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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温州市 2019 年全市和市级

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全市和市级预算
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2020 年 4 月 23 日温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温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

提出的《关于温州市2019年全市和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20年全

市和市级预算草案的报告》、2020年全市和市级预算草案。财政

经济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查意见，对预算草案和报告作进一

步审查。会前，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统一部署，

对市级预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听取相关部门情况汇报、组织专

家对市级部门预算进行审查、召开预算听证会、广泛听取意见和

建议。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2019年，全市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进一步完善管理机

制，壮大地方财力，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出保障有力，

各项改革开创新局面，较好地完成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



- 2 -

目标任务，为温州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但也存在收入结构

有待进一步优化，支出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需高度重视，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市政府提出的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

体现了中央、省委、市委对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财政改革总体

要求，紧扣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和

新发展理念，预算安排统筹兼顾、保障重点、注重绩效，符合我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符合预算法的相关规定，预

算草案总体可行。建议本次会议批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2020年市

级预算，同意《关于温州市2019年全市和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20

年全市和市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三、2020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也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冲刺之年和谋划“十

四五”规划之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

神，紧扣“奋战1161，奋进2020”年度工作主题主线，努力克服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抓住“新基建”

“新政策”“新消费”重要窗口期，在化危为机中把握发展机遇。

将“财为政服务”落实到财政工作全过程，持续推进财源建设，

全力做好各项资金保障，牢固树立政府过“紧日子”观念，强化

财政监督管理。为此，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一）坚持强化征管与涵养税源并重，扎实推进财源建设。

健全财税收入协调机制，完善收入考核办法，强化收入定期分析

研判，提高非税收入征管水平。积极做好税源培育，继续做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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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蛋糕”，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税收增长快、具有区位优势的行

业及其产业链。加大对疫情期间蓬勃发展的数字产品服务、生命

健康、应急安全、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新旧动

能加速转换。深入推动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效，加强对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的企业帮扶工作。继续贯彻“亩均论英雄”政策，扶

持具有行业优势、高税收的先进制造业。引导企业扩大再生产，

加大研发和技改投入，强化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二）坚持保基本与保重点并重，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优质公共产品供给，实施精准扶贫，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针对疫情防

控需求，谋划并统筹安排好公共卫生项目，推动我市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不断健全。聚焦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委重大决策

部署，持续落实“两区”建设资金，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助推实

体经济转型升级，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打造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等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科学构建集中财力办大事政策体系，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强化资

金整合、多元筹资和财政规划，确保办成民生大事和高质量发展

大事。

（三）坚持改革创新与贯彻落实并重，实现重点领域新突破。

争取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全国试点早

出成效，创新财政支持金融服务保障机制，加快出台相关政策，

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小助微。建立全覆盖全流程的国有金融资本

基础管理体系，促进国有金融机构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应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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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储基金运作新模式，加快推进做地储备，掌握好土地出让节奏。

利用财政金融“组合拳”，通过政府性基金撬动市场主体活力，

加快推动长三角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基金落地运作。

（四）坚持规范管理与防范风险并重，强化统筹能力建设。

加强研究分析和预判，进一步精准编制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深化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完善支出标准体系，规范

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加快推进市级专项资金项目库建设。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健全绩效结果与预算

安排、政策调整的挂钩机制。深入实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专项行动，重视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强化市属国有企业债务

监管，加快推进融资平台转型。积极防范化解社保基金支付风险，

确保社会保障制度平稳运行。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与财政监督的合

力作用，加大违法违规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提高财政监管能力

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