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实施条例》要求，深入推进政府预决算信息公开，2024 年

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预算细化到具体项目，按项目编制分

地区预算，并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进行了简要说明。

二、2024 年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预算未全部明确到地

区，主要原因是部分做为分配依据的数据暂未发布，以及一些项

目需要据实据效清算。

二、2024 年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预算，项目明细中不

含涉密项目。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81566

达川区 161317

达州高新区 6283

达州东部经开区 4819

合计 253985



为贯彻落实中省关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有关要求，增强市县

财政保障能力，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促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3年省级财政将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整合为财力性转移支付。该项资金根

据《省级财政财力性转移支付办法》（川财预〔2023〕51号），

按照“统筹整合、分层保障、强化绩效”原则，从“保基本、促

均衡、防风险”三个层次，对刚性必保需求、均衡调控需求、偿

付补偿需求实行“分类测算、分层保障”，并做好省委、省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

2024年市对县（市、区）财力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253985

万元。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达川区 2141

达州高新区 193

达州东部经开区 129

合计 2463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38号），加快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中央

财政从 2007年起设立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按照财政部规定，

目前我省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范围为资源枯竭城市和独立工矿

区、采煤沉陷区。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解决

本地因资源开发产生的社保欠账、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和棚户区改造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独立工矿区、采煤沉陷区重

点用于棚户区搬迁改造、塌陷区治理、化解民生政策欠账等方面。

2024 年市对县（市、区）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2463万元。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837

达川区 2640

达州高新区 74

达州东部经开区 81

合计 4632



为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老区人民的关怀，

中央、省级财政从 2001年起设立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补

助范围包括省政府认定的革命老区县。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革

命遗址保护、革命纪念场馆建设改造、烈士陵园维修改造、老红

军及军烈属活动场所建设维护等专门事务，以及改善革命老区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民生事务，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和乡村道路、饮水安全等设施建设维护。

2024 年市对县（市、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4632

万元。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4454

达川区 10782

达州高新区 1445

达州东部经开区 1476

合计 18157



为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根据《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意见》，中央财政将原专项扶贫资金更名为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衔接资金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总体目标、任务和要求，主要用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

国有林场巩固提升、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农村脱贫残疾人

巩固提升任务。

2024年市对县（市、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

移支付预算数为 18157万元。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50

达川区 112

合计 162



200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

知》（国发〔2008〕37号）。为贯彻落实国发〔2008〕37号文件

要求，中央财政从 2009年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转移

支付由市县统筹安排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养护建设及原由“六费”

安排的其他支出。

2024年市对县（市、区）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162万元。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9194

达川区 12748

达州高新区 2436

达州东部经开区 2185

合计 26563



为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分别设立城

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

免费提供教科书和作业本，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支

持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校舍维修改造、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等，采取据实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数 26563万元。

绩效目标：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学杂费，并免费提供

教科书、作业本，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支持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建立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等。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094

达川区 2707

达州高新区 1790

达州东部经开区 85

合计 5676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中央财政和

省级财政分别设立学生资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资助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专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具体包括普通高中助学金、中职助学金、高职高专学生资助

等。采取据实法分配。

2024年学生资助专项资金年预算数 5676万元。

绩效目标：有效落实奖助学金等各项资助政策，较好发挥奖

助学金各项资助功能，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充分发

挥激励作用，鼓励学生潜心学业，更好地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益。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21

达川区 130

达州高新区 30

达州东部经开区 18

合计 299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

〔2015〕7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

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6〕6号）等文件要求，中央和省级

财政设立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对各地给予适当补助，支持

各地落实好残疾人就业、医疗康复、社会保障等扶持政策。

2024年市对县（市、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299万元。

绩效目标：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和扶残助残服务体系，

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健康发

展。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4040

达川区 7179

达州东部经开区 1699

合计 12918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24号）精神，为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

难问题，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城中村改造、

棚户区（城市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采取因素法

分配资金。

2024年市对县（市、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预算数为

12918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有效缓解城

镇低收入住房保障家庭住房困难。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6160

达川区 4990

达州高新区 749

达州东部经开区 726

合计 12625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8〕67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设立。用于支持推进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包含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

管理等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从原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

生育项目中划入的地方性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老年健康服

务、医养结合、卫生应急等。采取因素法和据实法分配资金。

2024 年市对县（市、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12625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促进城乡和地

区间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不断缩小，确保农村妇女“两癌”

筛查、妇幼卫生专项等项目顺利有效开展，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覆

盖面和受益面，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

。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887

达川区 924

达州高新区 155

达州东部经开区 174

合计 2140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8〕67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设立。主要用于支持政府办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村卫生室全面实施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采取因素法分配资金。

2024 年市对县（市、区）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2140万元。

绩效目标：资金用于弥补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后的政策性减收等，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卫生室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后能正常运转。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698

达川区 3825

达州高新区 1449

达州东部经开区 1094

合计 8066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决定》（中发〔2021〕30号）设立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

金，主要用于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和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三项保障政策，实施普惠托育三项行动。采取因素法分配资

金。

2024 年市对县（市、区）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8066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符合政策条件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扶

助、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对象的补助，确保计划生育相关政策有

效落实。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2767

达川区 2251

达州高新区 429

达州东部经开区 438

合计 5885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出台，明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

排就业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201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8〕39号），启动新一轮就业创业工作。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主要用于推动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等计划的实施，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灵

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创业；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等。资金

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市对县（市、区）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5885

万元。

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任务目标，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6979

达川区 9000

达州高新区 1577

达州东部经开区 1865

合计 19421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等文

件要求，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对各地给

予适当补助，统筹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流

浪乞讨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支出。采取因素法分配资金。

2024 年市对县（市、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19421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

本生活。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210

达川区 141

达州高新区 44

达州东部经开区 38

合计 393



为支持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村低

保边缘家庭等实施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采取据实法和因素

法分配资金。

2024 年市对县（市、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393万元。

绩效目标：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实施危房改造和

农房抗震改造，统筹兼顾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村困难群众基本

住房安全。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916

达川区 6744

达州高新区 100

达州东部经开区 88

合计 7848



为进一步提升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水利防灾减灾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设立水利发展资金，主

要用于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资源保护与修复

治理等。采取因素法分配资金。

2024年市对县（市、区）水利发展资金预算数为 7848万元。

绩效目标：开展山洪灾害防治，治理水土流失，对农村饮水

工程进行维修养护等。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327

达川区 211

达州高新区 14

达州东部经开区 12

合计 564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5〕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

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

办发〔2018〕67号）等文件设立，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

资金用于支持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

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等。采取因素法和据实法分配资金

2024年市对县（市、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预算数为 564万元。

绩效目标：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支持县域医疗卫生机构、县域医疗次中心等建设，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6511

达川区 9850

达州高新区 1587

达州东部经开区 1600

合计 19548



为做好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助工作，根据《军人抚恤优待

条例》《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等文件要求，设立优抚对象抚

恤补助资金，用于发放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采

取据实法分配资金。

2024 年市对县（市、区）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19548万元。

绩效目标：及时足额向优抚对象发放抚恤和生活补助，保障

其生活随当地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切实提升优抚对象的荣誉感、

自豪感和获得感。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441

达川区 506

达州高新区 93

达州东部经开区 84

合计 1124



为做好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助工作，根据《四川省优抚对

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四川省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实施办法》

等文件要求，设立用于资助一级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参保并对优

抚对象医疗费用给予补助。采取据实法和因素法分配资金。

2024年市对县（市、区）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1124

万元。

绩效目标：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住院和门诊费用进行补助，

切实提高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水平，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487

达川区 562

达州高新区 73

达州东部经开区 85

合计 1207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决策部

署，2023年整合原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

保护利用工程资金、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等三项资金，设立农业高

质量发展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天府粮仓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绿色农业生态保护等。采取据实法、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 年市对县（市、区）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预算数

1207万元。

绩效目标：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农机作业通行条件，新建

（改造）农机提灌站，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能力不断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保障，持续支持种

业振兴等。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5483

达川区 7122

达州高新区 1096

达州东部经开区 1669

合计 1537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设立耕地建设与利

用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耕地地力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轮

作休耕、耕地质量提升等。该项资金按照《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

管理办法》和《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管理，

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

数 15370万元，

绩效目标：及时兑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确保耕地地力不降

低、有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水资源利用率、耕地

质量逐步提升。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795

达川区 918

达州高新区 98

达州东部经开区 202

合计 2013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设立粮油生产保障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扩种油菜、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该项

资金按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和《农业相关转移

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管理，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数

2013万元。

绩效目标：实施小麦一喷三防，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建设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县，巩固扩种油菜任务，集成推

广绿色高质高效模式。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616

达川区 1019

达州高新区 5

达州东部经开区 6

合计 1646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设立农业经营主体

能力提升资金，主要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社会化服

务、高素质农民培育、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等。该项资

金按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和《农业相关转移支

付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管理，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

金预算数 1646万元。

绩效目标：培训基层农技人员、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绿色

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91%以上等。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38

达川区 342

达州高新区 39

达州东部经开区 55

合计 574



为支持应对干旱、洪涝、高温、低温冻害、雪灾等农业自然

灾害以及重大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和植物疫情，中央财政和

省级财政设立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防汛

抗旱，做好灾后恢复农业生产及修复水毁水利设施等。该项资金

按照《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和《农业防灾减

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管理，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市对县（市、区）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

数 574万元。

绩效目标：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及病

虫害防治，全面提升抵御自然灾害和生物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降低灾害风险。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93

达川区 344

达州高新区 193

达州东部经开区 15

合计 745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国发（2006）17号），中央财政设立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社会

发展。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市对县（市、区）中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预算数 745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社会

发展，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移民收入。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4422

达川区 6107

达州高新区 196

合计 10725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545

达川区 7

合计 552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742

达川区 2191

达州高新区 241

合计 4174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708

达川区 1575

合计 2283



“ ”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4501

达川区 8575

达州高新区 850

合计 13926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2763

达川区 -2827

达州高新区 -84

合计 -5674



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税收返还、消费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

数返还、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15〕10号）、《国务院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定额返还的

通知》（国发〔2016〕71号）设立；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

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6号）设立；

所得税基数返还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

的通知》（川府发〔2002〕11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

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

〔2008〕37号）设立；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根据《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省与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分税制财

政体制的通知》（川府发〔2014〕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下

划省级税务直属分局征管税收的通知》（川府函〔2016〕221号）

等设立。

2024年市对县（市、区）税收返还预算数为 25986万元。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1380

达川区 -19231

达州高新区 18712

达州东部经开区 27852

合计 387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对于年

度预算执行中上下级财政之间按照规定需要清算的事项，应当在

决算时办理结算”的规定，为了应对年度执行中一些特殊事项对地

方财政预算平衡的影响，如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重大减收

增支政策、地方承担具有中央、省、市事权性质的支出、落实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市财政每年通过结算方式对地方适当安排补

助。

2024年市对县（市、区）结算补助预算数为 38713万元。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达川区 1000

合计 1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环境整治

资金，主要用于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历史遗留的农村工矿区污染治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等。采

取项目法分配资金。

2024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预算数

为 1000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下达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支持农村地区开

展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789

达川区 1269

达州高新区 120

达州东部经开区 144

合计 2322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文件要求，设立农村综合改

革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和农

村综合改革发展相关示范试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采取

因素法分配。

2024 年市对县（市、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2322万元。

绩效目标：实施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开展农村

综合改革发展示范试点，支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279

达川区 301

达州高新区 12

达州东部经开区 13

合计 605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央财政设立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扩大国家

免疫规划，艾滋病、结核病、精神心理疾病综合管理、重大疾病

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重大慢性病防控管理模式和适宜技术探索

等。主要采取因素法进行分配。

2024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

预算数 605万元。

绩效目标：减少艾滋病新发感染、降低艾滋病病死率，进一

步减少结核病感染、患病和死亡，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流行病

学调查，逐步降低重点传染病危害，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