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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彝族自治州财政局

楚雄州财政局2022年上半年直达资金常态化机
制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省财政厅国库处：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我州 2022年上半年落实直达资金常态化

机制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直达资金下达使用情况

今年以来，我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加强直达资金常态化管理，确保下达的资金直达县

市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一）直达资金执行情况：截至 6 月 27日，中央及省下达我

州 29项直达资金，共计 79.95亿元，其中，就业补助资金、城乡

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 22项，共计 43.68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和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3 项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共计 13.87 亿元；支持基层落

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 3 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21.45 亿元；专项

转移支付 1项（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0.75亿元。截止 6月 27

日，79.95亿元直达资金指标已分配 75.68亿元，分配进度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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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支出 35.57亿元，支出进度 44.6%。

（二）采取的主要做法

1.高位推动，加快直达资金预算执行。明确一名分管领导牵

头落实直达资金调度和直达资金预算执行工作，及时向州委、州

政府报告直达资金分配下达情况，定期或不定期报送直达资金支

出情况，汇报直达资金支出、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的难点、堵点，

明确各方责任，督促直达资金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发挥惠

企利民效果。

2.完善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出台《楚雄州财政局关于印发“三

保”及财政运行监测工作规程的通知》（楚财办〔2021〕12 号）

文件，明确各相关业务科室工作职责，确保直达资金管理的各个

环节工作落到实处。国库依托监控系统建立直达资金台账，推动

和完善直达资金机制，规范业务管理，强化直达资金日常监控管

理工作；各直达资金预算管理科室及时做好直达资金分解下达、

支付数据挂接、预警信息处理及对账等有关工作。

3.建立保障机制，加强使用管理。加强直达资金库款管理，

收到省厅直达资金库款后，当天测算，并于次日内调度到县，如

遇特殊情况，力争最迟不得超过三日调度到县；截止目前，我州

累计收到省财政厅调度普通直达资金 9个批次，累计 30.99亿元，

调度进度 55%；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转移支付专项直达资金 3

个批次，累计 4.73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专项直达资金 13个批

次，累计 18.48亿元。州级对县市累计调度普通直达资金 9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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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累计 30.37亿元；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转移支付专项直达资

金 3个批次，累计 4.71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专项直达资金 9

个批次，累计 3.04亿元。

4.强化日常监控，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一是各县市、各

业务科室对直达资金预算下达、支付等情况建立台账，加强资金

在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及直达资金监控平台的日常跟踪管理，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避免出现两个系统数据偏离度大的问题；

二是对预警信息及时发现、及时核实、及时处理。实现财政直达

资金运行全程可记录、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溯，直达资金监控

到项目、到人、到企业，有效加强直达资金管理使用。

5.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沟通对接。建立州县两级财政部门的

直达资金联络员机制，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和一名具体负责业务的

工作人员为联络员，加强政策宣传、任务落实、资金调度等工作，

强化财政部门内部职能机构协调、上下级财政协作、财政与部门

协同，明确责任，抓好落实，确保直达机制顺畅运行，工作取得

实效。

（三）直达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1.支出进度慢。一方面受国家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和经济下

行压力双重影响，全州保“三保”支出及偿债压力巨大。近年以来，

全州财政工作面临较大的压力，收入质量不高，向上争取是弱项，

“财政收入增长难、财政支出增加难、支出保障平衡难、债务风险

防控难”四难问题十分严峻，保“三保”、偿债、促发展等各类支出

缺口极大，资金调度保障困难。另一方面，一些工程类项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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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程勘察、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编制、审查等前期工作，然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要求，进行公开招标，

招标完成后，根据形成的实物工作量按照工程进度拨款，这些流

程都需要时间，项目推进过程进度慢，导致资金支出进度缓慢。

2.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及直达资金监控平台两个系统的数据

有差异，部分县市两个系统数据偏离度大，造成财政部考核时无

效区划的情况时有发生。主要原因一是直达资金系统中的指标分

配、支出数据需要由一体化系统推送，但受推送刷新时间、系统

时常卡顿等因素影响，预算指标分配、支付数据挂接较为被动，

有时不能及时反应，造成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已经支付，而直达

资金监控平台找不到对应的支付数据挂接；二是今年以来纳入直

达的资金在年度执行过程中时有调整，调整的指标因为补打、漏

打直达标识等原因，导致两个系统报表取数时数据偏离。

3.全州不同程度存在支付数据不规范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项

目信息是各部门在预算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库中录入，而各预算单

位财务人员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录入的项目要素不标准，生成支

付数据后，只要其中一类信息错误，关联后就会产生大量业务督

促类预警信息，且资金已经到了最终收款方，整改难度大。建议

在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项目库建设时设定规则，比照直达资金监

控系统数据质量要求，项目名称、用途等要素不规范的不能录入

项目库，从数据源头控制数据质量。

4.全州均不同程度存在预警信息频发，处理不及时，核实情

况描述不清晰等问题。主要是因为资金由各预算单位使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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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各预算单位管理，而支付信息又由财政来录入，导致预算单

位支用资金时，财政不能及时关联支付数据，有部分项目需要导

入惠企利民的明细发放数据，涉及人口较多，财政部门反复的催

促，预算单位都报送不来数据，导致监控预警信息频发。

（四）下半年支出研判。目前，我州直达资金支出进度为

44.6%，综合我州三保、项目开工建设、民生资金支付、增值税留

抵退税等情况分析预计，我州下半年直达资金支出情况：一是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随着各级各部门督查力度的加大，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学生资助补助、临时救助等各类民生资金支出进度将进一步加快，

预计下半年平均进度可达到 90%以上；二是支出基层落实减税降

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预计下半年平均进度可达到

100%；三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县级基本财力奖补资金预计下

半年平均进度可达到 100%，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随着我州项目的相继开工，完成实物工作量后，直达资金支出进度

将进一步加快，下半年进度预计可达到 90%以上。

二、政策效果情况

从目前执行的情况看，直达资金在我州保就业、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保基层运转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一）支持保工资保运转方面。

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多种因素影响，楚雄州

财政收入明显低于预期，而相应民生支出不断提标扩面，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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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压力不断加大。上级下达我州的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

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及中央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等一般性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

了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弥补了一部分我州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政策

的资金缺口，为兜牢兜实“三保”底线，确保基层正常运转提供了

保障。

（二）支持疫情防控方面。1－6 月份通过直达资金累计安排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 18,861.47万元，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

提升资金 7,868.43万元，极大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及基本公共

卫生应急处置能力。

（三）支持稳经济方面。一是支持帮扶群众保居民就业，1－6

月份累计安排就业补助资金 20,528 万元。二是积极支持帮扶企业

保市场主体，1－6 月份累计安排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7,450.3 万

元，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三是集中财力保重点。从直

达资金中安排重点项目建设资金 155,081.86万元，通过有效投资带

动全州经济平稳运行，其中：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15,958.5万元，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 33,509.64 万元，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15,049.42 万元，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8,036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补助资金 7,938 万元，农村危房改造

补助资金 4,836.8万元，中央财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69,753.5万元。

（四）支持减税降费方面。统筹安排留抵退税专项资金

214,452.00 万元，确保了 1－6 月份增值税留抵退税工作的正常开

展。从上半年退税政策来看，小微企业、大中企业、其他企业等增



— 7 —

值税留底退税政策，将大部分企业从“死亡”边缘上挽救回来，实行

退税减费政策，企业将有限资金投入生产，企业营收稳步增长、缓

解了企业的稳岗压力、偿债压力，增加了市场活力。

（五）惠企利民方面。进一步优化支出保民生，安排各类民生

资金 303,023.19万元，其中：学生资助资金 7,453.32万元，优抚对

象补助经费 14,184.52 万元，基本药物制度补助 4,358.13万元，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 38,383.5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补助经费 15,778.42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109,026.00 万元，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42,899.42 万元，医疗救

助补助资金15,327.89万元，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经费49,569.17万元，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经费 436.45万元，计划生育补助资金 5,606.37

万元。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直达资金管理。一是完善通报制度，定期

对直达资金特别是基建类项目支出通报相关单位、相关县市，督

促州、县两级项目实施单位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加快项目资金支

出进度；二是建立约谈机制，明确资金管理使用责任主体，强化

约谈和问责制度，对资金支出进度缓慢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进行

问责；三是强化资金管理，结合审计发现问题，在 2022年直达资

金监管中，将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强化资金管理，避免资金

回补不了、实拨、信息录入不完整等情况的发生。

（二）进一步加强纵向沟通和横向联动。加强与项目管理部

门的协调配合，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尽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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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项目投资效益。及时督促各项目管理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加大督查通报力度，督促州、县两级项目实施单位切实加强管理，

有效落实项目资金管理的主体责任，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加快已

完工项目验收，加快资金拨付和支出进度。

（三）进一步抓好责任落实，避免出现两个系统数据偏离度

大的问题。一是资金管理科室、各县市财政局加强对直达资金分

配下达、支出等情况的全面排查，加强日常跟踪管理，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确保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数据与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

数据均真实、准确、完整，避免出现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数据与预

算管理一体化平台数据偏离度大的问题；二是全州各级财政加强

关注财政部预算管理一体化直达资金考核测算表，直达资金偏离

度考核不达标的县市立即分析查找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予以

纠正，避免财政部考核时扣分。

四、对完善直达制度机制的意见建议

建议在预算标准化平台来进行资金监控，直接生产系统源头

控制指标分配、支付、预警等，在预算标准化平台增加监控系统

台账统计报表、增加支付数据预警的规则等，这样避免了多个系

统间数据的差异偏离，减少基层财政人员的工作量，同时也能达

到直达资金监控和直达基层的目的。

楚雄州财政局

2022年 6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