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1年 

市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21年 10月 25日在厦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上 

  厦门市财政局局长黄珠龙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常委会报告厦门市 2021 年预

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一、2021年 1-9月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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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七一”重要讲话和在福建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按照党中央以及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紧

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牢固

树立抓经济促全局理念，深入推进“七以七为”工作，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预算收支运行好于预期。 

（一）一般公共预算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354.4亿元，增长 23.1%，为预算

的 95%，其中：地方级收入 800.4亿元，增长 27.3%，为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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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09.8 亿元，其中当年预算支出

684.3亿元，完成预算的 68.1%。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59.9亿元，增长 27.1%，为预算

的 97.5%。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0.1亿元，其中当年预算

支出 369.3亿元，完成预算的 73.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02.6亿元，为预算的 87.8%，其

中：土地类基金收入 696.9亿元，为预算的 88%。再加上已出让

未入库地块的土地类基金收入 78.2 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已实现 780.8亿元，为预算的 97.6%。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630.2亿元，其中当年预算支出 623.5亿元，完成预算的 57.6%。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55亿元，为预算的 75.8%，其

中：土地类基金收入 449.3亿元，为预算的 75.9%。再加上已出

让未入库地块的土地类基金收入 81.3 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已实现 530.6亿元，为预算的 88.4%。市本级政府性基

金支出 322.9亿元，其中当年预算支出 317.4亿元，完成预算的

49.5%。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6 亿元，为预算的 79.7%。全

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0.6亿元，完成预算的 45.4%。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4.6亿元，为预算的 81.2%。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0亿元，完成预算的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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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36.5亿元，为预算的 68%。低于序

时进度的主要原因：全年社保基金利息收入预计 13 亿元，于年

底才计入。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19.4亿元，完成预算的 66%。低于

序时进度的主要原因：受疫情因素影响，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

民医保支出略低于预期。 

二、2021年预算调整方案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市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全年财

政收入增速预计比 1-9月执行数明显回落，但仍将高于年初目标。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招商、重大建设等支出需求

明显增加，预计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将与年

初预计变化较大。综合各项因素，根据《预算法》《厦门市预算

审查批准监督条例》规定，现向本次常委会提出全市及市本级财政

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调整为 1530亿元，比预算调增 105

亿元，增长 13.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调整为 901.5

亿元，比预算调增 78.7亿元，增长 15%。 

调增收入的主要考虑：1-9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和地

方级收入分别增长 23.1%和 27.3%。但由于 9月发生的新冠肺炎疫

情以及部分一次性减收因素影响，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增速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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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落，按照科学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安排全年一般公共预算

总收入增长 13.2%、地方级收入增长 15%。 

2.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调整为 626.3亿元，比预算

调增 52.2亿元，增长 14.5%。 

3.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1078.6亿元，比预算调增 73.8

亿元，主要是： 

（1）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调增 78.7亿元。其中：市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调增 52.2 亿元；区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

级收入调增 26.5亿元。 

（2）上解上级支出调增 4.9 亿元。主要是全年土地类基金收

入、增值税等收入调增，按照中央、省有关规定，需上解的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和地方教育附加增加。 

4.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569.5 亿元，比预算调增

64.6亿元。支出变动超过 10%的主要类级科目情况如下： 

（1）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5.9 亿元，比预算调增 23.3

亿元，调增 54.7%。主要用于新落地重大产业项目扶持，以及兑现

工业增产增效等企业纾困政策。 

（2）城乡社区支出 40.9 亿元，比预算调增 14.8 亿元，调增

56.6%。主要用于重大产业项目厂房建设等。 

（3）卫生健康支出55.4亿元，比预算调增13亿元，调增30.7%。

主要用于核酸检测、密接人员隔离、异地封控场所建设及一线人员

工作补助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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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技术支出 38.8 亿元，比预算调增 6.5 亿元，调增

20.1%。主要用于兑现企业研发补助政策和支持生物制品省级重点

实验室建设。 

（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2.5亿元，比预算调增 5.5亿元，调

增 32.3%。主要用于新冠肺炎疫情封控区内生活物资保障，以及兑

现商贸企业纾困政策。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4亿元，比预算调增 1.4亿元，

调增 11.1%。主要用于兑现文旅企业纾困政策和定点隔离酒店托底

补助。 

（7）金融支出 1.7 亿元，比预算调减 1 亿元，调减 36.5%。

主要是部分金融扶持政策调整为区级拨付，原安排的市本级支出调

整为市对区转移支付。 

（8）农林水支出 9.7亿元，比预算调减 2.4亿元，调减 19.8%。

主要是根据中央、省下达的对口支援任务，所需经费减少。 

在各类级支出科目中，共计调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费 15亿

元。此外，还预留预备费 6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 1125.1 亿元，比预算调增

325.1亿元，其中：土地类基金收入 1118亿元，比预算调增 325.8

亿元。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调整为 1406.6亿元，比预算调增 32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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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增收入的主要考虑：如加上已出让将在第四季度入库的土

地类基金收入，1-9月全市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已基本完

成年初预算。年底前，我市还将进行第三批集中供地，预计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将出现超收。 

2.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 761.1亿元，比预算调增

161.1 亿元，其中：土地类基金收入 754 亿元，比预算调增 161.8

亿元。扣除按市区财政体制下达的对区转移支付 25.4 亿元，加上

收回海沧区专项债券额度 5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

为 782.9亿元，比预算调增 140.7亿元。收回海沧区专项债券额度

原因和主要科目调整情况如下： 

（1）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批准，分配海沧

区专项债额度 5亿元。因海沧区上报的园区项目无法使用，拟收回

由市级使用。 

（2）城乡社区支出调增 143.5 亿元。主要用于重大项目用地

用海保障、结算既定项目进度款，基本可以在年底前支出，包括： 

①重大产业项目用地、用海保障 73亿元。用于新落地重大产

业项目土地征拆，以及缴纳翔安新机场海域使用金。 

②重大片区项目公建配套设施和安置房建设 37亿元。 

③市级地块土地收储 18亿元。 

④福厦客运专线、海沧疏港通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14亿元。 

（3）债务付息支出调减 2.5 亿元。主要是按照财政部要求，

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迟发行相应减少付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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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务发行费用支出调减 550万元。主要是随着债务付息

支出减少，相关兑付手续费一并减少。 

三、做好下阶段财政工作 

当前，我市财政经济面临的形势仍然较为复杂：一是新冠肺

炎疫情对我市经济造成冲击，原材料价格上涨、社保费率提高等

抬升企业成本，错峰用电将对生产活动造成一定影响，后续财政

收入增幅预计明显回落。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重大招商项目落地、助企纾困等重点领域资金需求大，财

政收支平衡矛盾更加突出。三是财政资金资源配置效率不够高，

市场化机制和手段运用偏少，重大片区平衡、社保基金可持续运行

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需要加强。下一步，市政府将深入贯彻省委

十届十二次全会、市委十二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和市人大决议，锚

定目标、坚持对标，盯住关键、盯在日常，一以贯之抓落实、抓

推进，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 

快严实细地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助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一是全力保障疫情防控需要。加大隔离点管理、外防输入、核酸

检测、生活物资保供等重点领域投入力度，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

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兜底，巩固疫情防控歼灭战成果。二是加大助

企纾困力度。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新一轮纾困减负

政策，降低企业用工、用能、房租、融资等经营成本，鼓励企业增

产增效，全力对冲疫情影响和成本上涨，支持重点企业和困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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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尽快恢复。三是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稳增长作用。强化重大产业

项目用地征拆资金保障，加速推进翔安机场、福厦客运专线、污

水处理设施等“两新一重”项目建设，落实好教育、养老、住房

保障等政策，充分释放内需潜力。 

（二）加力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增强财政政策的前瞻性、连续性，

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一是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加大企业

研发补助、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扶持投入，加快制定

厦门科学城、数字化转型等扶持政策，围绕金砖创新基地建设落

地一批新工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增强城市发展后劲。二

是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支出政策全生命周期管理，健全

事前评估、跟踪调整、事后评价机制，增强支出政策与发展战略的

匹配度；加快构建覆盖市区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

效管理体系，切实做到花钱问效、无效问责。三是硬化预算执行

约束，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禁违反规定乱开口子、乱铺摊

子，加强沉淀趴窝资金清理，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 

（三）严格防范化解各类财政风险 

树牢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扎实细致防范重点领域风险。一

是规范收入征收管理。严禁收取过头税费、虚收空转，科学规范

产业扶持政策，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和税收环境。二是促进

建设投入更可持续。优化基本建设预算管理，加强政府投资与基

建预算的衔接，按轻重缓急对建设项目进行排序保障。强化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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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平衡管理，集中力量推进集中连片开发，严格落实资金来源、

筹资渠道和平衡途径，合理规划开发时序。三是完善财政资金监

管体系。强化中央直达资金跨部门沟通协调和联合监督，健全审

计和人大预决算审查常态化整改机制，逐步推动整改情况公开。 

（四）加快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水平 

以改革创新的魄力和锥子的品格攻坚克难，加快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一是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扩大政府保障清单覆盖面，推进

政府保障范围和方式动态调整，配套完善支出标准体系，加强财政

资金统筹，提升落实重大任务保障能力。二是加快财政投融资体制

改革。推进完善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平衡机制，提高轨道集团市场化

运行能力；对新策划的有收益、有带动力的重大建设项目，更多运

用 PPP 等方式，降低建设成本、提升运营效率。三是推进智慧财

政系统建设。充分运用新技术，实现预算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和

资金全流程跟踪，提升财政治理能力的技术支撑；拓展数据分析

与智能应用功能，为规范管理和科学决策夯实基础。 

各位委员，市政府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决议，全方位推进高

质量发展超越，为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提

供更加坚实的保障，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

篇章贡献厦门力量！ 

以上报告，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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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厦门市 2021年一般公共收入预算调整表 

1-2.厦门市 2021年一般公共支出预算调整表（编列到 

支出功能分类类级科目） 

          1-3.厦门市本级 2021年一般公共支出预算调整表（编

列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 

          1-4.厦门市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调整表 

          1-5.厦门市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整表（编列

到支出功能分类类级科目） 

          1-6.厦门市本级 2021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整表

（编列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