务大局，强化财政保障，优化资源配置，坚持依法理

财，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44414 万元，完成调整

后预算的 97.5%，增长 4.2%，剔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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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地方政府债券收入、返还性收入、转移

支付收入和上年结转结余等 2111096 万元，收入共计 4955510

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38170 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

的 103.2%，增长 1.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省级支出和

结转下年支出等 1317340 万元，支出共计 4955510 万元。

2018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1998 万元，完成调整

后预算的 104%，增长 4.6%。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地方

政府债券收入、返还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各区市上解收入

和上年结转结余等 1568932 万元，收入共计 1670930 万元。市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51930 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8%，增长 4.2%。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省级支

出、返还性支出、补助各区市支出和结转下年支出等 919000 万

元，支出共计 1670930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991689 万元，完成调

整后预算的 105.1%，增长 21.9%。基金预算收入，加地方政府

债券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上年结转结余等 930618 万元，收入

共计 3922307 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514669 万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4%，增长 25.3%。基金预算支出，加上解

省级支出、调出资金和结转下年支出等 407638 万元，支出共计

392230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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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25420 万元，完成调

整后预算的 115.3%，增长 45.3 %。基金预算收入，加地方政府

债券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上年结转结余等 106181 万元，收入

共计 731601 万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49014 万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22%，增长 66%。基金预算支出，加上解省

级支出、补助下级支出、调出资金和结转下年支出等 482587 万

元，支出共计 731601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9973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1.6%，增长 15.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年结

转结余 4037 万元，收入共计 44010 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2363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4%，下降 15.9%。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加调出资金和结转下年支出 20375 万元，支

出共计 44010 万元。

2018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0671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2.1%，增长 0.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年结

转结余 4037 万元，收入共计 34708 万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1881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2%，下降 27.6%。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加调出资金和结转下年支出 15896 万元，

支出共计 34708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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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660003 万元（包括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下同），完成预算的 101.2%，增长 10.5%。全市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支出 1793296 万元，完成预算的 98.3%，增长 12.4%。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结余-133293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970650 万元。

2018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483973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02.1%，增长 6.9%。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614098 万元，完成预算的 98.7%，增长 8.2%。市本级社会保险

基金当年收支结余-130125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953121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类预算执行数据是初步汇总数，2018

年财政决算编制完成后，部分数据还会有所变化，我们将按照规

定及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依据上级对我市政府存量债务清理甄别结果和新增债务情

况，省级核定我市 2018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581.4 亿元。

我市 2018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561.73 亿元，控制在限额范

围内。

2018 年省级分配我市地方政府债券 171.99 亿元，其中：置

换债券 119.69 亿元，新增债券 52.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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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置换债券。119.69 亿元置换债券中，分配给市本级 4.38

亿元，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国债转贷和工程欠

款。

2.新增债券。52.3 亿元新增债券中，分配给市本级 6.62 亿

元，主要用于东部滨海新城泊于和蒲湾社区棚户区改造、廉政教

育基地二期建设、环山快速路建设项目支出。

（六）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2018 年，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9699 万元，完成预算的 95.5%，增长 4.1%。区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加地方政府债券收入、返还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和

上年结转结余等 96760 万元，收入共计 386459 万元。区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9567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1.2%，增长 2.5%。区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债务还本支出、上解支出和结转下年

支出等 190780 万元，支出共计 386459 万元。

2018 年，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4576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5%，增长 3.5%。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地

方政府债券收入、返还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和上年结转结余等

65737 万元，收入共计 340313 万元。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9881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下降 13.2%。区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加债务还本支出、上解支出和结转下年支出等 16043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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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出共计 340313 万元。

2018 年，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805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增长 10%。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

地方政府债券收入、返还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和上年结转结

余等 114508 万元，收入共计 192565 万元。区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0229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2%，增长 30.6%。区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加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上解支出和结转下年

支出等 90274 万元，支出共计 192565 万元。

2018 年具体收支执行情况，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报告。

（七）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落实情况。

过去一年，全市各级财税部门紧紧围绕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

议各项决议要求，进一步创新投入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深化财

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是统筹整合资金，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对扶持企业、产业

发展的各类专项资金进行有效整合，集中支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

项目、重点产业。设立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专项资金，扶持中

国服装设计创新集成平台等 32 个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拉动

社会投资 41 亿元。设立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海洋高技

术产业园、海洋碳汇实验室等项目建设，推进海洋创新发展示范

工作开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整合科技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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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工信部威海电子信息技术综合研究中心等 34 个重点创新平

台和 42 个重点创新项目建设，并通过研发补助、创新券等方式

鼓励企业加快创新发展。统筹各级资金，深入推动工业企业提质

增效，支持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发展智能化制造，带动企业技改

投资 25 亿多元。用好用活服务业发展、中小企业发展、商务发

展等专项资金，进一步向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领域聚集，加快培育

壮大七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促进我市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创新投入方式，发挥撬动引导作用。制定出台了《威海

市市级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理顺工作职责，对基金管

理进行全面规范。支持设立国家区域创新中心专项基金，采取股

权投资、设立引导基金等方式，打造千里海岸创新链的龙头平台。

设立预期总规模 300 亿元的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威海产业发展

基金，与社会资本进行沟通对接，积极争取省基金支持，已获批

设立产业投资成长基金、生态农业投资基金、大健康投资基金、

红土创投基金 4 支子基金，总规模 43.5 亿元，康得碳谷基金等

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力助推我市相关产业发展。规范推广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对 PPP 项目库进行全面清理，加强

对项目的评估论证和规范化管理，全市省级以上示范项目超过

50%，PPP 项目规范度位居全省首位。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城市竞争力。加强融资扶持，

积极落实“政银保”政策，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多样化选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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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门槛，贷款余额

达到 6亿元；加快科技、金融融合，将 266 家企业纳入科技支行

试点政策覆盖范围，新增贷款 13.8 亿元。强化人才保障，进一

步扩大人才工作专项资金规模，支持出台威海英才计划升级版，

吸引各类人才聚集。减轻企业负担，严格落实国家降低增值税税

率等减税政策，进一步下调我市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

加强税收政策宣传，保证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深化放管服改

革，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

标准上限，由社会平均工资的 3倍降低至 2倍，同时建立涉企收

费动态监测机制，强化对非税收入征收部门的经费保障，组织开

展涉企收费专项检查，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四是突出工作重点，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打好风险防控攻

坚战，全面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对全市债务进行摸底排查，

按期完成我市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债务置换处置工作，抓好对

存在问题的整改、督导，制定《威海市市级防范化解存量政府

隐性债务风险实施方案》，将风险防控落到实处。打好精准扶

贫攻坚战，制定出台《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扶贫

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强化资金管理、实施动态监控；累计投

入扶贫专项资金 1.04 亿元，整合行业扶贫资金 2.75 亿元，支持

实施扶贫特惠险，加强对贫困人口的保障救助，改善贫困群众住

房条件，促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加快扶贫政策措施由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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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向经济薄弱村延伸，按每村 30 万元标准支持 504 个经济薄弱

村发展集体经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节能环保资金保障，

支持环保监测体系建设，完善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全力支持

河流综合治理、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

防治等工作开展。

五是保障改善民生，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促进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积极

开展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市级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形成助推乡村振兴

合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支持农业综合开发、

农田水利建设、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建设等，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加大惠民补贴力度，通过“一本通”系统发放补贴资金

4.1 亿元；多渠道筹集资金，强化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支持

创建打造省级美丽乡村 20 个、市级美丽乡村 60 个、美丽乡村

精品示范村 18 个，完成农村改厕 10.5 万户。健全民生政策体

系，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孤儿生活保障、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政策的保障标准，完善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扶助关怀政策，研究出台了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启

动实施城乡特困人员供养工作和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

理险制度，扩大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的覆盖范围，推动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工作开展，大力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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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利益。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给予公用经费补助，支持新建、改扩建普惠性幼儿园 23 所、中

小学 26 所，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建城市书房 16 处，安排图书、设备购

置资金，保障市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投入使用，支持开展文化惠

民消费季，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大力支持平安威海建设，保

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六是着力深化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效能。积极推进民生等领

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大对区市支持力度，落实推

动文登区、乳山市、南海新区、综合保税区等区域发展的扶持政

策，调整理顺相关区市财政体制，激发区市发展活力。积极推进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保障环境保护税顺利开征。深化预

算管理改革，加大“四本预算”统筹力度，扎实做好预决算信息

公开工作。坚持开源节流，在强化财源培植的同时，争取上级转

移支付资金 80.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 22.2%，

其中专项转移支付占上级转移支付的比重达到 55.6%，争取地方

政府债券 171.99 亿元，新增债券增长 34.1%，有效缓解资金压

力；把好支出关口，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加强对政府重点投资

项目评审，市级完成评审总额 15.8 亿元，审减率 15.3%。完善

国有资产监管体系，首次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国有资产管理综合

报告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专项报告。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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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流程，搭建预算单位高效支出“绿色

通道”。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初步构建完整制度框架，按照

“全面开花、齐头并进、突出重点”的原则，将市级专项资金

全部纳入绩效管理范围，补报 472 个支出项目的绩效目标，选

择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跟踪和绩效评价，率先推进绩效管理与大数

据应用的深度融合。加强大数据分析应用，让数据跑路、用数据

说话、靠数据提效，归集各类数据 5.8 亿条，通过大数据综合治

税累计查补入库税款 13.5 亿元，有针对性地对海洋渔业、城市

国际化、精准助残等领域开展大数据分析，为科学决策、精准扶

持提供可靠支撑。

各位代表，当前全市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同时也存在一

些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受国家不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及

复杂经济形势影响，财政收入增速进一步放缓；支持经济转型升

级、提高民生保障标准、加快城市建设发展等方面资金需求快速

增长，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部分区市隐性债务规模较大，地

方政府债务管理仍需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理念尚未牢固树立，

部分项目预算编制不实不细、预算执行不规范等问题依然存在，

等等。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积极可行的

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19 年预算草案

（一）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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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

工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培植壮大财源，加快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强资金统筹，优化支出结构，大力压减一

般性支出，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创新财政扶持发展方式，更

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深化财税改革，积

极防控地方债务风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支持精致城市建设，聚力民生事业

发展，助推开创“精致城市·幸福威海”新局面。

（二）预算安排的原则。

2019 年，我市财政预算安排面临较大压力，一方面，受经

济转型、减税降费、上级体制调整、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

影响，市级可用财力出现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民生政策提标，

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重点工程融资进入集中还款期等，使刚性

支出保持较快增长，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在市级预算安排

上，主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整合专项资金。以涉农、涉企专项资金为切入点，对现

有各专项资金进行全面梳理，逐个部门、逐个项目进行清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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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整合 11 个部门 27 项资金共 3.5 亿元，统筹用于全市重大

涉农工程和支持区市乡村振兴。整合 8 个部门 10 项资金共 3.9

亿元，统筹用于支持产业发展、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和支持企业

冲击新目标。

2.整合信息化项目。落实政府信息资源整合的要求，按照

“机房大集中、网络大联通、应用大整合、数据大共享、服务大

提速、业务大协同”的总体要求严格审核，突出共享共用，达不

到信息共享要求、未通过大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中心论证的项

目，不予安排预算。

3.盘活存量资金。在预算安排上坚持各类预算资金统筹考

虑，结余结转和新增财力统筹考虑，优先通过结余结转资金安

排。严格落实存量资金定期回收制度，将闲置资金及时收回并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发挥存量资金使用效益。

4.突出保障重点。一是惠民生，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出

台的各项民生政策，进一步适度提高相关政策标准，维护群众

切身利益。二是办实事，对照市政府确定的为民办实事计划，

足额安排资金，确保落实到位。三是搭平台，支持产业创新展

示平台、历史文化展示平台、国际化开放展示平台建设，提升我

市文化层次和对外形象，为招商引资等工作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四是促发展，集中资金，对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大学共建、企

业扶持、区域发展等给予综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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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意见。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2987635 万元，增长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返还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调入

资金和上年结转结余等 1245283 万元，收入共计 4232918 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759680 万元，增长 3.3%。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加上解省级支出和结转下年支出等 473238 万元，

支出共计 4232918 万元。

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85481 万元，下降

16.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返还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各

区市上解收入等 1390209 万元，收入共计 1475690 万元。市本

级当年财力安排的支出为 70850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82537

万元（主要包括市直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正常运转经费、行

政事业性专项），占 39.9 %；项目支出 417963 万元，占 59%；总

预备费 8000 万元，占 1.1%。

主要项目支出安排如下：

──支持“三农”发展方面，共安排 41924 万元。主要包

括：涉农资金整合 35000 万元，“四好农村路”奖补资金 2000

万元，农产品、食品、药品、工业产品、流通商品质量安全检

测经费 1755 万元，农产品品牌建设、农业科研农场建设资金 968

万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94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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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新驱动和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共安排 116814 万

元。主要包括：威海港重组补助 17000 万元，扶持企业冲击新

目标专项资金 15000 万元，威海产业发展基金政府引导资金

10000 万元，商务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7947 万元，支持科技创新

资金 7600 万元，支持重点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资金 7500 万元，

人才工作专项资金 6000 万元，公交政策性补贴 5000 万元，金

融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3380 万元，新旧动能转换专项资金 2500

万元，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业、旅游业、会展业等扶持资金 3410

万元。

──支持教育发展方面，共安排 21265 万元。主要包括：

市直高职、中职、高中、幼儿园生均经费 5987 万元，文登师范

学校加固改造工程、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教育中心三期等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 5900 万元，政府购买校车服务补助 1739 万元，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 1735 万元。

──支持社会保障、就业方面，共安排 58784 万元。主要

包括：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补助 14112 万元，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12320 万元，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统筹外项目资金 8169 万元，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3888 万

元，城市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生活补贴 3349 万元，城乡特困人

员供养经费 1316 万元，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技能

培训补贴、高中毕业生“三支一扶”专项经费等就业扶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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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 万元，企业军转干部补助 1185 万元。

──支持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方面，共安排 24765 万元。

主要包括：国家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经费 4776 万元，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 1944 万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 1759

万元，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成补助 1478 万元，市

精神病中心病房楼建设 1000 万元，产前检查、新生儿疾病筛查、

城乡妇女“两癌”检查、农村胃癌筛查等补助 932 万元，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补助 892 万元。

──支持文化、体育、公共安全方面，共安排 30475 万元。

主要包括：图书馆和群众艺术馆设备购置、群众文化活动及公

益性演出补助、电视台设备购置、文化体育产业发展等支出

12241 万元，消防支队综合训练基地建设、公安综合训练基地建

设、警犬训练基地建设、威海监狱迁建、公安强制戒毒所建设

等公共安全支出 10700 万元。

──支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方面，共安排 22157 万

元。主要包括：五渚河山体公园维护管理、烈士陵园建设、购

买数字化城管服务、公共场馆维修维护费、公园养护管理费、

客运中心南北站运营费等。

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市本级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481 万元，加返还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

各区市上解收入、调入资金及上年结转结余等 1390209 万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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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共计 1475690 万元。市本级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40653 万

元，加上返还性支出、上解省级支出、补助下级支出、结转下

年支出等 735037 万元，支出共计 1475690 万元。

（四）2019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19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2946530 万元，加

上级补助收入和上年结转结余等 67321 万元，收入共计 3013851

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2918061 万元，加地方政府

债券还本支出和结转下年支出 95790 万元，支出共计 3013851

万元。

2019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604100 万元，加

上级补助收入和上年结转结余等 41892 万元，收入共计 645992

万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309306 万元，加补助下

级支出和结转下年支出等 336686 万元，支出共计 645992 万元。

（五）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意见。

2019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24000 万元，加

上年结转结余 3896 万元，收入共计 27896 万元。全市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16000 万元，加结转下年支出和调出资金

11896 万元，支出共计 27896 万元。

2019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20000 万元，

加上年结转结余 3896 万元，收入共计 23896 万元。市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12000 万元，加结转下年支出和调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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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6 万元，支出共计 23896 万元。

（六）2019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19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796918 万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996890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199972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770678 万元。

2019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590412 万元，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791536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201124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751997 万元。

（七）2019 年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2019 年，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

排 312875 万元，增长 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59212 万元，

下降 18.64%。

2019 年，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296542 万元，增长 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90024 万元，增

长 5.6%。

2019 年，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85863 万元，增长 1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02134 万元，下

降 0.2%。

2019 年具体收支预算安排，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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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凝神聚力、开拓创新，确保完成好 2019 年预算任务

（一）强化扶持引导，支持转型发展。一是明确扶持思路。

全面落实“产业强市、工业带动、突破发展服务业”战略，有效

统筹整合财政支持发展专项资金，集中财力、突出重点、精准扶

持，向重点平台、重点项目、重点产业聚集，更加有效地助力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分层次政策扶持体系，因企

施策，对不同规模、类型的企业，采取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助

力企业梯次培育，不断夯实财源基础。二是突出扶持重点。坚持

创新驱动，大力支持国家区域创新中心、青岛大学威海创新研究

院等重点载体建设，助推企业创新发展。强化财税政策支撑，支

持实施企业冲击新目标行动，培育一批规模大、带动力强的龙头

骨干企业。坚持综合施策，加强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扶持，促

进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提高人才工作专项资金规模，落实威海

英才计划，保障“万名大学生聚集计划”等人才项目实施，为我

市跨越发展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三是创新扶持方式。围绕进一

步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优化金融扶持政策，建立“信财银

保”多方联动机制，设立威海市信用保证基金，依托大数据中心

构建企业信用评估体系，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引导金融机构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信用贷款和应急转贷等

服务。四是增强扶持成效。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优化

管理政策，放宽限制条件，提高投资效率。理顺基金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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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公司，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专业化水

平。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在优化整合原有基金的基础上，加快推

进设立七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基金、直投基金、天使基金、康得碳

谷基金、企业纾困基金等，满足不同领域对基金投资的需求。

（二）强化增收节支，推进绩效管理。一是抓好收入组织。

健全税收保障机制，继续深入开展大数据综合治税，扩大涉税信

息联网范围，对税收征管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展大数据综合分

析，进一步提高征管质量，做到应收尽收。完善收入考核调度机

制，针对区市实际实行差异化考核，以更加灵活的政策和机制，

引导各级加强财源培植，优化收入结构，实现提质增收。二是把

好支出关口。更加注重财政的可持续性，引导各方面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的思想，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资金保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优化基本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三公”经

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强化预算刚性约束，加快预

算执行进度，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三是深化绩效管理。健全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机制，建立我市绩效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库和专家

库，完善操作规程和考核机制，组织各部门持续推进绩效管理深

入开展。促进绩效管理链条化发展，加强对新出台重大政策和项

目的论证以及事前绩效评估，建立健全覆盖全市所有行业领域的

绩效目标指标体系，探索将专项转移支付纳入绩效管理范畴，推

进绩效管理与大数据应用深度融合，进一步扩大绩效跟踪监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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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的范围，以绩效结果为依据，完善政策，优化支出，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强化统筹整合，助力城乡发展。落实“全域城市化，

市域一体化”、“城市国际化”发展战略，把握精致城市建设要求，

破除城市发展瓶颈制约。多渠道筹集资金，保障乳山口大桥、文

莱高速、荣莱高铁等重点项目实施，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威海新

机场等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提升城市国际化环境，设立外国留学

生政府奖学金，建设城市国际化开放展示平台，支持国际物流多

式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着力提升我市对外开放水平。强化资金保

障，优化公交线路，改善乘车条件，支持社区菜市场建设，打造

特色商业街，为居民生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健全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对市

级现代农业发展、现代林业发展等资金实施全面整合，形成乡村

振兴“资金池”，支持各区市因地制宜推进本地区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强化扶贫资金保障，确保投入不少于上年，保证扶贫资金

高效、规范发挥好作用，支持 495 个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发展。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大力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创建培育省级

美丽乡村 20 个、市级美丽乡村 69 个，着力打造美丽乡村民宿、

田园综合体和特色小镇。建立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稳定增长机制，

切实保证村级组织充分发挥作用。

（四）强化财力倾斜，保障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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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保障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支出，进一步补齐民生短

板，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健全社会保险制度

体系，进一步提高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政策

标准。坚持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综合运用技能人才培训、创业

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方式，全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偿机制，

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支持开展儿童龋齿预防治

疗，为基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提供可靠保障。积极推进养老服务

业发展，重点扶持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建设，着力推广居家和社

区养老模式。加大社会救助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保障好“老、小、孤、残”

特殊群体的利益。健全教育投入机制，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

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和扶持办法，支持新建、改扩建普惠

性幼儿园 20 所，新建中小学 15 所，为高中课程改革、学徒制试

点等工作开展提供经费保障。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支持新建

城市书房 6 处，推动实施“全民阅读计划”，完善提升基层文化

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助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扎实推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支持大气污染防治、流域生态治

理、土壤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开展，加快推进“智慧环保”建设，

完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五）强化风险防范，建设现代财政。一是坚持风险防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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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坚持科学规范融资，积极做好隐

性债务化解工作，逐笔制定存量债务化解计划，逐项落实偿债资

金来源，试编全口径政府性债务预算（计划），将“隐性债务压

减率”纳入考核，切实防范债务风险。二是坚持财政管理再提升。

发挥好大数据中心作用，推进大数据多元化应用，重点打造全市

统一的专项资金管理平台，实现专项资金申报、审核、拨付、跟

踪、验收的一体化管理，打造部门预算项目库管理系统，建立政

府重点项目、信息化项目等分类项目库，强化项目前期论证，变

项目年底集中申报为日常滚动管理，不断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

平。三是坚持财政改革再提升。根据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精

神，适当优化调整市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健全更加灵活的转移支

付机制，更好地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保障各级发展需求。深化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进一步优化资金支付方式，扩大财政授权支

付范围。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完善制度办法，认真履行国有金融

资产出资人职责。

各位代表，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关键之年，财政改革发展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决议，自觉接受市人

大的依法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攻

坚克难，奋勇拼搏，努力完成好各项预算任务，为开创“精致

城市·幸福威海”新局面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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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注释

1.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

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

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

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

收支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5.税收返还：指 1994 年分税制改革、2002 年所得税收入

分享改革、2009 年成品油税费改革、2016 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点改革后，对原属于地方的收入划为中央收入部分，给予地方

的补偿。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

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以及营改增税收返还。

6.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财政体制和

政策规定，给予下级政府的补助资金，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

专项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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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府，

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下级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

安排使用。

8.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

的下级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

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9.上解支出：下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财政体制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和计算方法测算，上交上级政府，并由上级政府

统筹安排的资金。

10.部门预算：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的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

11.地方政府债券：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代理或

地方财政自主发行和偿还的政府债券。

12.一般债券：指地方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

借的债务，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13.专项债券：指地方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

举借的债务，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14.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

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全过程”合作关系，以授予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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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为基础，以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为特征，通过引入市场

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双方优势，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的

质量和供给效益。

15.“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

16.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管理中融入绩效理念，将绩效目

标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全过程，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社会管理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