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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2025 年一般公共预算编制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安徽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实施意见》（皖发〔2019〕1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

徽省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革方案〉的通知》(皖政[2022]60号)有

关规定，结合我县预算管理实际，编制2025 年综合财政预算（草

案）。现就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中

央、省、市和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坚持量入为出原则，

积极运用零基预算理念，合理确定收支预算规模；统筹财政资源，

优化支出结构，做好重点支出分类保障；坚持党政机关习惯过紧

日子，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严控一般支出；加强项目全生命周

期管理，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全

面应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以信息化推进预算管理现代化，推

动建立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部门预算管理体系，为

深入实施“新千万工程”，奋力打造“三色舒城”提供坚强支撑。

基本原则：1.坚持依法依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编制预算，

硬化预算约束，严格预算执行。2.坚持零基预算。打破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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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金分配的基数依赖，所有支出均以零为基点，以县委、县政

府决策部署和事业发展目标为导向，以政府当年可用财力为基础，

根据资金实际需求、项目轻重缓急、绩效评价情况等统筹核定。3.

坚持勤俭节约。习惯过紧日子，严控一般性支出，持续压减非刚

性、非急需支出，确保有限财力用在“刀刃”上。4.坚持统筹兼

顾。编制综合预算，统筹政府预算资金安排，量力而行，提高财

政支出的公共性和普惠性，坚持“三保”优先保障，确保对重点

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5.坚持绩效管理。紧紧围绕提高财政资

源配置效率，将绩效理念和管理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

监督全过程，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提高人民满意度。

二、公共财政收支预算

（一）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2025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为196000万元，比2024 年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绩190258万元增长3%。

收入分部门情况：税务 140600 万元, 比 2024 年收入实绩

135481万元增长3.8%；财政55400万元,与2024年收入实绩54777

万元增长1.1%。

收入分结构情况：一是税收收入 130000 万元，占总收入的

比重66.3%，其中：工商税收107000 万元，占总收入的比重54.6%;

耕地占用税及契税23000 万元，占总收入的比重11.7%。二是非

税收入66000万元,占总收入的比重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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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总体情况：2025 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总计585096 万

元。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78727万元，乡镇安排36000万元；

县直安排 542727 万元,其中：预算内基本支出 195156 万元，应

缴预算收入安排支出5267万元，拨补办案补助安排支出2384万

元，安排保障民生、社保、医疗卫生、教育、农林水、节能环保、

政法等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的专项支出 298343 万元（县本级

124606万元、省级173737万元），预备费5800万元，预留支出

10458 万元（普调增资），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11948 万元；PPP

项目付费13371 万元。二是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3244 万元。三是

上解支出3125万元。

2.部门预算支出安排的相关标准和原则：按照《舒城县财政

局关于预算单位 2025 年基本支出定额标准的通知》（舒财秘

〔2024〕108号）和《舒城县财政局关于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做好

2025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通知》（ 舒财秘〔2024〕99号）文

件规定，编制部门收支预算。

（三）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2025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6000 万元，加省体制补助、均

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返还性收入等，按

目前体制测算省补助的可统筹财力186748 万元,加省提前下达转

移支付项目资金 173737 万元，加调入资金 12027 万元，上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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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项结转16584 万元，合计公共预算可用财力预计 585096 万

元， 2025年安排支出总计585096万元，收支平衡。

（四）公共预算支出变动情况

根据目前可计算财力，2025 年全县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总计

585096万元，与上年预算同比增加69万元，分别是：1.县直预

算内基本支出增加8437万元；2.应缴预算支出减少2760万元；

3.拨补办案支出增加 536 万元；4.乡镇支出增加 6000 万元；5.

县直部门和单位专项减少9811万元，主要是县本级专项压减9811

万元、省级专项增加28538万元、上级专项结转减少12419万元；

6.预留支出减少11295 万元；7.一般债务付息支出增加660万元；

8.PPP项目付费支出减少11109万元；9.债务还本支出增加2257

万元；10.上解支出增加103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