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 年罗庄区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2020年罗庄区共收到上级安排的转移支付 161186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 年上级安排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数为 146154 万

元。其中：  

（一）体制补助支出 1626 万元，主要用于保持财政体

制的连续性而给予县区定额补助，保障县区既得财力。 

（二）均衡性转移支付 6611 万元，主要用于均衡县区

间财力差异，增强财政困难县区基层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能力。  

（三）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1972 万元，主

要用于增强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能力，保

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中央、

省、市、各项民生政策基本财力需要。 

（四）结算补助收入 3061 万元，主要用于提高县区财

政保障能力，统筹用于保民生、促发展、防风险。 

（五）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支出 2415 万元，主要用于

支持县区承担下划企业事业单位的支出责任，维持原有的分

配格局。 

  



（六）固定数额补助 3901 万元，主要用于帮助财政困

难区和基层政府落实工资改革政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收入

水平；同时，对市县因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减收进行补

助，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保障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正常需要。 

（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2100 万元，主要用于促进革

命老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改革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条件。 

（八）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1364 万元，主要用于以基础

设施建设扶贫、就业扶贫、生态保护扶贫、金融扶贫以及支

持“单位包村、干部保户”和驻村扶贫定点帮扶等支出。 

（九）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058 万元，主

要用于公共安全保障支出，包括政法纪检监察、检察、法院、

司法办案经费，提高基层工作人员收入水平，建设公共安全

保障网络等支出。 

（十）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0852 万元，主要用

于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

问题、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小学办学条件改善、学前教育

发展、特殊教育补助资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

升、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免除普通

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补助等支出。 

（十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79 万元，主要用于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



费开放补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文化旅游发展资金等支出。 

（十二）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6015

万元，主要用于困难离休干部“两费”补助、居民养老保险、

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退役军人安置补助、部分企业军转干部

生活困难补助、军队转业干部人员经费、残疾人康复和就业

资金支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经费、困难残疾人生活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惠民殡葬补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补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养老和养

老服务业发展、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见习补助、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补助、促进妇女就业补助等支出。 

（十三）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5215 万元，

主要用于基本公共卫生健康补助、城乡医疗救助、计划生育

财政补助资金、免费婚前孕前体检项目补助、新生儿筛查服

务项目补助、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

助、中医药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和能力建

设补助资金等支出。 

（十四）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64 万元，主

要用于环境污染防治、节能和新能源发展等方面支出。 

（十五）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509 万元，主

要用于农业水利生产发展、动物防疫补助、农田建设、农业

保险补贴、重点防洪减灾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十六）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494 万元，

主要用于乡村振兴、交通灾毁补助、国三柴油货车淘汰补助、

农村客运出租车等行业国家补助成品油价格改革补贴等支

出。 

（十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820 万元，主

要用于乡村振兴、棚户区改造支出。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40 万元，主要用于地质环境保护治理、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等支出。 

（十九）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1558 万元，主要用

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村级组织办公、村干部报酬

以及村内公共设施管护等方面支出等方面支出。 

二、2020 年上级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数为 15032 万元。

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类 830 万元。主要用于县区一般公

共服务等方面的相关支出。 

（二）公共安全类 76 万元。主要用于司法援助、法律

援助、政法部门建设等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相关支

出。 

（四）科学技术类 416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全区开展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重点科技项目研发、科技基地建设以及

科学普及推广方面支出。 



（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 228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加强全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旅游事业和体

育事业发展等方面支出。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438万元。主要用于促进就业、

优抚安置、社会服务以及残疾人康复救助等方面支出。 

（七）卫生健康类 27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提高公共卫

生服务水平、促进医疗卫生重点事业发展以及保障食品药品

安全等方面支出。 

（八）节能环保类 6418 万元。主要用于环境污染防治、

节能和新能源发展等方面支出。 

（九）城乡社区类 403 万元。主要用于城镇化建设和环

境污染防治等方面支出。 

（十）农林水类 599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科技和现

代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综合开发、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防治、

植树造林和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利发展等反面支出。 

（十一）交通运输类 5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等方面支出。 

（十二）资源勘探信息等类 3552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工业提质增效、安全生产、中小企业创业补助及创新奖励等

方面支出。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类 657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服务

业发展以及完善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等方面支出。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类 491 万元。主要用于自

然资源、测绘、气象等公益服务事业等方面的支出。 

（十六）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 138 万元。主要用于防

灾减灾、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等支出。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类 16 万元。主要用于粮油物资

储备方面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