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天津市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０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在天津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天津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市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

年预算草案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

意见.

一、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各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市委决策部署和市十七届人

大二次会议预算决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强财政逆周期调节,统筹做好稳增长、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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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

市经济持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增长韧性进一步增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结构调整、动能

转换、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预算执行情况总

体较好.

　　(一)预算收支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１)全市收支.一般公共收入２４１０亿元,完成预算１２１７％,

比上年增长１４４％.其中,税收收入１６３４亿元,完成预算９４％,

增长０６％;非税收入７７６亿元,完成预算３２１１％,增长６１２％,

主要是政府持有股权转让、围填海处罚收入等增加较多.一般公

共支出３５０９亿元,完成调整预算９６４％,增长１３１％.预算执行

主要特点:在全面落实增值税降率、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新出台减税政策的基础上,着力推进新旧动

能转换,加大政府投资引导带动,引进和培育了一批新增税源,保

持了税收收入的基本平稳.同时,加大开源挖潜力度,盘活变现政

府闲置资产,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混改,转让部分国有企业政府持有

股权,落实国家围填海遗留问题处罚征缴政策,国有资本经营收

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罚没收入大幅增加,带动了财

政收入由负转正,扭转了过去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在支出方面,大

力清理沉淀趴账资金,积极做好项目储备,打破常规、加大力度,加

快资金拨付,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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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公共收入２４１０亿元,加上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５２５

亿元,一般债券８６亿元,调入资金等３９８亿元,上年结余１６２亿

元,预算总收入为３５８１亿元.预算总收入减去当年支出３５０９亿

元,当年结余７２亿元,全部为结转项目资金.

　　(２)市级收支.一般公共收入１１４１亿元,完成预算１４１１％,

比上年增长３１９％.加上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５２５亿元,一

般债券４２亿元,调入资金等８９亿元,上年结余８８亿元,减去市对

区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５６２亿元,预算总收入为１３２３亿元.一般

公共支出１２９６亿元,完成调整预算９３３％,增长１８３％.预算总

收入１３２３亿元,减去当年支出１２９６亿元,当年结余２７亿元,全部

为结转项目资金.

　　(３)转移支付.中央对我市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５２５亿元,比

上年减少２５亿元,下降４６％,包括由地方统筹使用的一般性转

移支付２２２亿元,按规定使用的专项转移支付５７亿元,税收返还

２４６亿元.市对区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５６２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０７

亿元,增长２３６％,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３７４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７１亿元,税收返还１１７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１)全 市 收 支.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１４３１ 亿 元,完 成 预 算

９８１％,比上年增长２３３％,其中土地出让收入１３６１亿元,增长

３８１％.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４亿元,专项债券８１８亿元,上年结余

２１９亿元,减去调出资金等１３４亿元,预算总收入为２３３８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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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支出２２７５亿元,完成调整预算９３２％,增长３７７％.

预算总收入２３３８亿元,减去当年支出２２７５亿元,当年结余６３亿

元,全部为结转项目资金.

　　(２)市级收支.政府性基金收入４１９亿元,完成预算８０９％,

比上年下降７４％,其中土地出让收入３８４亿元,增长２７％.加

上中央转移支付４亿元,专项债券１８３亿元,上年结余７３亿元,调

入资金等１９亿元,减去市对区转移支付５８亿元,预算总收入为

６４０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６２５亿元,完成调整预算１０１６％,增

长１６２％.预算总收入６４０亿元,减去当年支出６２５亿元,当年

结余１５亿元,全部为结转项目资金.

　　３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１６１０亿元,完成预算１０３５％,比上年下

降２４％,剔除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准备期清算收入后,按可比

口径增长７３％.其中,保险费收入１０８３亿元,财政补贴收入３７２

亿元,利息收入１１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１５７５亿元,完成预算

１０１％,增长３％,按可比口径增长１３８％.当年收入１６１０亿元,

减去当年支出１５７５亿元,当年结余３５亿元.滚存结余１２５５亿

元,主要是社保基金收支要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动

态平衡.

　　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１)全市收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３２１亿元,完成预算

２４７５％,比上年增长６４６％,主要是区级产权转让收入增加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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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有资本经营支出３１１亿元,完成预算１５４５％,增长１５

倍,包括市属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转移性支出等１０３亿元,区属

国有企业改制和重点民生项目２０８亿元.当年收入３２１亿元,

加上上年结余７２亿元,减去当年支出３１１亿元,当年结余８２

亿元,全部为结转项目资金.

　　(２)市级收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１０３亿元,完成预算

９５７％,比上年下降０４％.国有资本经营支出１０３亿元,完成

预算９５７％,增长０３％,包括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７９亿元,转

移性支出２３亿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０１亿元.

　　５地方政府债务

　　(１)政府债务限额.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我市２０１９年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９０４亿元.其中,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提前下达

我市限额４１１亿元,已由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审查批准,分配市

级１２３亿元,由市相关部门安排预算偿还,分配１６个区２８８亿元,

由各区负责偿还;其余４９３亿元,已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审查批准,分配市级１０２亿元,分配１６个区３９１亿元.全市

政府债务限额为５０５４亿元,其中市级政府债务限额１８１４亿元.

　　(２)政府债务余额.２０１９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４９５９亿

元,其中市级政府债务余额１７４４亿元,均控制在政府债务限额

以内.

　　(二)落实市人大决议和财政工作情况

　　２０１９年,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全面贯彻预算法和«天津

—５—



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认真落实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预算决议

和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加大京津冀协同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等

领域支持力度,全力做好“六稳”“三保”,狠抓预算管理改革,强化

基层财政运行,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１支持调结构、转方式、换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坚持实打实、硬碰硬,自

加压力、主动作为,对国家授权地方确定减免的项目,实行“顶格减

免”,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７３０亿元,其中地方收入减少５２０亿元.

一是推进增值税实质性减税.认真落实增值税降率政策,全市

１９４万户一般纳税人享受增值税适用税率降低减税优惠.二是

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

微企业标准,政策范围覆盖９０％以上的纳税企业.三是落实个人

所得税减税政策.提高减除费用标准,实施专项附加扣除,个人所

得税纳税人由５０６万人下降到１９５万人,切实降低中低收入者负

担.四是贯彻落实“民营经济１９条”,除涉及公共安全和生态资源

项目外,对收费基金实行“三个一律免征”,全面取消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收费,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

宽松环境.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

八字方针,聚焦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和动能转

换,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一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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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智能制造专项２３５亿元,累计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７３８个.

保障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成功召开,大会期间签约项目投资额超

过１２１０亿元,成功吸引TCL北方总部、国美智能等项目落户.二

是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科技支出１１０亿元,支持新一代超级

计算机、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建立

雏鹰、瞪羚、领军(培育)等高成长企业分级分类扶持体系,完善企

业研发后补助政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

均突破６０００家.三是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支持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着力打造“双创”升级版,优化科技企业孵化体系,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１７９家众创空间孵化创业企业４６００余家.设立规

模５０亿元的融资担保发展基金,首期出资８亿元,提升服务小微

企业和“三农”融资能力.四是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把农

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优先保障领域,完善农业农村投入保障机制,

统筹安排资金１７７亿元,投向农业生产发展、农村资源和生态保

护、教育、医疗、农村基础设施等领域.五是发挥投资关键作用补

齐发展短板.在持续减税降费、预算平衡吃紧的情况下,市级财政

统筹各类资金４００亿元,集中投向高铁、轨道交通、市政道路等重

点项目,带动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有力增强了市场预期.

　　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围绕“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服务雄安

新区建设,深化重点领域协同融合,促进开创协同发展新局面.一

是支持天津港建设世界一流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创新发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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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单智慧绿色港口专项债券１０亿元,支持北疆港区２０万吨级智

能化集装箱泊位建设,加快提升港口能级.二是加强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支持京滨、京唐高铁加快建设,津石高速公路全面开工,

积极推进津兴高铁前期工作,仓桑等省际公路完工.三是创新区

域财政扶持政策,制定市级财政支持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措施,助推发展引育新动能,加速重大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

发挥滨海新区龙头带动作用.

　　２立足防风险、兜底线、补短板,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持疏堵结合、稳妥处置、依法治

理,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牢牢守住风

险底线.一是强化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开好规范举债的“前门”,

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设定各区债务规模“天花板”,政府举借债

务严格控制在限额以内.完善全市政府债券项目储备库,实行跨

年度滚动管理,建立债券资金全过程动态监控机制.二是发挥专

项债券积极作用.全年发行专项债券８１８亿元,创新城乡发展、轨

道交通等１０类项目收益债品种,资金于当年１０月底前全部拨付

到位,支持重点领域加快建设.三是全力以赴化解政府隐性债务.

全面压实隐性债务化解主体责任,逐项明确各区、各部门化债方

案,加大工作力度,建立银企对接平台,通过适当展期、债务重组等

方式缓释集中到期债务,多措并举化解隐性债务规模,债务率降至

合理区间.

　　加大扶贫助困支持力度.突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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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加力、多层全覆盖、有限无限相结合”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强

化财政投入保障,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是高标准做好东西部

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全年安排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河

北、陕西及重庆等地帮扶资金３１５亿元,较上年增长２５９％,助

力受援地区２４个贫困县脱贫摘帽、２３个进入脱贫摘帽序列.二

是支持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安排市级帮扶资金４５亿

元,深入实施就业、产业带动、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等１０类帮扶,对

农村低收入困难群体全部建档立卡,建成美丽村庄２５０个,结对帮

扶困难村的集体经营性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三是做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提高城乡低保、低收入家庭救助、特困

人员供养和农村困难群众补助标准,支持改造农村危房６１０２户,

继续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积极支持开展污染防治.坚持绿色发展不动摇,强化财政资

金投入,发挥绿色生态优势,扩大环境容量空间,推动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一是加快建设７３６平方公里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

市与区两级投入６４亿元,大力推进生态修复等十大工程,年度

１１９个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６２万亩.二是

全面加强湿地保护与修复.市与区两级投入７８亿元,按照国家标

准升级保护七里海、大黄堡、团泊、北大港等８７５平方公里湿地自

然保护区,对重要河湖湿地生态补水１４亿立方米,实行退耕还湿、

退渔还湿,精心呵护好“华北之肾”.三是升级推进渤海综合治理,

千方百计筹措资金１２７亿元,精准实施海洋生态修复,推进生态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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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岸滩修复工程建设,提升１５３公里海岸线生态功能,１２条入

海河流消除劣 V类水体.稳步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以投资一体化带动流域治理一体化,创新流域协同治理机制,打造

京津冀绿色生态河流廊道.四是聚焦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持续加大资金投入,积极争取中央专项１９亿元,补助规模比

上年增长５７８％.开展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和老旧车淘汰,完成

１２０万户居民冬季清洁取暖改造.强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支持

中心城区水环境提升,完成１０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扩建提升工程,

完善于桥水库库区生态补偿机制,增强我市供水保障能力.落实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完成农用地土壤污染详查,深入推进污染

地块治理,促进土地资源有序利用.

　　３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贴群

众现实需求,全面完成２０项民心工程,倾心尽力做好财力保障,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城市的感情温度.一是用心解决“一老一小”问

题.扩大养老服务有效供给,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助餐补贴制度,

建成一批养老机构和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深入实施学前教育两年

行动,新增幼儿园学位６万余个,大幅增加普惠性幼儿园供给.二

是推进水气热管网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饮用水提质增效工程,

完成供热旧管网改造１００公里、燃气旧管网改造７０公里,做好冬

季提前和延长供暖财政补助,连续第三年将供暖时间从１２０天延

长至１５０天左右.三是加强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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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急救分中心建设,急救站点由６９个增加至１７１个,支持更新

配备高性能急救车及车载设备,平均反应时间缩短至１０分钟左

右.四是改善群众住房条件.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发行棚户

区改造专项债券,全面完成１４７万平方米三年棚改任务,支持老旧

小区及远年住房改造,１２７万户居住品质得到提升.

　　推动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在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的情况

下,坚持民生投入力度不减,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

安排的民生领域支出４５４２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７５％以上.一

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健全公共服务就业体系,落实

“海河英才”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等补贴政策,提升职业

培训质量,加大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力度,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

５５％.二是支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支出４６７亿元,

落实“两个只增不减”要求,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完成

２６０所义务教育学校第三轮现代化达标验收,推进特色高中建设,

支持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暨２０１９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推进

高校“双一流”建设,加力支持大中小学思政工作,加强平安校园建

设.三是加快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卫生健康支出１９８亿元,支持

市级卫生资源调整,完成儿童医院原址改造并投入使用,强化基层

医疗机构经费投入,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１２亿元,免

费在全市范围内提供老年人健康体检、妇幼保健、慢性病健康管理

等服务.四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连续第十五年上调退休人员养

老金,总体增幅在５２％左右,支持开展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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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建立职工大病保险制度,职工和居民医保

门诊报销限额进一步提高.

　　着力提升城市载体功能.树立经营城市理念,优化财政资源

配置,安排城乡社区支出７５１亿元,努力建设美好的城市家园.一

是推进城市综合交通发展.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地铁７、１１号线成

功引入PPP模式,地铁１号线东延线通车运营.安排运行补贴资

金２３７亿元,实施公交运营成本规制,支持地铁、民航稳定运营,

着力提升城市便利化水平.二是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整修解

放南路等２０条重点道路,新外环全线贯通,新增城市绿道河西示

范段、子牙滨河公园等一批城市公园,实施市容环境大清理,营造

大气、整洁、有序的市容市貌.三是维护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强化

安全生产和应急保障,对４７家标准化达标企业及４２６家高危行业

投保企业给予资金补助,提高安全生产防范能力.四是促进提升

城市品位.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艺术节、戏

进农家、“全民悦读”等系列活动,支持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办运营,

国家会展中心开工建设,推动亚投行灾备中心落地天津,全力做好

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等大型赛事经费保障,支持海

河沿线等夜景品质全面升级,休闲旅游“打卡地”不断涌现.

　　４狠抓预算管理改革创新,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大力度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化

制度顶层设计,创新预算管理方式,推动财政改革向纵深发展.一

是推行零基预算管理改革.坚持问题导向,改变“基数＋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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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分配方式,在行政开支上打好“铁算盘”,一般性支出比上年压

减２０％以上;在项目安排上实行“零基数”,坚持有保有压,区分轻

重缓急,统筹更多资金用于民计民生相关的重点项目.我市“加强

财政开源节流 保障重点项目实施”举措被列为国务院第六次大督

查典型经验做法.二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落实«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制定出台我市

实施方案,对市级部门预算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全部编制绩效目

标,实现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同步审核、同步批复.建立财政重

点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选取教育发展、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１２

个重点民生政策和重大项目开展绩效评价.三是加快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定我市教育、科技等领域改革实施方案,调

整完善市对区转移支付分配方式,推动政策资金向财力困难区倾

斜,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四是全力支持国企混合所有制

改革.妥善做好“三供一业”、人员安置等历史遗留问题经费保障,

大力支持国有企业集团债务化解、转型发展.强化国资预算统筹

管理,修订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办法,将市属企业混改收入

以及政府持有国企股权转让收入纳入预算,市属企业利润上缴比

例统一调整为２３％,国有资本收益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调整

为３０％.

　　强化财政预算管理.狠抓制度建设和执行,夯实基础工作,加

强政策协同联动,提升管理水平.一是完善市对区资金统筹管理

机制.推进转移支付、债券分配、库款调度、两级结算等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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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衔接,建立区级财政运行监测体系,压实“三保”保障主体责

任,确保基层财政平稳、可持续运行.二是主动挖潜、盘活存量.

加强结余结转资金清收,进一步扩大清理范围,对当年未细化项目

以及执行率不足３０％的项目一律收回或核减预算,累计收回资金

９０亿元.开展存量资产清理盘点专项行动,坚持宜售则售、宜租

则租、宜用则用,实现盘活收入７６亿元.三是下大力气清理暂付

款.认真落实预算法规定,加大对出借资金的清收力度,累计清理

６１４亿元,压减“账面”财力做实预算,避免长期挂账挤占库款.四

是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在全市范围开展财务、内控大检查,强化审

计问题整改,完善整改协调配合、结果反馈、问题通报制度,建立预

算安排与审计问题挂钩机制,举一反三,从体制机制上巩固整改

成果.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全市上下共同努力,财政收支实现平稳

运行,保障了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

的有序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预算执

行和财政工作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入增收基础不

牢固,新兴产业支撑作用尚未形成,收入结构有待完善,财源建设

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财政支出刚性特征明显,预算平衡难度加

大,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三是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低,统筹纳入

预算的资金体量小,与资产规模不匹配;四是融资平台债务规模较

大,部分区债务化解和“三保”支出压力大,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五

是政策执行与资金安排统筹联动不够,一些部门和单位绩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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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财务管理较为粗放,预算绩效刚性约束作用尚未有效发挥,

财政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我们一定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在

今后工作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０年预算草案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

好财政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市委决策部署,

落实市人大有关决议,坚决履行好财政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职责使命,聚焦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奋勇争先,更好发挥财政在

城市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努力开创财政改革发展新

局面.

　　(一)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当前,我市经济运行持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结构不断优化,

新动能不断成长,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正在形成并不断巩固,京津冀

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不断为我市注入新动力,营商环境持续改

善,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化,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各方面优势日益

彰显.同时,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经

济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和问题在外部冲击下趋于显性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从财政收入形势看,受国内外

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显现等因素影响,预计

２０２０年我市财政收入增收面临较大压力.从财政支出形势看,各
—５１—



领域对财政资金需求很大,支持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打好三大攻

坚战、引育发展新动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基本民生投入等,

都需要予以重点保障.综合分析,２０２０年全市财政形势依然严

峻,预算平衡压力更加突出,政府必须过紧日子,增强忧患意识,坚

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

进一步强化政策和资金统筹,着力保障重点支出需要,努力促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综合考虑当前

财政经济形势,２０２０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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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八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要求,紧扣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目标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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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决打赢

三大攻坚战,提质增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

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

性,为加快推进“五个现代化天津”建设提供坚强财力支撑.

　　围绕上述指导思想,２０２０年预算编制按照“突出重点、统筹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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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注重绩效、强化监督,坚守底线、防控风险”的总体思路,在预算

安排和政策导向上着重把握六个方面:一是坚决支持打好三大攻

坚战.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市委部署要求,增强跨

越关口的信心决心,保持财政工作和财政政策连续性,强化政策资

金统筹,优化财政资源配置,集中力量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二是全力支持引育发展新动能.建立

财政支持区域高质量发展新机制,立足天津发展定位和区域产业

规划布局,打造以“专项资金＋产业导向＋绩效评价”为核心的区

域政策新模式,促进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机结合,着力培育一批

百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三是积极服务“六稳”“三保”.按照政

府真正过紧日子的要求,真过紧日子、过真紧日子,从严管控一般

性支出,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支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强化区级财政运行监控,加强资金统筹

调度,进一步向基层困难地区倾斜,把“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

生”落到实处.四是持续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坚持“开前门、堵后

门”,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妥善处置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

性债务增量.更好发挥专项债券作用,加快补短板、调结构、惠民

生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五是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

水平.持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严格实施零基预算,全力推进财政

核心业务系统一体化建设,强化财政资金监督管理,加快构建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六是坚持依法行政、依

法理财.落实向群众汇报的工作机制,主动接受人大、审计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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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认真贯彻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

要求,增强预算法定意识,硬化预算刚性约束,加大预决算公开力

度,提高支出预算和政策透明度.

　　(三)预算草案

　　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市收支.一般公共收入预算２４２１亿元,保持增长.其

中,税收收入预算１６６７亿元,增长２％;非税收入预算７５４亿元,

下降２８％.加上预计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６１３亿元,调入

资金等４３７亿元,上年结余７２亿元,一般债券６０亿元,预算总收

入为３６０３亿元.一般公共支出预算３６０３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

３５％.收支预算编制的主要依据:一是在收入预算方面,随着新

动能引育带动作用逐步增强,税源基础不断巩固,具有一定增收潜

力;同时也考虑了国家和我市减税降费政策翘尾,仍会存在一定减

收影响.二是在支出预算方面,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运用零

基预算理念,根据事业发展实际需要和财力可能科学核定预算.

　　(２)市级收支.一般公共收入预算１１４０亿元,与上年持平.

加上预计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６１３亿元,调入资金等２６６亿

元,一般债券６０亿元,上年结余２７亿元,减去市对区转移支付和

税收返还７０９亿元,预算总收入为１３９７亿元.一般公共支出预算

１３９７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６６％.

　　(３)转移支付.中央对我市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６１３亿元,比

上年增加８９亿元,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３０７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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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亿元,税收返还２４６亿元.市对区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７０９亿

元,比上年增加１４７亿元,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５２１亿元,专项转

移支付７２亿元,税收返还１１６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市收支.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１８１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７％,其中土地出让收入１７８３亿元,增长３１％,主要是区级土地

出让交易量预计增加较多.加上预计中央转移支付４亿元,专项

债券１７８亿元,上年结余６３亿元,减去调出资金等２３５亿元,预算

总收入为１８２７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１８２７亿元,按可比口

径增长１３１％.

　　(２)市级收支.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４５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其中土地出让收入４２７亿元,增长１１３％.加上预计中央转

移支付４亿元,专项债券６７亿元,上年结余１５亿元,减去市对区

转移支付２６亿元,调出资金等１４４亿元,预算总收入为３６８亿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３６８亿元,按可比口径下降３１８％.

　　３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１７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５％,剔除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准备期清算收入后,按可比口径增长

３１％,其中保险费收入１１２６亿元,财政补贴收入３９５亿元,利息

收入３８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１７８６亿元,增长１３４％,

按可比口径增长１０％.收入预算１７１５亿元,减去支出预算１７８６

亿元,当年赤字７１亿元,动用以前年度结余弥补当年缺口,滚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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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１１８４亿元.

　　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市收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４５６亿元,比上年增

长４２１％,主要是对混改产权转让收入进行收缴.加上上年结余

８２亿元,预算总收入为５３８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４５６

亿元,增长４６７％,主要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保障改善民

生,包括市属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转移性支出等４１８亿元,区属

国有企业改制和重点民生项目３８亿元.

　　(２)市级收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４１８亿元,比上年增

长３１倍.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４１８亿元,增长３１倍,包括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２８３亿元,转移性支出１２６亿元,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０９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至市人

代会批准市级预算草案前,按照２０２０年度预算草案已预拨１月份

运转经费２０亿元.

　　５地方政府债务

　　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提前下达２０２０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２３８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６０亿元,专项债务限额１７８亿元.

２０２０年全年新增债务限额将在全国人代会批准地方总限额后,由

财政部提出分配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准后正式下达.考虑到提前下

达额度主要保障一季度重点项目资金需求,后续还将有较大债务

额度再行分配.参照财政部核定原则,拟分配市级１２７亿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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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６０亿元,专项债务限额６７亿元;拟分配１６个

区１１１亿元,全部为专项债务限额,由各区负责偿还并按照分配的

债务限额和有关规定调整本级财政预算.

　　三、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毫不动摇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积极落实国家重大决策部署

　　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用足用好海河产业基金,支持设立滨海产

业发展基金,大力吸引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总部、金融机构等

优质资源项目,推动亚投行灾备中心投入使用,打造一批承接非首

都功能标志性工程.加强大气联防联控联治,实施新一轮引滦入

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拨付引滦水源保护工程后续专项资

金,联动开展永定河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协同推进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津石高速公路和

京滨高铁、京唐高铁、津兴高铁等３条高铁项目进度.支持打造世

界一流智慧港口、绿色港口,统筹各级各类资金,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加快港口设施智能化改造.

　　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严守政府债

务限额,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压实债务化解主体责任和属地属

事责任,积极盘活资源资产资金,依法合规运用市场化手段等方式

多措并举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确保完成全年化债目标任务.用足

用好新增政府债券资金,优化项目收益与融资自平衡方案,严格落

实偿债资金来源,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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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支持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基

本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推进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扩建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双城间７３６平方

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落实 ８７５平方公里湿地自然保护区

“１＋４”规划,强化１５３公里海岸线保护,修复完成４００公顷滨海湿

地.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高标准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支

援合作资金投入,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着力推进特色产业帮扶,

助力对口帮扶贫困县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高质量完成困

难村结对帮扶任务,健全完善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强

化帮扶资金监管和绩效管理,用心用力履行财政支持新一轮结对

帮扶困难村工作政治责任.

　　(二)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大力提高发展质量效益

　　加快实施新动能引育五年行动计划.落实高新技术企业财税

优惠政策,实施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和研发投入后补助,对认定

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落实创新型企业领军计划财政补

贴政策,支持杀手锏产品、重点新产品研发,强化梯度培育,实施精

准扶持,助推创新型企业成长壮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落

实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重点新材料首批应用保险试点

等政策,培育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大数据、区块链、５G等一批新兴

产业集群.倾力打造产业化创新平台,支持新一代超级计算机、国

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等平台建

设,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支持举办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发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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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兴业、以业引才、以业聚财”作用,促进一批智能科技产业项目落

地.落实各项人才引育政策,深入实施“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支持

推广“项目＋团队”模式,推进“创新人才队伍培育工程”和“海河工

匠”工程建设,着力汇聚一批高水平企业家和技能人才.

　　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工作.加大力度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

策,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

就业.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巩固和

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快市融资担保发展基金

市场化运作,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持续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入落实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发

挥财政政策同消费、投资、产业、区域等政策合力,调整优化支出结

构,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

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加快形成

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发展预期.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施２０项民心工程,织密筑牢兜底

保障网.深入推进解决“一老一小”问题,扩大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完善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政策,新建１００个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做好

老年助餐服务补贴工作,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健康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支持学前教育资源建设,实现２年新增

１０８万个学位目标,建成市、区、幼儿园三级安全监控系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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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完善学生资助政策,启动实施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三年行动,推动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国家评估认定.

推进职业教育示范区升级版建设,实施“双高计划”,支持高校“双

一流”建设,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优化卫生健康资源布

局,推动中心妇产科医院、胸科医院原址改扩建.强化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投入,完善疾病防控、精神卫生、老年健康、妇女儿童健康服

务体系.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优化临时救助制度,加强边缘困难群

众救助,提高“救急难”精准度和时效性.

　　打造宜人宜居宜业的现代化都市.统筹做好住房困难家庭和

新市民住房保障工作,为２万户困难家庭发放租房补贴,有序推进

市区零散棚户区改造,支持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持续做好冬季

提前和延期供热财政补助.创新轨道交通投融资体制,推广实行

PPP模式,加快建设地铁４、７、８、１０、１１号线、６号线二期及滨海

B１、Z４线,加速完善轨道交通网络.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

健全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加大农民转移就业、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产业、财政转

移支付等支持力度,保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建设美丽乡村,完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做好社区基层

组织运转保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服务.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和社会足球场地建设.加强文化历史名城和遗

产保护,提升改造平津战役纪念馆,支持办好第五届市民文化艺

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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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不断提高治理能力

　　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贯彻落实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

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完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

减轻基层财政压力.密切跟踪消费税征收环节调整下划进度,加

强地方财源税源建设,加快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建立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市与区财政关系,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

分,加快推进生态环境、城乡住房保障、应急救援、自然资源等领域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落实均衡区域间财力差距的政策

目标,完善市对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将补助资金与困难系数挂

钩,重点向财力困难区倾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完善

区域扶持政策,建立市级财政支持区域高质量发展新机制,构建以

“专项资金＋产业导向＋绩效评价”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助推主导

特色产业集聚,促进区域公平竞争、良性发展.

　　持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全面实施零基预算,规范基本支出

管理,完善定额标准和保障方式,严格控制各类供养人员规模,加

大专项资金清理整合力度,根据实际需要科学核定预算,提升财政

资源配置效率.全面落实政府投资管理条例,实施政府投资联动

管理,严格控制政府投资项目超标准、超概算、超工期,实现项目安

排与年度预算衔接平衡.建立重点支出事前论证评估机制,统筹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标准过高、脱

离实际、超过财政承受能力,预算安排优先保障基本民生支出需

要.全面推进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系统建设,统一预算编制、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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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决算管理等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涵盖全部市级预算单位,

实现预算管理全流程的数据贯通、动态反映、有效控制、及时预警.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推动绩效关口前移,开展新增

重大政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优化绩效目标管理,实现支出项目

全覆盖.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对存在严重问题的暂缓或停止拨款,

督促及时整改落实.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试点,扩大项目

支出重点绩效评价范围,确保绩效评价工作提质增效.建立事前

评估、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的挂钩机

制,形成预算绩效管理闭环.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有效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

　　(五)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制约,切实提升管理水平

　　不断增强预算法定意识.认真贯彻预算法和«天津市预算审

查监督条例»,进一步改进预决算编报,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严格执

行市人代会批准的预算,严控预算调整和追加事项,切实维护预算

严肃性.紧紧围绕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

关决议,按照市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有

关要求,结合代表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审计

查出的突出问题,不断完善支出预算和政策体系.提升财政综合

管理能力,认真做好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工作,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试点,健全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制度.

　　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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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办一切事业,继续从严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办公运行、后勤

保障、会议差旅、论坛庆典、楼堂馆所等行政开支,严控“三公”经

费.强化结余结转资金清理,对执行率低、未细化到使用单位和具

体用途的项目支出,一律核减预算统筹安排使用.推行资产配置、

使用、处置、收益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重点行业专用资产配置标

准,明确数量、价值量和最低使用年限,推进统一开放的资产共享

平台建设,盘活变现长期低效运转、闲置存量资产,多渠道挖潜增

收,把资金更多用于为发展增添后劲、为民生雪中送炭.

　　坚决兜牢“三保”底线.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

顺序,在预算安排和库款拨付等方面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建立市

级财政对区级“三保”预算事前审核机制,确保国家和我市制定的

工资、民生政策落实到位.完善区级财政运行监控,建立区级重点

关注名单,实行“一区一策”管控,压实“三保”支出主体责任.加大

市对区资金统筹力度,实行库款调度、转移支付、债券分配与财力、

风险评估结果挂钩.建立财政管理真抓实干奖励扶持机制,对预

算执行、盘活存量、债务管理、清偿欠款、风险化解、资金统筹、专项

改革等财政管理工作完成情况好的区给予奖励,推动形成主动作

为、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各位代表,２０２０年财政改革发展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按照市委决策部署,

认真贯彻执行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及批准的预算,不忘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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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牢记使命,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财政工作再上新水平,为

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加快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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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１全口径预算:指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建立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定位

清晰、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系.

　　２一般公共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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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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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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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５一般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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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调入(调出)资金:指不同预算性质资金之间相互调入(调

出)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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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结转项目资金:指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８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促进地

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助给下级统筹安排使用的资金.

　　９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

标给予下级,并由接受转移支付的下级按照上级规定的用途安排

使用的预算资金.

　　１０均衡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拨付给标准财政收入不能

满足标准财政支出要求的下级政府的财力性补助资金,由下级政

府统筹安排使用.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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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土地出让收入:指政府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主要是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

土地取得的收入,也包括向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土地使用者依法

收取的收入、划转土地时依法收取的拆迁安置等成本性收入、依法

出租土地的租金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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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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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滚存结余:指截至年末的累计结余.

　　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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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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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三个一律免征:在我市地方涉企行政事业收费全部取消

的基础上,除涉及公共安全和生态资源项目外,授权地方制定标准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征;对地方有权确定标准的政府性基金

一律免征;中央和地方共享的政府性基金,地方留成部分一律

免征.

　　１９政府隐性债务: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

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

务,主要包括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替政府举借,由政府提供担保

或财政资金支持偿还的债务;地方政府在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开展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过程中,通过约定回

购投资本金、承诺保底收益等形成的政府中长期支出事项债务.

　　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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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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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零基预算:指在编制预算时,对于所有预算支出均以零为

基点,不考虑以往情况,从根本上分析每项预算支出的必要性和数

额大小,这种预算不以历史为基础作修修补补,在年初重新审查每

项活动对实现支出目标的意义和效果,重新安排各项支出活动的

优先次序,并据此决定资金资源的分配.

２２民生支出:指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

医疗卫生、文体传媒、农林水利、社保就业等方面的支出,以及与人

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支出.

２３ 六稳: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

２４三保:指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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