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省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的说明

2021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

费支出合计 4亿元，比预算数 5亿元节约 1亿元。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3亿元（含公务用车购置费 0.8亿元，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5亿元），与预算持平；公务接待费 0.7

亿元，减少 0.4 亿元；因公出国（境）经费 9万元，减少 0.6

亿元。省级“三公”经费减少，主要是省直部门带头“过紧日子”，

严控“三公”开支，加之受疫情影响，部分公务活动没有实施。



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的说明

2021年，中央共补助我省 4059.8亿元，居全国第 3位，

剔除上年特殊转移支付等一次性因素后，同口径增长 4%。一

是固定的税收返还基数 309.3 亿元。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

3459.6亿元，增长 5.3%，其中均衡性等财力性转移支付 1419

亿元，增长 10%。三是专项转移支付 290.9亿元，下降 5.8%，

主要是相关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后，中央将部分

专项转移支付改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下达。同时，在全国

总规模减少的情况下，争取新增债券 1678亿元，好于全国平

均。

在大力争取中央支持的同时，省级全力优化支出结构，盘

活存量资金，推动财力下沉基层，共补助市县 3572.5亿元，同

口径增长 3.9%。一是固定的税收返还基数 225.4亿元。二是一

般性转移支付 2844亿元，增长 5.5%。其中，均衡性等财力性

转移支付 1008.3亿元，增长 11.5%。三是专项转移支付 503.1

亿元，下降 2.5%，主要是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减少，下达市县

专项转移支付相应减少。同时，转贷新增债券 1580.8亿元，占

全省总额的 94.2%。



关于举借政府债务情况的说明

2021年，中央核定我省政府债务限额 13838.9亿元，其中

新增债务限额 1678 亿元（含新增债券 1669.7 亿元，外贷 8.3

亿元）。根据上述限额，全年发行新增债券 1637.7亿元（去年

12月底中央下达的 32亿元于今年发行）；再加上按中央批准

的计划发行、用于到期债券还本的再融资债券 1358.8亿元，共

计 2996.5亿元，平均利率 3.4%，平均期限 14.8年。截至 2021

年底，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3605.4亿元，控制在中央核定

限额以内。



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的说明

2021年，省财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积极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不断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我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全国考核中排名前列，

受到财政部通报表扬，相关做法获专题推介。

一是绩效管理制度持续完善。制定出台《湖南省省级预算

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湖南省省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

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建立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

估，以及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双监控”机制，着

力提升行政决策科学性，从源头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二是预算绩效评价扩面提质。组织对 28个省级专项资金

和支出项目以及 2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财政重点评价，涉及资

金超 260亿元。对标“三高四新”财源建设要求，将税收增长情

况纳入相关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除涉

密专项外，其余 45个省级专项资金全部向省人代会报告了绩

效目标设置及完成情况。

三是规范第三方绩效评价。充实预算绩效管理力量，择优

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科研院所等第三方机构实施外

部评价，遴选预算绩效管理专家进入专家库，探索中介机构人

员“重组混编”评价方式，每年对省级专项资金及会展项目、政



府采购项目等开展绩效评价。在财政部和亚洲开发银行主办的

“2021亚洲评价周”会议上，我省专门就此作经验介绍。

四是财审联动工作稳步推进。聚焦“三高四新”重大战略、

政府投资重大项目、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政府债务

等重大风险领域，持续加大财审联动力度。联合审计对 3市 12

县财政决算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促使相关市

县收回资金超 10亿元。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对评价结果

不优的资金扣减预算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