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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 2020 年 1—7 月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 

——在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上 

深圳市财政局  汤暑葵 

2020 年 8月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政府委托，我向本次常委会报告 2020 年 1—7月深圳市

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2020 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

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也是特区成

立以来财政经济形势最严峻复杂的一年。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

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稳增长工作，坚定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推进复工复产，整体经济运行回升态势明

显。全市财政部门着力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全面落实落细各

项减税降费政策和惠企政策，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使用，全

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力维护经济社会发

展稳定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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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1—7 月，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2415.4 亿元，下

降 4.2%。其中，税收收入 1931.6 亿元，下降 6.2%；非税收入

483.8 亿元，增长 4.9%；税收占比 80%。 

1—7 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 2225.4 亿元，下降

12.6%，完成年初预算的 51.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7 月，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实现 501.2 亿元，增长

2.3%，完成年初预算的 47%。 

1—7 月，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实现 499.4 亿元，增长

8.3%,完成年初预算的 55.2%。支出增长较快，主要是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拨付资金 295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7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实现83.6亿元，增长38.9%，

完成年初预算的 85.5%；支出实现 43.4 亿元，增长 137.2%，完

成年初预算的 70.4%。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7月，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826.1亿元，下降17.9％，

主要是上半年执行阶段性减免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1024.9亿元，增长122.1％，主要是预上解企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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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调剂金和省级统筹调拨金共581.2亿元，上解工伤保险省级

统筹资金共11.8亿元。 

1—7月，社会保险基金结余-198.8亿元；截至2020年7月底，

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7087亿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执行主要情况 

（一）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和惠企稳企政策，与企业共克

时艰、共渡难关。 

一方面，我市全面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确

保企业“应享尽享”。市财政部门出台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帮扶企

业渡过难关工作方案，建立财政、税务、社保、医保等部门联动

协作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宣传解读、检查评估和多方调研，畅

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1—6 月我市新增减税降费超 500 亿

元。一是实施减税政策为企业减负 160 亿元，包括上年出台的增

值税税率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和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等政策在

上半年合计翘尾减税 148 亿元；今年新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 12 亿元。二是实施降费政策

为企业减负超 340 亿元，落实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在中央政

策基础上增加了免征地方补充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最大限

度执行有利于企业的政策，包括 2020 年出台的阶段性减免社保

费约 230 亿元、减免医保费约 62 亿元，其他翘尾政策减免社保

费约 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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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主动出台深圳“惠企 16 条”等政策。针对深圳

产业特点和企业困难，先后出台 6 项普惠性补贴减免政策、4 项

助企金融纾困政策、3项稳岗政策、3 项扶持重点防疫企业政策，

充分让利于市场主体，助力企业纾困发展。1—6 月，为企业减

负超 230 亿元。一是减免税费超 90 亿元。其中：对全市企业免

征一季度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 15 亿元；为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

金48.9亿元；对市区两级政府和国企物业免除2个月租金约13.8

亿元；对物业服务企业实施财政补贴 5.2 亿元；减轻工商企业用

水用电成本，为企业发放污水处理费补贴 1.1 亿元，代缴基本电

费 5.7 亿元；减免文化事业建设费和港口建设费 3.5 亿元。二是

缓缴税费超 140 亿元。其中，为企业办理延缴社保费和医保费近

72 亿元，对困难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约 12 亿元，为 4000 多户

企业办理延期缴税约 60 亿元。 

随着各项惠企政策措施深入实施，深圳整体市场主体活力快

速恢复。全市 350 万户纳税人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整

体复产率达 100%，销售收入已恢复至上年同期水平。上半年全

市新增纳税登记户数 23.8 万户，其中新增企业 15 万户，同比增

长 8.6%。 

（二）财政收入走势逐步好转，非税收入成为财政收入降幅

收窄的主要动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中美经贸摩擦和减税降费等多方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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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市财政收入多月出现负增长，但随着复产复工持续推

进以及上年增值税降税政策翘尾效应逐步消失，财政收入降幅有

所收窄。上半年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降幅（-4.7%）较一季度

收窄 8.1 个百分点，好于全国地方级平均水平（-7.9%），在全

国 3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排名第 12 位，比

一季度提高 10 位。 

从增收来源看，1—7 月非税收入 483.8 亿元、增长 4.9%，

是财政收入累计降幅收窄的主要动力。面对财税收入严峻形势，

中央要求积极采取措施盘活存量资金资源资产来应对减收，市政

府多次专题研究盘活政府资产，在不增加市场主体负担的前提

下，全面梳理各类政府家底，通过市场化方式盘活与行政事业单

位履职无关、运行低效的政府资产，收缴财政资金利息收入等，

带动了非税收入增长。 

（三）地方税收在 6 月份实现年内增幅开始由负转正，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降幅收窄，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实现较快增

长。 

1—5 月我市地方税收单月增速分别为-5.4%、-26.1%、

-37.8%、-3.8%和-2.8%，随着减税降费翘尾效应消失以及整体经

济的逐步企稳回升，6 月开始扭转了下降趋势，6 月、7 月地方

税收分别增长 0.8%、9.6%。 

1—7月份增值税累计完成 649.6 亿元，下降 13.2%，降幅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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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33.1%）收窄 19.9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累计完成517.8

亿元，下降 17%，降幅较一季度（-32.2%）收窄 15.2 个百分点。 

1—7月份个人所得税累计完成 213.3 亿元，增长 15.2%，在

股权转让等财产性所得收入快速增长的带动下，今年个人所得税

累计增速一直保持在两位数。1—7 月份土地增值税累计完成

281.1 亿元，增长 9.8%，主要是我市持续加大土地增值税预缴跟

踪及清算力度。 

（四）认真贯彻落实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大力优化调整

支出结构，保障重大政策落地和民生事业发展。 

实打实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2020 年预算编制中，

市财政部门坚决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经费，基数项目一律按

10%幅度进行压减，三公经费压减 5%，新增项目核减率超过 50%，

减少新增项目经费安排 78 亿元。预算执行中，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再组织统筹预算资金 34.3 亿元，

重点用于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代缴工商企

业基本电费和污水处理费等领域，为保障疫情防控和疫后稳增长

工作腾出更多财力空间。 

民生类以及支持经济发展类等重点领域资金保障到位。积极

做好疫情防控资金保障，截至 7月底，市区财政部门已下达疫情

防控资金 70.7 亿元，实际支出 52.7 亿元，确保不因经费问题影

响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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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九大类民生支出 1498.6 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67.3%。其

中，农林水支出和卫生健康支出分别累计增长 29.9%和 12.6%。

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全市安排教育支出 826.5 亿元，增长 15.7%，

大力支持学前教育、公办高中建设。健全基本养老服务财政投入

机制，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五）用足用好政府债券，积极对冲经济下行和“三保”支

出压力。 

积极争取政府债券资源。我市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券工作，

加大项目储备和债券申报，有效发挥稳增长作用。今年财政部下

达我市政府债券相关资金 625.1 亿元。其中，专项债 460 亿元，

一般债 22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138 亿元，用于重点领域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与抗疫相关的支出；特殊转移支付 5.1 亿元，主要用

于弥补县级“三保”缺口。 

全力做好直达资金分配使用。截至 7 月底，财政部下达我市

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等中央直达资金 149.4 亿元、参照直达资

金 42.8 亿元。按照国务院“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等

要求，市财政部门坚持协调联动，确保科学分配、精准下达。综

合考虑各区财力规模、“三保”支出缺口、发债需求等因素，合

理分配直达资金，优先安排重点项目及重大战略支出，目前抗疫

特别国债等直达资金已全部分配下达各区。市财政部门强化指导

跟踪，当好“过路财神”，不当“甩手掌柜”。成立直达资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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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专班，制订直达资金监控工作方案，组织开展专项培训，明

确直达资金使用范围和管理要求，强化资金流向监控、统筹抓好

资金管理使用，加快直达资金使用进度，使新增财政资金“一竿

子插到底”、迅速落地见效。 

加快地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召开

会议部署和要求各区各部门主要领导亲自抓项目谋划。市政府成

立了稳投资专班，切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债券资金支出。市财

政和发改部门多次通过培训加大对项目单位指导力度，推进专项

债券项目的申报和储备。截至 7月底，我市已分 3 批次发行提前

下达新增债券303亿元，实际支出201.1亿元、支出进度为66.4%。 

三、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税收收入低于年初预期，需要实事求是调整全年财政

收入增长预期。年初报市人大审议通过的全年财政收入预期增长

目标为 4.5%，其中税收增长 5%，非税增长 2.3%。但这一预期目

标未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 

近期，市税务局向市政府报告，建议全年按 2990 亿元、下

降 2%来组织税收收入。这一税收预期比年初预算短收了 230 亿

元。据市税务局反映，除经济基本面外，影响下半年税收增长的

主要政策因素还有：一是金融、房地产行业税收受宏观政策调控

影响较大，我市两大行业税收合计占比近四成，近期中央继续加

大金融行业让利实体经济力度，严格控制银行业利润水平，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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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715”地产新政，预计将直接影响两大行业税收增长；

二是下半年仍有大额的汇算清缴退税和增值税留抵退税，部分重

点企业汇算清缴退税约 110 亿元，制造业为受益主体的增值税留

抵退税等政策减收约 80 亿元，合计影响地方级收入约 90 亿元。 

在此情况下，我们将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形势和财税收入走

势，实事求是研究提出调整财政收入预期的建议。 

（二）财政紧约束紧平衡形势下，亟需精打细算、量入为出，

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由于市区财政收入预计出现明

显短收，部分已纳入年初预算安排的事项将难以得到资金保障，

同时市本级预留应急的预备费已基本全部用于疫情防控工作，预

算收支平衡压力凸显。同时，各类经费追加事项仍然较多，需要

进一步做好部门预算动态调整和相关支出压减方案，优先保障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促进财政稳健运行。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面对疫情冲击和国内外

严峻复杂形势，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紧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统筹考

虑今明两年财政工作，着力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维护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 

（一）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惠企政策，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全面落实各项财税优惠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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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企业共渡难关，尤其是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扶持。加强财

税经济形势分析，发挥财税大数据优势，从行业、企业等不同维

度跟踪核心产业和重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根据行业企业特点研

究针对性举措，努力促进我市核心产业链和各类市场主体平稳健

康发展。 

（二）加大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密切关注财税收入走势。

继续加强财政收入组织工作，加大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继续推

动统筹盘活政府资产和闲置沉淀资金，加大对预算单位存量资金

的清理力度，努力弥补减收缺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

统筹考虑今明两年财政预算工作，密切关注我市经济发展形势和

产业税源变化情况，做好财税收入进度分析，深入研究提出财政

收入预算调整的建议。 

（三）管好用好中央直达资金，确保实现惠企利民政策目标。

进一步强化直达资金监管，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实行全链

条跟踪，加强对各区业务指导，督促各区认真落实中央直达资金

系列管理规定，严格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和管理规定使用直达资

金，加快制定直达资金分配使用方案，抓紧将直达资金细化到具

体项目，确保直达资金精准使用、安全高效。 

（四）深入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全力保障“六稳”

“六保”工作。把过紧日子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进一步压减

非必要非紧迫的项目开支。同时，在 2021 年预算编制工作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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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实施零基预算，持续压减一般性支出，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对各单位支出进度严重滞后、执行绩效低以及预计年内难以使用

的预算资金，及时统筹收回用于“六稳”“六保”和疫情防控、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等重点领域支出需求。 

（五）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债券

资金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对于财政部下

达的第四批债券额度，我们将加快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按程序报

批。对已发行的专项债债券，市本级项目实施单位与相关区要抓

紧推动项目进展，尽快形成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切实发挥债

券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切实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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