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 十 三 届 人 大

四次会议文件(６)

广东省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戴运龙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 现将广东省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一、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

重冲击. 我省财政工作面临着疫情冲击、减税降费压力等多重影

响, 困难之多、挑战之大是多年未有的. 全省财政部门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坚决落实积

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 迎难而上、担当作为, 在

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 通过采取大力盘活政府资源

资产、用好管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建立财

政资金直达机制、突出保障 “１＋１＋９” 工作部署重点支出、大

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等一系列措施, 全力支持抗击疫情, 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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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六稳” 工作、落实 “六保” 任务, 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

战, 全力支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省财政工作在大战大考

中经受住严峻考验, 财政运行企稳回升, 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民

生保障支出和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只增不减, 预算执行各项工作任

务圆满完成.

　　 (一)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２９２１�９７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１％, 增长２�１％. 税收收

入９８８１�２１亿元, 负增长１�８％, 其中主体税种�收入负增长

３�５％, 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落实减税政策影响; 中小税种

增长１�５％. 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７６�５％. 非税

收入３０４０�７６亿元, 增长１７�４％, 主要是为应对疫情影响各级

采取措施盘活政府资源资产, 国有资源 (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增

长６２�９％; 涉及个人和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负增长

２２�４％ (详见附件二表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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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 省级及部分市县按法定程序编制了预算调整方案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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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７４８４�６７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１�１％, 增长１％.

　　主要支出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教育支出３５１６�５３亿元, 完成

汇总预算的１０２�１％; 科学技术支出９５１�３６亿元, 完成汇总预

算的１０７�４％;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４１４�１８亿元, 完成汇

总预算的１１８％;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８１４�０６亿元, 完成汇总

预算的１００�６％; 卫生健康支出１７７１�４２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

１１２�４％; 节能环保支出５２２�０５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１０％;

城乡社区支出１５９９�７８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３％; 农林水支

出１１２２�４７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 １０５�８％; 交通运输支出

６５５�４５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９�９％ (详见附件二表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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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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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３０６�９２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０％, 增长０�５％. 税收收入

２６６６�６９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８０�６％, 负增长

６％, 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落实减税政策影响. 非税收入

６４０�２３亿元, 增长４１�２％, 主要是为应对疫情影响加大政府资

源资产盘活力度, 其中涉及个人和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负

增长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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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３０６�９２亿元, 加上中央税收返还

和转移支付１９０２�３７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１１３０�３５亿元、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２９�４５亿元、调入资金６５�６８亿元、新增一般

债券收入３７４�８２亿元、向国际组织借款２５�４７亿元、再融资一

般债券收入５０１�７５亿元后, ２０２０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７９３６�８２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６) .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７７９１�２３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１３�４％. 其中, 省本级支出

１４５７�９８亿元 (省级预备费共支出２�１４亿元, 主要用于疫情联

防联控、物资储备等应急事项, 年终余额按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 占１８�７％; 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及债务转贷支

出５２６０�１９亿元 (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３０４８�４８亿元、专项转

移支付８４９�８６亿元) , 占６７�５％; 上解中央支出４７０�１９亿元,

占６�１％; 债务还本支出１０２�７２亿元, 占１�３％; 安排预算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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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基金５００�１５亿元, 占６�４％ (详见附件二表７) .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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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政府性基金

预 算 收 入 ８６４２�４２ 亿 元, 完 成 汇 总 预 算 的 １１０�４％, 增 长

４１�４％, 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 支出９５７２�７７亿

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９７�５％, 增长５２�２％, 主要是中央下达新

增专项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形成支出 (详见附件二表２４、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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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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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７６�０３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１３�６％, 负增长

１�２％, 主要是落实中央出台的车辆通行费、港口建设费等政府

性基金阶段性减免政策; 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３９８�７９亿元、市县

上解收入１亿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２７３１亿元、再融资专项债

券收入３１�６４亿元以及上年结转收入１１�７５亿元后, 总收入

３２５０�２１亿元. 省本级支出 ６５５�１９ 亿元, 完成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００�１％, 增长６７８�７％, 主要是省级发行专项债券安排铁路、

高速公路建设等项目资金大幅增加; 加上对市县转移支付及债务

转贷支出２５６６�０１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６�１７亿元后, 总

支出３２３７�３７亿元. 结转１２�８４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２６－２８) .

　　 (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３１０�６２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１�８％, 增长

８�３％, 主要是部分企业的利润收入和股利、股息收入增加�; 加

上中央转移支付０�４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２８�６３亿元后, 总收入

３３９�６５亿元. 支出１５７�４９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９９�３％, 增长

１０�１％; 加上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６９�３８亿元用于教育、社保

等民生支出后, 总支出３２６�８８亿元. 结转１２�７７亿元 (详见附

件二表３６、３７) .

—７—

�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收缴有关规定 , ２０２０年收取以前年度企业利润及股利、股息收

入 , 下同.



　　２�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５７�６２亿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０３�５％, 增长

１２�７％, 主要是部分企业的利润收入和股利、股息收入增加; 加

上中央转移支付０�３８亿元后, 总收入５８亿元. 支出２４�６２亿

元, 增长５３�６％; 加上对市县转移支付０�５１亿元和向一般公共

预算调出３２�５８亿元用于教育、社保等民生支出后, 总支出

５７�７２亿元. 结转０�２８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３８－４０) .

　　 (四)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收入５９６４�９８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１０４�３％, 负增

长２８�３％, 主要是落实中央为应对疫情出台的社会保险费阶段

性减免政策. 支出６３３８�３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９６％, 增长

０�０２％, 剔除２０１９年清算以前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等因素后增长１３％. 当年结余－３７３�３２亿元, 年末滚存结

余１６７１４�９７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５０－５２) .

　　２�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省级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收入２６８３�９４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２�５％, 负增长

３６�５％, 主要是落实中央为应对疫情出台的社会保险费阶段性减

免政策. 支出３０３８�７２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８�８％, 增长

７�３％. 当年结余－３５４�７８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１１７５０�４２亿元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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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二表５４－５６) .

　　 (五) 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１�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中央批准２０２０年我省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１７５０６�０７亿元, 新增债务限额３６１６亿元. 其中,

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４２５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３１９１亿元.

２０２０年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执行数１５３１６�１９亿元, 控制在债

务限额以内. 其中, 按债务形式分, 政府债券１５１３５�２亿元、非

债券形式债务１８０�９９亿元; 按偿债来源分, 一般债务５７８９�２４

亿元、专项债务９５２６�９５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６２－６６、６９) .

　　２�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４１２１�２１亿元. 其中, 新增债券３５８７�８２亿元, 包括一般债券

３９６�８２亿元、专项债券３１９１亿元; 再融资债券５３３�３９亿元,

包括一般债券５０１�７５亿元、专项债券３１�６４亿元 (详见附件二

表６４、６９) .

　　３�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偿还地方政府

债券本金７４１�９９亿元, 包括一般债券本金６００�９４亿元、专项债

券本金１４１�０６亿元; 全省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４５３�２５亿元,

包括一般债券利息２００�７９亿元、专项债券利息２５２�４６亿元 (详

见附件二表６４) .

　　 (六) ２０２０年省级预算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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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 我省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４２５亿元, 其中 , 中央转贷我省外债额度２８�１８亿元由财

政部带项目下达 , ３９６�８２亿元全部用于发行新增一般债券 .



　　２０２０年, 根据财政部年中下达新增债务限额, 以及为应对

疫情影响调整收支安排, 省级预算按法定程序编制三次预算调整

方案, 分别提交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二十二次、二十

六次会议审查批准.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支从年初预算的

６７６１�７７亿元调整为６８６７�７７亿元, 调增１０６亿元. 省级政府性

基金预算总收支从年初预算的１３６０�９亿元调整为３２０４�７９亿元,

调增１８４３�８９亿元.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从年初预算的

４２４７�２８亿元调整为２６１８�２８亿元, 调减１６２９亿元; 支出从年

初预算的３１５８�５４亿元调整为３０７６�４７亿元, 调减８２�０７亿元.

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决议已落实到位, 新增债券已全部发行并拨付

使用, 收支完成调整预算情况良好.

　　 (七) ２０２０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省财政部门严格按照预算

法和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规定, 认真

落实人大审议预算决议, 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圆

满完成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任务,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１�全力支持抓好疫情防控, 推动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全省财政系统闻令而动、听令即行,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把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工

作来抓.

　　———防控经费保障有力. 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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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经费, 加快资金拨付使用, 确保人民群众不因担

心费用问题而不敢就诊, 确保各地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救治和

疫情防控. 全省投入疫情防控资金３０２�７８亿元. 聚焦患者救治. 投

入６�１５亿元, 实现应检尽检人群核酸排查 “全免费”、发热门诊筛

查费用 “全保障”、患者救治费用 “零负担” . 聚焦防控一线人员保

障. 投入１９�７７亿元, 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聚焦物资

保障. 投入１１９�４８亿元, 全力保障疫情期间防控物资供给, 加快推

进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 聚焦公共卫生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建设. 投入５６�５６亿元, 重点支持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建设

规范化发热门诊和诊室,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加快钟南山院士领衔

的广州呼吸中心建设. 聚焦科研攻关、常态化精准防控. 投入

１００�８２亿元, 重点支持防疫科研、外防输入和局部应急处置等.

　　———精准实施纾困政策. 把稳就业、保基本民生摆在优先位

置. 加大援企稳岗力度, 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１３０亿元, 鼓励

受疫情影响企业稳定工作岗位. 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投

入１３３�４５亿元, 稳步提高低保、特困人员、孤儿等逾１６８万困

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 发放临时救助和价格临时补贴, 缓

解疫情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惠及群众１８７０万人次. 精

准施策打好援企、稳企、安企、利企 “ 组合拳 ” . 在全面落实

“双统筹３０条” “复工复产２０条” 等系列政策的基础上, 进一步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准发力. 投入２�５１亿元, 对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专项贷款给予贴息支持; 投入８亿元, 设立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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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企业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 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 投入

１７�８亿元, 支持汽车下乡和家电惠民, 促进消费提振; 投入４

亿元, 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应对疫情、振兴市场.

　　２�加大政策对冲, 促进经济企稳回升. 发挥财政政策逆周

期调节作用, 创新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切实保障做好 “六

稳” 工作、落实 “六保” 任务.

　　———用好新增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 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用

足用好新增债券资金３６１６亿元, 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 投入

“两新一重” 项目资金超过六成. 加快债券发行使用, 及早形成

实物工作量, 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 用好

管好抗疫特别国债５０４亿元, 八成以上用于支持公共医疗卫生、

污染防治、乡村振兴、 “两新一重” 等重点领域, 推动建成一批

补短板、打基础、利长远的优质项目.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对冲企业经营困难. 不折不扣落实

国家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在地方权限范围内做到能减则减、能免

则免、能缓则缓, 在２０１９年全省减税降费３０４４亿元的基础上,

２０２０年再为企业和群众减负达３０００亿元, 其中减免延缓社会保

险费达２１００亿元, 实体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获益最大, 小微企

业降负明显.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对冲基层 “三保” � 压力. 创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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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财政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机制, 省财政既当好 “过路财神”

又不当 “甩手掌柜” , 确保中央直达资金７８２亿元第一时间全部

直达市县、直接惠企利民, 惠及各类市场主体７�６２万家, 受益

群众超５０００万人次. 省级安排财力困难补助和救助资金１８０亿

元, 坚持 “哪里困难投向哪里” , 有效对冲困难地区疫情减收增

支压力, 兜牢 “三保” 底线.

　　———加大开源节流力度, 对冲疫情减收影响. 一方面, 依法

依规组织收入, 坚决不收 “过头税费”、绝不因财政收支矛盾大

而乱收费增加企业负担, 通过加大力度盘活政府资源资产, 推进

水田指标、拆旧复垦指标、海砂等矿产资源交易, 对冲税收减收

影响. 另一方面, 坚持党政机关过 “紧日子” , 在年初预算已压

减一般性支出４０亿元的基础上, 年中对省级部门公用经费和一

般性项目支出再分别压减５％和２０％, 调整、盘活、压减支出达

８５亿元, 合计压减１２５亿元.

　　３�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 政策效应持

续释放. 通过财税体制机制衔接和财政资金有效对接, 促进生产

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

　　———推动税收优惠政策落地实施. 全面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发放补贴资金２３�９亿元, 近９０００人受益,

大幅降低湾区内工作的境外高端紧缺人才税负水平. 推动大湾区

国际航运保险免征增值税、启运港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落地实

施. 争取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期扩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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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推动国家高端创新资源要

素集聚, 投入１０亿元, 发起设立粤港澳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投入１亿元, 对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强化科研合作, 投入

０�８５亿元, 资助建设２０个粤港澳联合实验室; 推动财政科研资

金过境使用, 省市财政共拨付跨境科研资金１�２８亿元. 支持人

才引进与交流合作, 投入０�７２亿元, 支持５个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孵化平台建设, 为港澳青年来粤创业提供便利.

　　———支持重点平台建设开发. 投入２１５�２８亿元, 重点支持

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中新广州知识城、深汕特别合作区等重点

平台建设开发, 理顺深汕特别合作区财政管理体制, 支持一批重

点产业项目落地大湾区.

　　４�支持全面完成重点任务, 推动三大攻坚战取得决胜成果.

强化攻坚保障,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提供有

力支撑.

　　———支持高质量打好脱贫攻坚战. ２０１６年以来省级投入

６９６�４亿元、各方总投入１６００亿元, 加强教育扶贫、就业扶贫、

医疗卫生扶贫、低保兜底以及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保障.

全省１６１�５万相对贫困人口、２２７７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

出列标准, 贫困户 “两不愁三保障” 全面实现.

　　———支持强力整治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自２０１８年起三年投

入７２２亿元, 其中２０２０年投入２１３亿元, 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取得显著成效. 全面消除劣Ⅴ类国考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达

—４１—



８７�３％, 重点流域水质显著好转, 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大幅

提升,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９５�５％.

　　———债务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

理, 规范举债融资. 全面落实偿债资金来源, 按时足额缴付本

息.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稳妥积极化解存量, 不因疫情形势

放松风险管控, 仍然是全国债务风险水平最安全的地区之一.

　　５�支持加快推进 “一核一带一区” 建设, 区域协调发展取

得新成效. 省对市县各项补助和债务转贷资金５２６０�１９亿元, 增

长１２�７％, 实现困难形势下只增不减.

　　———全力兜牢底线缩小差距. 投入均衡性转移支付６０２�５８

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１９１�５４亿元、特殊转移支付

１４７�２１亿元, 资金向困难地区倾斜, 县均补助１０�９亿元, 有效

增强基层财力, 兜牢 “三保” 底线. 支持乡镇体制改革, 投入财

力薄弱镇乡补助资金２０�３５亿元, 镇均补助从１８８万元提高到

２０２万元.

　　———实施差异化转移支付机制. 落实支持老区苏区和民族地

区发展一揽子财政政策,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新增财力超过３００亿元,

支持提升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水平. 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投入生

态保护区财政补偿转移支付７３�７亿元, 完善生态保护补偿负面

评价惩罚机制, 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底线. 投入４９�９亿元, 支持

绿色石化、清洁能源、海上风电、海工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东西两翼沿海经济带布局建设, 全力打造新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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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１６�４亿元, 推

进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开工, 湛江机场迁建、韶关机场军民合

用改扩建、揭阳潮汕机场航站区扩建等加快建设. 投入铁路项目

资本金３０１�７９亿元, 推动深茂铁路深江段、珠江肇高铁顺利开

工, 广湛、广汕汕、梅龙高铁等项目加快推进, 广清城际铁路正

式运营. 投入１０７�４６亿元, 支持深中通道、黄茅海通道等重点项

目加快实施, 推动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１万公里. 投入

４３�６８亿元, 完成国省道新改建及路面改造２１３６公里、危桥改造

８３座. 投入 “四好农村路” 建设资金７０亿元, 全面实现１�４８万

公里砂土路清零、１００人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 投入１５�９８亿元,

推动重点出海航道及港口加快建设, 北江航道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６�持续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乡村振兴取得重大进展.

深化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 投入涉农资金达３０３亿元, 其中由

市县统筹实施部分达２５２亿元, 为乡村振兴实现 “三年取得重大

进展” 目标提供强力支持.

　　———支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投入１１８�３３亿元, 实施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全省２０户以上自然村全部建有１个以上

垃圾收集点、配备１名以上保洁员, 建成村卫生公厕６万多座,

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改造普及率达１００％, 新增集中供水自然村

２�１万个、覆盖人口１２５万人, 全省农村面貌明显改善.

　　———支持推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投入３０亿元, 支持建设

３１个省级农业产业集群和现代农业产业园, 推动全省建设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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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色农产品专业村和２００个专业镇. 投入２�３亿元, 超额完成

国家下达的新增５０万亩早稻种植任务, 稳定粮食产量. 投入

１�２亿元, 对疫情期间家禽水产品等开展临时应急收储, 稳定市

场预期.

　　———支持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投入７０�１５亿元, 推

动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西江干流治理工程、潖江蓄滞洪区等

一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加快建设, 完成超过１０００公里中小河流

治理. 投入８０亿元, 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永久基本农田和耕

地地力保护、农机购置及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等.

　　７�支持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代产业体系不断

优化升级.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投入２８�６亿元, 持续推进重点领

域研发计划, 采用 “揭榜制” 等方式, 集中攻关 “卡脖子” 核心

技术. 投入２�３４亿元, 支持第二批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布局. 投

入４�２６亿元, 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１０家省实验室及分中心加

快建设. 投入１５�７９亿元, 支持实施 “珠江人才计划” “广东特

支计划” “广东博士后人才支持计划” 等重点人才工程, 引进培

养一批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青年拔尖人才.

　　———支持加快制造强省建设. 投入６４�５３亿元, 推动工业园

区等平台建设, 支持企业开展 “数智化” 改造, 加快装备制造业

发展, 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投入１０亿元, 实施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发展计划; 投入２亿元, 进一步完善中小微企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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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服务体系, 为中小微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８�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

全省民生类支出１２１４１�４１亿元, 约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七成,

实现困难形势下民生支出只增不减; 全省投入十件民生实事资金

７６９�４９亿元, 完成预算的１０９�３％, 其中, 省级投入３３９�９２亿

元, 完成预算的１０５％.

　　———支持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落实 “促进就业九条” , 建立

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 投入２０亿元促进就业创业. 投入９�８７亿

元, 高质量推进 “粤菜师傅” “广东技工” “南粤家政” 三项工

程, 培训 “粤菜师傅” ７�１万人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３０８万人次、开展 “南粤家政” 培训３３�８６万人次. 投入２�５７

亿元, 承办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推动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投入２８６�２７亿元, 全面落实

各学阶生均拨款制度, 支持学前教育、公办普通高中生均经费提

标. 投入５８�３１亿元, 落实全覆盖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惠及学

生２９４万人. 投入１３�２９亿元, 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供给,

实现 “５０８０” 目标. 投入２３�７２亿元, 支持欠发达地区农村学校

建设, 促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 投入２５�０５亿

元, 启动省职教城二期工程建设, 增加高等职业教育学位４万

个. 投入５０�１６亿元, 促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内涵

建设和质量提升. 投入３４�４亿元, 支持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高校建设. 投入４１�９８亿元, 支持教师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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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和教师工资待遇保障, 吸引和培养优秀人才到欠发达地

区从教乐教.

　　———支持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投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

助资金４８�４５亿元, 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７４元. ２０１７年以

来, 累计投入超过５００亿元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 为

有效防控疫情打下坚实基础. ２０１８年以来, 累计投入９０亿元支

持３０家高水平医院建设. 省市财政总投入５４�７１亿元, 支持创

建广州呼吸中心、肿瘤中心、肾病中心等三大国际医学中心.

　　———深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连续１６年提高企业退休

人员养老金水平, 达到每人每月２７６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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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月１８０元. 工伤伤残津贴、失业保险金标准分别

提高至每人每月４３５３元、１７０５元. 投入２７７�０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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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０元. 投入医

疗救助补助资金３３�０５亿元, 做好困难群众基本医疗兜底保障.

　　———加强基本住房保障. 投入２８�１２亿元, 支持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１７８９个, 棚户区改造１�９５万套, 新开工建设公租房４６５

套, 新建改建租赁住房２万套, 盘活存量房源２�３万套, 培育７

家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

　　———支持文化强省建设. 投入１１�３３亿元, 补齐人均公共文

化财政支出短板. 投入２�８７亿元, 推动全省图书馆、美术馆、

文化馆 (站)、博物馆、纪念馆及公共体育场馆等免费或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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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投入６�７９亿元, 支持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红色

革命遗址保护利用. 投入５�３６亿元, 支持广东卫视改革振兴工

程, 推动省级四大主流媒体持续健康发展.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和法治体系建设. 投入１３�２１亿元,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重点帮扶粤东粤西粤北地区５４２个基层

派出所改造升级, 全面推动３８个省际公安检查站建设. 投入

１１５�４３亿元, 支持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落实司法人员职业

保障待遇, 支持全省完成 “科技法庭” 改造项目１２９个, 执行指

挥中心建设项目１１３个, 诉讼服务中心建设项目１３１个, 推动

“科技法庭” 和 “智慧检务” 全覆盖.

　　２０２０年是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 五年来, 我们深刻把握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要求, 走过了一段很不

平凡的历程, 财政改革发展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 一是财政实

力进一步增强. 在不折不扣落实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情况下, “十

三五” 期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达到５９３９２�４６亿元, 比

“十二五” 期间增长６３�８％, 这是在高基数基础上的增长, 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二是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 坚持

开源节流, 盘活存量, 用好增量,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２０１６

年的１３４４６�０９亿元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７４８４�６７亿元, 年均增长

６�８％; 省级财政八成以上支出都安排用于 “１＋１＋９” 工作部署,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三是减税降费力度空前. ２０１９年实

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以来, 累计为企业和群众降低税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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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６０００亿元, 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四是民生投入只增不减. 坚决保障民生支出, 民生类支

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保持在七成左右, 其中教育支出规模全国第一.

五是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预算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率先

开展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 全面推进财政 “放管服” , 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全面建立全省 “一盘棋” 机制. 财政体制进

一步健全, 形成省与市县财政收入协调增长的收入划分格局, 完

成基本公共服务及医疗卫生、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技术等分领

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以功能区为引领、与 “一核一

带一区” 区域发展格局相适应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基本确立.

　　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和挑战: 财政收入增速趋缓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矛盾更加突出,

财政资源统筹力度需持续加大, 集中力量谋大事干大事的长效机

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部分基层财政部门的管理能力仍需提升, 财

政资金使用的科学性有效性还需加强等. 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

题, 将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

　　 “十四五” 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之后,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在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省财政部门将自觉肩负起重大历史使命, 认

真履职尽责, 坚持以 “政” 领 “财” , 把准财政工作方向;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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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 充分发挥财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引导带动作

用; 坚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集中财力办大事, 增强国家和省的

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提高保障和改

善民生水平;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把党政机关过 “紧日

子” 作为长期方针政策; 坚持改革与法治精神, 推动财政更好支

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高度

警惕防范涉及财政领域的风险.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 是 “十四五” 开局之

年, 做好今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意义重大. 全省财政部门将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认真落实

“１＋１＋９” 工作部署, 科学研判财政形势, 合理编制财政预算,

系统谋划财政工作, 主动担当作为, 为国家和省的重大战略任务

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一) ２０２１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从财政收入看, 随着减税降费和 “放管服” 改革促发展政策

效果进一步显现,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新旧动能转换

提速, 为经济企稳回升和财政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利基础. 同时,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扩散蔓延, 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 财政收入增长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从财政支出看,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 全面落实 “１＋１＋９” 工作部署,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科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加大基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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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领域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 都需要加大投入, 财政

支出仍需保持一定强度.

　　因此, ２０２１年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 财政工作仍然面临

较多困难挑战, 但我们有独特政治和制度优势、全省人民勤劳智

慧和坚实经济基础. 只要直面挑战, 坚定发展信心, 增强发展动

力, 就一定能战胜困难. 这是我们做好财政工作、发挥财政职能

作用的坚实基础和坚强后盾.

　　 (二) ２０２１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编制２０２１年预算的指导思想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围绕落实总书记赋

予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

创造新的辉煌的使命任务,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立足新发

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 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

为根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坚持系统观念, 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更好统

筹发展和安全, 抓住 “双区” 建设重大机遇, 深入实施 “１＋１＋９”

工作部署, 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 任务. 积

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牢固树立 “大财政、大预

算、大资产” 理念,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保持适度支出强度, 加

—３２—



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 增强国家和省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坚

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 全面落实党政机关要坚持过

紧日子的要求;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建立健全现代财税体制, 为我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

起好步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

周年. 贯彻上述指导思想, ２０２１年财政政策和预算安排必须坚持

强化统筹、突出重点、保障基层、节用裕民、精准有效等原则.

　　 (三) 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根据２０２１年我省经济形势, 综合

考虑国内外经济环境、上年一次性非税收入抬高基数等因素, 预计

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３５６２�２２亿元, 增长５％. 其中, 税

收收入１０７７５�３６亿元, 包括增值税收入４０５５�９５亿元、企业所得税

收入２０４５�１８亿元、个人所得税收入８５９�８亿元、土地增值税收入

１４８７�７７亿元等; 非税收入２７８６�８６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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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预计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１７８３４�３７亿元, 增长２％. 主要支出项目情况: 教育支出

３５９７�４１亿元, 增长２�３％; 科学技术支出９７１�３４亿元, 增长

２�１％;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４２３�６４亿元, 增长２�３％; 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９３１�２４亿元, 增长２�４％; 卫生健康支出

１８１５亿元, 增长 ２�５％; 节能环保支 出 ５３５�６２ 亿元, 增 长

２�６％; 城乡社区支出１６３６�５７亿元, 增长２�３％; 农林水支出

１１４９�４１亿元, 增长２�４％; 交通运输支出６７１�１８亿元, 增长

２�４％ (详见附件二表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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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资金等, 相应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以及上解中央等支

出后,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３�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计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３４０７�０９亿元, 增长３％. 其中, 税收收入２８９９�７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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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包括增值税收入１４４３�３４亿元、企业所得税收入７２３�７２亿

元、个人所得税收入２２２�９３亿元、土地增值税等收入５０９�７７亿

元; 非税收入５０７�３４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４０７�０９亿元, 加上中央税收返还

和转移支付１４６２�９７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９４４�３亿元、动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及调入资金７５７�５亿元 (包括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７１９�９６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１３�５７亿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调入１３�１９亿元、其他调入１０�７８亿元) 后, ２０２１年省

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６５７１�８５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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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０２１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

出安排６５７１�８５亿元, 收支平衡 (详见附件二表１０) . 其中, 省

本级支出１４７８�５５亿元, 占总支出的２２�５％; 对市县税收返还

和转移支付４４０４�７８亿元, 占总支出的６７％ (包括一般性转移

支付３０３０�６１亿元, 占转移支付比重达８２％; 专项转移支付

６６３�８２亿元) ; 上解中央支出５９８�７５亿元, 占总支出的９�１％;

预备费２４亿元, 占总支出的０�４％, 占省本级支出的１�６％, 比

例符合预算法规定; 债务还本支出６５�７８亿元, 占总支出的１％

(详见附件二表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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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 除刚性和重点项目支出外, 省级部门预算

一般性支出进一步压减, 安排预算部门行政经费７９�１３亿元, 较上

年预算负增长３�７％, 占省本级支出的５�４％. 其中, “三公” 经费

４�７７亿元, 同比减少０�６１亿元, 负增长１１�３％. “三公” 经费包括:

因公出国 (境) 支出０�６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３�３

亿元、公务接待费支出０�８７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２０、２１) .

　　按照预算法规定, 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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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等１６４�０３

亿元, 以及对市县转移支付３７８�２２亿元, 合计５４２�２５亿元 (详

见附件二表１７) .

　　 (四) ２０２１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 预计２０２１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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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８６４２�４２亿元, 与上年持平. 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７９１０�７６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２５７�８７亿元、污水处

理费收入１０９�９亿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１０８�６８亿元、彩票

公益金收入４８�６６亿元. 支出６０６６�８９亿元, 负增长５％
� (详见

附件二表２９、３０) .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加上转移性收入等,

相应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等后, 收支平衡.

　　２�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预计２０２１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９５�２４亿元, 增长２５�３％. 其中, 车辆通行费收入４５亿

元、彩票公益金收入１３�７６亿元、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

的业务费用收入８�６７亿元. 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１６�３４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１２�８４亿元后, 总收入１２４�４２亿元. 省本

级支出８２�８２亿元, 加上对市县转移支付２８�０４亿元、向一般公

共预算调出１３�５７亿元后, 总支出１２４�４２亿元. 收支平衡 (详

见附件二表３１－３４) .

　　 (五) ２０２１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预计２０２１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２４０�７８亿元, 负增长２２�５％, 主要是２０２０年一次性

收入抬高基数, 以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利润和股利、股息

收入减少等. 其中, 利润收入 １７６�２１亿元、股利股息收入

５２�９２亿元、产权转让收入２�０９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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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４亿元、清算收入０�０１亿元. 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０�４亿元、

上年结转收入１２�７７亿元后, 总收入２５３�９５亿元.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１５１�１１亿元, 负增长４�１％. 其中, 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２６�７３亿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８２�９８亿

元、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２４�１８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１７�２２亿元. 加上调出资金１０２�８５亿元后, 总支出２５３�９５亿

元. 收支平衡 (详见附件二表４１、４２) .

　　２�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预计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４０�９９亿元, 负增长２８�９％, 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企业利润和股利、股息收入减少等. 其中, 利润收入

３０�５４亿元、股利股息收入１０�３２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０�１３亿元. 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０�３８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０�２８

亿元后, 总收入４１�６６亿元. 支出２７�９５亿元, 增长１３�５％.

其中,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６�４１亿元、国有企业

资本金注入２亿元、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１９�２９亿元、其他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２６亿元. 加上调出资金１３�１９亿元、对下

转移支付０�５１亿元后, 总支出４１�６６亿元. 收支平衡 (详见附

件二表４３－４９) .

　　 (六) ２０２１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预计２０２１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收入８４２０�９２亿元, 增长４１�２％, 主要是２０２０年落实中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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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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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低了基数. 支出６８１１�４５亿元, 增长７�５％. 当年结余１６０９�４７

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１８３２４�４５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５０－５３) .

　　２�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预计２０２１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收入４７１１�３２亿元, 增长７５�５％, 主要是２０２０年落实中央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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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拉低了基数. 其中: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４５３２�９３亿

元、工伤保险收入６８�４６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１０９�９３亿元. 支出３４０１�３８亿元, 增长１１�９％. 其中: 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３２１３�４４亿元、工伤保险支出７８�１１亿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１０９�８３亿元. 当年结余１３０９�９４

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１３０６０�３６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５４－５７) .

　　 (七) ２０２１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省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１６５８�５亿元, 包括

一般债券本金６４２�８３亿元、专项债券本金１０１５�６８亿元; 全省

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利息５２４�４４亿元, 包括一般债券利息２００�２１

亿元、专项债券利息３２４�２３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６４) . 待中央

年中下达２０２１年新增债务限额后, 依法编制预算调整方案, 提

交省人大常委会审查.

　　 (八) 重点政策支出安排情况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深入落实 “１＋１＋９” 工作部署, 继续全力支持毫不

放松抓好疫情防控,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切实保障重点领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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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２０２１年省财政安排贯彻落实 “１＋１＋９” 工作部署的重点

支出资金５５６２�５亿元, 占总支出的８４�６％.

　　１�支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 打

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持续推动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 健全税收优惠政策. 完

善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全省安排补贴资金超过２６亿元;

争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南沙粤

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配套税收优惠政策落地. 推动地方政府债券

联动. 先行先试改革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机制, 探索赴港澳发行离

岸人民币债券, 引入港澳资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深化会计资源

共享. 推动粤港澳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联盟由６１家会计师事务所

扩充至１２８家.

　　———携手共建高水平合作平台. 完善到期的重点平台专项补

助政策, 建立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的转移支付机制, 安排２３５�３亿

元, 推动粤澳深度合作区等重点平台加快发展. 安排１�５亿元,

支持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及粤港澳科技合作项目, 持续推进粤港澳

和国际科技合作. 安排０�６７亿元, 支持服务港澳青年来粤创新

创业基地建设.

　　２�支持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扎实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发挥好财税政策的结构性调控优势, 着力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朝着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聚焦发力. 安排产业发

展、内外贸等相关支出１２２�８４亿元, 增长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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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 聚

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六大工程” , 支持培育发展１０个战略性支

柱产业集群和１０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研究制定支持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投资政策.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 安排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资金３２�７３亿元, 大力

实施 “数智化” 改造. 安排２亿元, 设立质量提升发展基金, 支

持提高制造技术及工艺水平等质量创新和质量提升行动. 着力发

展数字经济. 安排７�１９亿元, 支持工业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发展, 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支持做大做强海洋

经济. 安排３亿元, 支持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洋生物、

海洋工程装备、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等六大海洋战略性

新兴产业. 支持培育市场主体. 安排１２亿元,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企业扩融资、提规模、增效益.

　　———支持推动内外联动. 支持发展内贸促消费. 安排１�４亿

元, 支持电子商务进农村, 实施 “粤贸全国” 计划, 推进现代流

通体系建设, 培育新型消费和新型业态, 促进产销高效对接, 扩

大消费市场. 支持提升对外开放合作. 安排外贸发展资金１０亿

元, 推动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 强化出口信用风险保障. 安排２

亿元, 发挥加工贸易企业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作用, 带动金融机

构支持加工贸易企业. 安排１�６８亿元, 支持口岸建设和中欧班

列开行, 拓宽进出口物流渠道, 提升通关服务效率. 安排８亿

元, 推动外资重大项目落地.

—３３—



　　３�支持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省, 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支

撑. 进一步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向, 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

率. 安排科学技术支出２０１�３９亿元, 增长９％.

　　———支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建立基础研究投入稳定

增长机制. 安排３７�２８亿元, 支持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和基础研

究等重大项目, 强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高质量推进实验室体系

建设. 安排１２亿元, 实施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省实验室同步投入

和珠三角省实验室奖补; 安排３�１２亿元, 支持高等级生物安全

实验室、国家和省重点实验室建设. 支持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

安排３�６６亿元, 支持引进国家级大院大所来粤落地, 提升我省

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能力.

　　———支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实施

企业科技创新财税优惠政策, 落实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安排２�７１亿元,

推动知识产权高水平创造, 强化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 实施创新

奖励. 安排２�０２亿元, 对科技和专利成果实施奖励.

　　———支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支持引进科技创新人才. 安排

人才发展资金２１�６８亿元, 聚焦制造业、公共卫生、信息化等重

点领域, 加大力度实施重点人才工程; 支持欠发达地区引进培养

重点产业人才, 优化区域人才资源配置. 健全创新激励和保障机

制. 探索科研经费 “包干制” 改革试点, 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创

新创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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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支持加快构建 “一核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格局, 增强发

展平衡性协调性. 坚持保基本、促发展, 完善差异化转移支付体

制, 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

环、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 安排省对市县税收返还、财力

性转移支付和交通运输支出２３１１�９８亿元�, 增长１０�６％.

　　———突出均衡化政策导向. 安排均衡性转移支付、生态保护

区财政补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和老区苏区民族地区等财力性转

移支付９３３�０５亿元, 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支持力度, 将常住人

口人均支出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 稳步推进生态环境、文化等领

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体系,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可及性.

　　———加大专项化政策安排. 支持打造新的增长极, 研究支持

经济特区和省域副中心专项政策. 安排３９�９亿元, 建立以项目

建设需求为导向的转移支付机制, 聚焦支持一批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关键性项目落地建设. 安排３８�８１亿元, 精准支持老少边穷地

区加快发展.

　　———加强协同化机制建设. 安排４亿元, 落实新一轮对口帮

扶工作机制, 实施对口帮扶财政利益共享, 推动互惠共赢协调发

展. 健全完善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安排５亿元, 支持开展省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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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实施省内生猪产销区利益补偿.

　　———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机场建设布局. 安排

２１�３８亿元, 支持白云机场三期扩建、湛江机场迁建、韶关机场

军民合用等项目建设, 打造 “５＋４” 骨干机场布局. 大力推进轨

道交通建设.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 多方筹措项目资本金,

加快推进广湛、广汕汕、深江、珠江肇等高铁项目建设. 推进公

路网络建设. 安排７７亿元, 新开工建设湛江机场高速、河惠莞

高速龙寻支线等项目, 推进深中通道、黄茅海通道等重大项目建

设. 安排４３亿元, 支持普通国省道新改建及路面改造. 支持港

口航道建设. 安排１０�１８亿元, 支持湛江港３０万吨级航道改扩

建、北江航道、崖门出海航道、智慧航道等重点项目建设.

　　５�支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着

力完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 集中资源、强

化保障、精准施策, 推动 “三农” 工作迈上新台阶. 安排农林

水、自然资源及其他相关支出６０９�７３亿元, 增长５�１％. 加大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 安排涉农资金３１３亿元, 市县统筹实施

部分达到２６０亿元, 占比超过八成.

　　———支持农业发展提质增效. 保障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

供给. 安排８３�１５亿元, 支持农业生产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基本农田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疫病防控、政策性农业

保险、科技兴农、现代种业提升等. 安排１０�６亿元, 支持开展

公共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试点改革, 省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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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和公共型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骨干

网. 发展富民兴村产业. 安排３５亿元, 支持高水平建设 “跨县

集群、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支

持加快林业高质量发展. 安排３６�３３亿元, 开展高质量水源林建

设和森林资源培育、管护、病虫害防控, 打造生态综合示范园和

森林乡村等. 安排２５�２亿元, 将省级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标准

提高到平均每亩４２元.

　　———支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安排１２５亿元, 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村庄集中供

水、“四好农村路”、农村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乡村风貌.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安排６３�７２亿元, 支持万里碧道建设、

中小河流治理, 改善乡村水生态环境; 扎实推进西江干流治理工

程、潖江蓄滞洪区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安

排８�７２亿元, 支持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 安排５３�２４亿元, 健全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和村干部财

政保障机制, 更大力度实施基层基础保障工程.

　　———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安排

１２３�２亿元, 落实 “四个不摘” 要求, 保持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

定, 优化支出结构, 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 推动脱贫攻坚向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平稳过渡.

　　６�支持扎实抓好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 加快建设美丽广东.

坚持资金投入同污染防治攻坚任务相匹配, 集中力量攻克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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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安排节能环保和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

付支出１８１�７７亿元, 增长５�８％.

　　———支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支持重点领域污染治

理. 安排２９�１５亿元, 支持水污染治理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

营, 聚焦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的巩固和提高、国考断面达

标攻坚、重点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黑臭水体治理、海岸线污染

整治、近岸海域水质改善等. 安排４�７１亿元, 支持大气污染防

治, 大力整治 “小、散、污” 和超标排放. 支持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 安排４２亿元, 支持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降低碳排放

强度, 实施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和加氢站建设. 安排３�８４亿元,

支持垃圾分类处理和固体废弃物处理能力建设. 支持环境监测执

法和监督管理. 安排６�４２亿元, 支持生态环境监测网建设、执

法应急、科技支撑和宣传教育.

　　———支持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 实施生态保护补偿. 安排

７７�３３亿元, 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 支

持北部生态发展区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支持山水林

田湖草和近岸海域生态综合修复. 安排１０亿元, 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安排１�５６亿元, 支持南岭生态修复和国家

公园建设. 安排３�９２亿元, 推进海湾岸线自然化、生态化、绿

植化改造.

　　７�支持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繁荣发展. 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力度, 努力塑造与广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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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优势. 安排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等支出６７

亿元, 增长７�９％.

　　———支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安排１５�４４亿元, 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全省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化. 安排９�３亿元, 支持 “三馆合一” 等重大标志性

文化工程建设. 安排２�７１亿元, 推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 推动文化体育事业繁荣发展. 安排１１亿元, 支持

办好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 安排２�３３亿元, 推进地方戏剧和

电影事业发展, 扶持文艺精品和群众文化活动.

　　———支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推动岭南文化守正创新. 安排

４亿元, 支持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建设、展陈提升及宣传教育. 安

排１�６亿元, 促进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支持精神文明建设.

安排３�８８亿元, 支持主流媒体创新发展、品牌提升. 安排１�５

亿元, 支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 “九大行

动”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８�支持大力发展社会民生事业, 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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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教育、社会保障

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等支出１７２５�１１亿元, 增长４�３％.

　　———支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多渠道促进就业创

业. 安排就业创业资金２０�２９亿元, 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提取超过

１４５亿元落实职业技能培训终身制, 帮助困难企业职工稳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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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纵深推进 “粤菜师傅” “广东技工” “南粤家政” 三项工程.

突出支持重点群体就业. 安排１�７１亿元, 扩大高校毕业生 “三

支一扶” 和希望乡村教师招募规模, 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就业.

　　———支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支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 安排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１７０�７７亿元, 落实城乡统一、

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安排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资

金１９亿元, 优化资金安排方式, 支持市县统筹推进基础教育事

业发展. 安排４１�２亿元, 支持教师待遇落实及提高教师能力.

支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 安排１３�１２亿元, 促进职业教育提水

平、强服务; 统筹债券资金等支持省职教城二期、三期建设. 支

持深入实施高等教育 “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 提升计划. 安

排５６�８３亿元, 引导高校在不同层次争创一流、特色发展, 加快

实现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地市全覆盖, 持续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 安排２１亿元, 保障粤东粤西粤北地区７所新建本科高校

(校区) 高水平起步、高质量发展.

　　———支持全面推进健康广东建设. 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和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年５８０元, 落实好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保障. 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７９元, 向居民免费提

供健康教育、预防接种、重点人群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 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安排４�８１亿元, 支持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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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提升县级医院传染病救治能力、健

全完善城市传染病救治网络等, 推动实施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

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安排

７４�８５亿元, 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人才队伍等医疗服务与保

障能力提升, 并重点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 加强高水平医院

建设, 推动创建三大国际医学中心; 实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

　　———支持稳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稳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落实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 确保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加强养老服务供给

和设施建设. 安排３�７３亿元, 支持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兜底民生服务社会

工作双百工程. 安排２�８１亿元, 实现全省乡镇 (街道) 社会工

作服务站全覆盖, 打通兜底民生服务 “最后一米” . 保障和改善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安排２８３�６８亿元,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均

补差水平分别从每月６０９元、２７６元提高到６３１元、２８６元, 并

确保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１�６倍; 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水平,

分别从每人每月１８２０元、１１１０元提高到１８８３元、１２２７元; 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分别从每人每月

１７５元、２３５元提高到１８１元、２４３元; 重点医疗救助对象住院

政策范围内基本医疗救助比例达到８０％ (其中特困供养人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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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００％) . 加强退役军人生活保障. 安排５２�２３亿元, 支持做

好退役军人安置、社保接续、就业培训、优抚对象抚恤和医疗保

障等工作.

　　———加强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安排８�０７亿元, 推进超

过１３００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安排５�７４亿元, 支持公租房保障

和城市棚户区改造. 安排８亿元, 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９�支持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广东. 统筹发展和安全, 加大力度支持安全发展. 安排公共

安全、灾害防治与应急管理等支出３４２�６８亿元, 增长１０�１％.

　　———支持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推进 “数字政府” 改革建设.

安排１５�８２亿元, 加强欠发达地区政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

“粤省事” “粤商通” 等办事平台提升服务能力. 加强灾害防治和

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安排１１�４８亿元, 支持地质灾害防治、农村

削坡建房等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消防应急等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 加强应急保障体系建设. 安排６�４７亿元, 支持粮食等重要

商品和应急物资储备.

　　———支持公共安全和法治体系建设.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 安排２４�２１亿元, 重点支持夯实基层政法部门基础设施,

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公安看守所修缮改造和基层派出所、省际

公安检查站、智慧新警务等建设; 安排１１０�０５亿元, 深化监狱

管理体制改革, 支持省属监狱、戒毒所运转及监管场所基础设施

和信息化升级改造等. 推动完善法治体系. 安排１１０�８９亿元,

—２４—



落实法官、检察官职业待遇, 推动全省 “一站式” 诉讼服务中

心、“智慧法院” 等建设, 加强公益诉讼工作保障; 安排３�６７亿

元, 支持强化全面普法、社区矫正、村 (社区) 法律顾问工作,

完善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持续推进法律援助工作.

　　 (九) 支持扎实办好十件民生实事

　　选取群众关切的 “身边事” 列入十件民生实事, 全省安排

４４６�３７亿元, 其中省级安排１７２�１２亿元予以保障. 一是促进普

惠性学前教育扩学位、提质量. 二是深入实施 “粤菜师傅” “广

东技工” “南粤家政” 三项工程. 三是免费实施出生缺陷筛查.

四是提高低保、特困人员、孤儿基本生活补贴和残疾人两项补贴

保障水平. 五是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六是完善农村集中供水

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七是全面推动农村公路桥梁安全改造. 八

是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检测能力建设. 九是实施公共文化惠民

工程. 十是大力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十) ２０２１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级部门预算由３７７个一级预算单位组成, 与上年

持平. ２０２１年省级部门预算财政拨款支出７７５�８亿元.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７６６�９７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８�７２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０�１１亿元; 基本支出

５２２�４１亿元, 项目支出２５３�３９亿元 (详见附件三) .

　　三、完成２０２１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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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结合新发展阶段广东改革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持续深化改

革, 更好发挥现代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财力保障和宏观调控等

方面的基础作用.

　　 (一) 坚持依法理财管财, 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法治化规范化

水平. 严格执行预算法及预算法实施条例, 做好相关配套制度建

设. 严格依法办事, 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安排支出. 严格执行经

本级人大批准的预算, 严控预算调整调剂, 全面推进预算支出进

度与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双监控” . 全面规范预决算信息公开,

提升财政资金管理透明度.

　　 (二) 加强财政收支管理, 保持财政收支平稳运行. 落实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实施方案, 努力向内挖潜,

大力盘活政府资源资产. 坚持党政机关过 “紧日子” , 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 保障重点领域支出, 兜牢 “三保” 底线. 加强政府债

务管理, 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稳妥有序推进债券发行管理创新.

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 推动建立民生支出清单管理制度, 促

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三)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 深化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建立集中力量办大事预算安

排机制, 增强国家和省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健全省以下财政

体制, 持续推进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完善与

“一核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格局相适应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系, 建立

财政资源向 “一带一区” 倾斜的政策协同机制. 全面推进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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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系统建设, 用信息化手段支撑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创新. 深

化财政 “放管服” 改革, 切实提高财政决策、管理和服务水平.

　　四、征询意见建议情况

　　２０２０年, 省财政厅承办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共

３０９件. 其中: 大会建议３０４件、闭会建议５件; 主办件２２件、

会办件２８５件、参阅件２件.

　　２０２１年, 省财政厅进一步完善省级预算编制征询机制, 通

过函询、座谈、调研等方式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市

县、省直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意见, 收到对２０２１年预算

草案的意见建议３０６条、对十件民生实事遴选的意见建议６５条.

省财政厅进行充分研究, 大部分已采纳并相应修改完善２０２１年

预算草案报告, 其余意见建议将在下一步工作中研究落实.

　　根据 «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

实施意见»,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省人大代表到省财政厅视察, 专

项提前介入２０２１年预算编制工作, 并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提前

介入监督有关项目的省级财政资金安排情况如下 (详见附件二表

７２) : 一是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安排４�８１亿元, 用于支

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提升县级医院传染病救治能

力、健全完善城市传染病救治网络等. 二是“粤菜师傅” “广东技

工” “南粤家政” 三项工程, 安排１１�６亿元, 用于开展相关人员

教育培训等. 此外,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审议工作, 选取产业

发展、污染治理、农业农村、文化等四个专题, 重点对所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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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省直部门的部门预算和专项资金预算进行专题审议. 专题审

议意见已充分吸纳, 并在相关部门预算草案和专项资金预算中予

以体现.

　　各位代表, 新的一年,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自觉接受省人大

指导监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 推动广东财政工作再上新台阶 ,

为我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

列、创造新的辉煌贡献财政力量 ,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１００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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