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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困难系数代表“财政困难”吗？ 
——宏观 ABC（十） 
核心观点 

财综〔2019〕14 号文首次披露各省财政困难系数。财政困难系数根据地方
“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占标准财政收入比重及财政收支缺口率
计算确定，反映“三保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占用及一般公共预算内的财政
收支不平衡问题，凸显中西部地方财政收入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财政
困难系数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下调节均衡性转移支付的重要方式,权重、
三保支出占比、财政收支缺口是影响财政困难系数的三要素。我们认为，
财政困难系数不能作为衡量地方债务风险的依据，财政困难系数高不代表
地方政府、城投公司等存在债务偿付风险和财政经营困难等问题。 

 

理解均衡性转移支付，是读懂财政困难系数的重要前提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
2015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国发〔2014〕71 号文为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奠定基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可以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为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设立均
衡性转移支付，包含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国发〔2014〕71号文要求科学
设置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财政困难系数正是满足该政策要求的财政指标，
通过财政困难系数可以确定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进而影响均衡性转移支
付金额。均衡性转移支付是改善中西部地区财政不平衡的重要方式。 
 

影响财政困难系数的三要素：权重、三保支出占比、财政收支缺口 

财政部发布的财预〔2017〕51 号文明确提出，财政困难系数用于计算均衡
性转移支付系数，进而以此计算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财政困难系数成为
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中调节均衡性转移支付的重要方式。财政困难
程度系数可根据地方“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占标准财政收入比
重及缺口率计算确定，计算公式为；财政困难程度系数=标准化处理后（“保
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地方标准财政收入）×权重+标准化处理后
（标准收支缺口÷标准支出）×权重。标准财政收支是考虑各省差异后对
财政收支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结果；2017 年后财政部未披露过公式的权重。 

 

如何理解财政困难系数？ 

财政困难系数反映一般公共预算内的财政收支不平衡，显示地方政府对中
央转移支付的依赖性。各省财政困难系数与财政支出差额占财政收入比重、
中央转移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显著正相关，可以较好地反映财政预算内支
出压力及对转移支付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三保支出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
是财政困难系数的重要考量因素，政策积极布局保障三保支出的背景下，
财政困难系数实际反映了各省财政收入无法满足“非三保支出”的困难程
度。中西部财政困难系数较高，转移支付是平衡区域支出差异的重要方式。
我们认为财政困难指数不意味着地方财政困难，不应以字面含义进行误读。 

 

财政困难系数高不意味着地方债务风险高 

我们认为，从债务风险角度看，财政困难系数高不意味着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城投公司及地方财政的债务风险高或者出现偿付“困难”，原因在于财
政困难系数并非衡量债务风险的合适指标。其一，财政困难系数仅衡量地
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有些预算内财政困难的省市可以通过政府性基
金收入来补充资金支出缺口。其二，财政困难系数只是计算均衡性转移支
付的一个参数，影响转移支付的因素还有增幅控制机制等，同时转移支付
多不意味着债务风险高。其三，反映债务风险的指标有很多，比如政府部
门杠杆率、负债率和债务率，财政困难系数不是反映债务风险的合适指标。 

 

风险提示：财政政策超预期积极，供给侧改革不及预期，中美贸易摩擦超

预期，全球经济回落不及预期。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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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系数首次披露，快速成为市场热点 
 

财政部首次披露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系数，快速成为市场热点。4 月 23 日，财政部发布财

综〔2019〕14 号文《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后文称 2019 年财综 14 号文），就分配下达 2019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

资金预算进行安排。2019 年财综 14 号文明确说明：“根据财政部测算的均衡性转移支付

财政困难程度系数，租赁补贴和棚户区改造 2019 年任务计划情况，以及国务院对 2018

年棚户区改造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湖南省长沙市、江西省

上饶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江苏省徐州市、山东省潍坊市、浙江省温州市、

安徽省阜阳市、四川省南充市、河南省三门峡市、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陕西

省延安市）予以表扬激励的要求，并下达 2019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2019 年财综 14 号文本意是说明资金安排，但超预期首次披露财政困难系数。在附件一的

《2019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分配表》中，财政部将 36 个省市财政困

难系数予以公布。首次披露的财政困难系数快速成为市场热点。 

 

图表1： 2019 年 4 月 23 日，财政部首次披露各省的财政困难系数 

 

资料来源：财政部，华泰证券研究所 

 

 

 

  

财政困难系数 

东部地区 广东 51.71  西部地区 

北京 20.00  深圳 42.40  内蒙古 70.41  

天津 45.11  中部地区 广西 78.54  

辽宁 69.63  河北 68.83  重庆 61.68  

大连 40.48  山西 72.27  四川 72.30  

上海 24.14  吉林 75.38  贵州 76.35  

江苏 40.45  黑龙江 77.72  云南 73.40  

浙江 47.45  安徽 70.74  西藏 86.08  

宁波 24.63  江西 72.97  陕西 72.58  

福建 61.62  河南 73.40  甘肃 84.84  

厦门 28.74  湖北 69.35  青海 90.00  

山东 60.51  湖南 73.15  宁夏 88.06  

青岛 23.43  海南 75.67  新疆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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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财政困难系数的三要素：权重、三保支出、财政收支缺口 
 

理解均衡性转移支付，是读懂财政困难系数的重要前提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1994 年实行分

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要求的财政转移

支付制度。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主要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转移

支付规模不断扩大，有力促进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动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目标的贯彻落实，保障和改善了民生，支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015 年 2 月 2 日，

国务院发布国发〔2014〕71 号文《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

见》（后文称之为国发〔2014〕71 号文），是我国当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 

 

均衡性转移支付包含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财政困难系数是响应“科学测算均衡性转移支

付”政策要求的财政指标。根据国发〔2014〕71 号文，我国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中，中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可以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

对有财力缺口的地方政府给予的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

以及对地方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同时，为缩小地区间财

力差距，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设立均衡性转移支付，包含在一般性转

移支付中。根据国发〔2014〕71 号文，当前转移支付制度要求建立以均衡性转移支付为

主体、以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为补充并辅以少量体制结算补助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

凸显均衡性转移支付的重要性；同时强调确保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幅高于转移支付的总体增

幅，通过财政手段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此外明确提出科学设置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因素、

权重。财政困难系数正是科学测算均衡性转移支付的一个财政指标，通过确定均衡性转移

支付系数，进而影响均衡性转移支付金额的测算。 

 

图表2： 财政困难系数计算方法显示，财政困难系数越高则均衡性转移支付越高 

 

资料来源：国务院，财政部，华泰证券研究所 

 

  

国发〔2014〕71号文《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制度的意见》是我国当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

转移支付制度

一般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均衡性转移支付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逐步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形
成以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为主体，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

清理整合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属于中央委托事权或中央地方共同事权的
项目转列专项转移支付，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归并到均衡性转移支付，建立以均衡性转移支付
为主体、以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为补充并辅以少量体制结算补助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

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逐步将一般性转移支付
占比提高到60%以上。改变均衡性转移支付与所得税增量挂钩的方式，确保均衡性转移支付增
幅高于转移支付的总体增幅。大幅度增加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
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

加强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科学设置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因素、权重，充分考虑老少边穷地区
底子薄、发展慢的特殊情况，真实反映各地的支出成本差异，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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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系数用于计算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进而确定均衡性转移支付金额。财政困难系

数不是一个独立概念，是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中的一个组成参数。2017 年 4 月 14 日，财

政部发布了财预〔2017〕51 号文《财政部关于印发 2017 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

法的通知》（后文称为 2017 年财预 51 号文），该文件明确指出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是决

定均衡性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是根据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

（在确定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时，应该是参考往期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各地区标准

财政收支差额以及各地区财政困难程度等因素确定的，其中，各地区财政困难程度是由财

政困难系数来衡量的。 

 

因此，财政困难系数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中，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来调控均衡性

转移支付金额的财政指标。 

 

（注：均衡性转移支付是当同一级政府存在少量或没有财政赤字的情况下，上级政府把从富

裕地区集中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贫困地区的补助。主要目的是消除各地方政府间存在的税收

能力与其基本需求开支的横向不均衡，力求保证各地区间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基本一致性。） 

 

财政困难系数不是“财政困难”，是衡量“稳三保、补缺口”的困难程度 

 

根据前文，财政困难系数是可以确定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进而确定均衡性转移支付的一

个财政指标。 

 

从计算方式看，财政困难系数反映“三保”支出比重和财政预算内收支缺口的困难程度。

根据财预〔2017〕51 号文《财政部关于印发 2017 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的通

知》要求，第五章第七条明确指出“财政困难程度系数根据地方‘保工资、保运转、保民

生’支出占标准财政收入比重及缺口率计算确定”。结合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思路，财政困

难系数用于反映不同地方政府税收能力与基本需求开支的横向不匹配，其中较其他财政支

出需求，着重反映各省“三保”支出比重不一致。财政困难系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财政困难程度系数= 

标准化处理后（“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地方标准财政收入）×权重 

+标准化处理后（标准收支缺口÷标准支出）×权重 

 

其中，（标准收支缺口÷标准支出）可以理解为标准收支缺口率。 

 

同时，标准化处理方式为： 

 

标准化处理=（某指标-该指标均值）÷该指标标准差 

 

因此，财政困难系数由三部分影响。1、权重；2、“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地

方标准财政收入；3、标准收支缺口÷标准支出。  

 

权重：关于三保支出占比及标准收支缺口率的权重，财政部在 2017 年后未公布过。权重

是影响财政困难系数计算的重要因素。根据财预〔2012〕300 号文《关于印发 2012 年中

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63 号文《财政部关于印发 2016 年

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两项文件披露，三保支出占财政收入比值的权重、

标准收支缺口率的权重均为 50%。但在 2017 年财预〔2017〕51 号文中，删去了相关的

权重设定，2017 年后财政部并未公布过三保支出占比及标准收支缺口率的权重数据，也

并未披露相关权重的计算方式。 

 

在权重不变的情况下，“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三保支出占收入比重越高、财政标

准收支缺口率越高，则财政困难指数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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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指数越高意味着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越高，进而带动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多。根据

财预〔2017〕51 号文《财政部关于印发 2017 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

要求，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按照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在确定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时，应

该是参考往期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各地区标准财政收支差额以及各地区财政困难程

度等因素确定（注：标准财政收入根据工业增加值等客观因素及全国平均有效税率计算确

定，用以反映地方收入能力；标准财政支出考虑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海拔、温度、少数

民族等成本差异计算确定，旨在衡量地方支出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转移支

付系数越高则均衡性转移支付越高。均衡性转移支付计算公式如下： 

 

某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 

（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该地区标准财政收入）×该地区转移支付系数 

+增幅控制调整 

+奖励资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补资金 

 

图表3： 财政困难系数计算方法显示，财政困难系数越高则均衡性转移支付越高 

 

资料来源：财政部，华泰证券研究所 

 

 

 

财政困难系数

均衡性转移支付
系数

均衡性转移支付

标准化处理后（“保工资、保运转、
保民生”支出÷地方标准财政收入）
×权重

标准化处理后（标准收支缺
口÷标准支出）×权重

（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
-该地区标准财政收入）
×该地区转移支付系数

增幅控制
调整

奖励
资金

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奖
补资金

是按照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在确定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时，应该是参考往期的均
衡性转移支付总额）、各地区标准财政收支差额以及各地区财政困难程度等因素确
定的。

财政困难系数越高
则转移支付系数越高

转移支付系数越高
则均衡性转移支付越多

2017年后财政再未公布，此前为50%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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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财政困难系数？ 
 

财政困难系数反映地方预算内财政收支不平衡，及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 

 

财政困难系数反映一般公共预算内的财政收支不平衡，显示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

赖性。根据财政困难系数公式可知，财政困难系数主要衡量地方财政的两类压力，一方面

是财政收支缺口，另一方面是财政支出中“非三保支出”的资金压力。财政收支缺口方面，

我们用财政收支差额占财政收入比重衡量，财政支出差额（收入支出缺口）与财政收入比

值可以反映地方政府支出超出收入的程度，不难发现，各省财政支收差额与财政收入占比

越高，则财政困难系数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财政支出差额指一般公共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不包含政府性

基金预算等其他三本账。因此，财政困难系数高仅可以反映地方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内财

政收支缺口较大，并不能解读为地方财政的“全面困难”。 

 

也正是由于一般公共预算的较大缺口，需要中央转移支付帮助地方政府化解收支不平衡问

题，我们用中央转移支付占财政收入比重衡量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财政困难

系数与中央转移支付占财政收入比重显著正相关，财政困难系数可以较好的反映地方财政

收入对中央转移的依赖。 

 

图表4： 各省财政困难系数  VS  各省（财政支出差额/财政收入），显著正相关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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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各省财政困难系数  VS  各省（中央转移收入/财政收入），显著正相关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华泰证券研究所 

 

地方政府积极布局保障三保支出 

 

三保支出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是财政困难系数的重要考量因素。三保支出占地方财政收

入比例越高，则财政困难系数越高，换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财政收入中用于非三保支出

的比例越低则地方财政困难系数越高，考虑三保支出的刚性需要和政策保障三保支出的决

心，财政困难系数侧面反映了财政收入不足和三保刚性支出之间的不匹配，地方政府需要

增多预算内收入来保障本级财政的各项基本支出，在财政减税降费和经济下行期优先安排

三保支出的政策要求下，财政困难系数的高低可以用来分辨不同省份的财政收入压力。 

 

经济仍存下行压力，政策积极布局保障三保支出。2019 年 3 月 7 日，财政部长刘昆就“财

税改革和财政工作”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基层‘三保’支出是 2019 年财政

关注的重点问题；考虑到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以及实施的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一

些地方还是会面对比较大的支出压力。解决这个问题，各级政府都要强化主体责任，县级

政府在安排预算时要统筹财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优先安排“三保”支出，并在预算执

行阶段，切实按预算执行。”刘昆部长明确强调保障“三保”支出的重要性，“中央将把帮

助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作为党中央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务，把支持增强基层‘三保’能力作为

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来抓”。 

 

具体措施上，刘昆部长介绍财政将从三部分发力。一是全面压实保障责任，督促地方各级

政府在安排 2019 年预算时优先安排“三保”支出。二是突出保障重点地区、困难地区，

2019 年财政部将继续安排阶段性财力补助 400 亿元，将资源能源型和东北地区等困难县

作为补助对象，提高困难地区民生政策兜底的能力。三是加大奖补资金投入。2019 年中

央财政拟安排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 2709 亿元，同比增长 10%，支持财政困难地区

兜住底线。同时完善资金分配机制，财政越困难，省级财政均衡省内财力越努力，中央安

排的转移支付就越多。根据2019年财政预算报告，2019年中央计划对地方转移支付75399

亿元，增长 9%，体现财政在保障地方支出资金来源方面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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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各省 2018“三保”支出及 2019 年拟安排“三保”支出显示，经济仍存下行压力，各省积极布局保障三保支出 

财政困难系数 省份 多省明确保障“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三保支出 

45.11 天津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民生支出 365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77%。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补贴 2.3亿元，区属国有企业改制和重点民生项目 2亿元，国有企业解困资金等 0.3亿元。当年

收入 19.5亿元，减去当年支出 12.3亿元，当年结余 7.2亿元，全部为结转项目资金。 

68.83 河北 
2018年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完成 6163.1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0%，增长 16.4%；统筹省以上资金 603.4

亿元，保障 20项民心工程全部完成。 

72.27 山西 2018年民生支出执行 3423.78亿元,占全部支出的 80%。 

69.63 辽宁 

2018年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9.6亿元，教育支出 107.9 亿元。公共安全支出 95.9

亿元。交通运输支出 66.3亿元，一把农工服务支出 42.6亿元，农林水支出 37.5 亿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支出 31.2亿元。 

75.38 吉林 
全年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795.6亿元,用于支持重大公益性、基础性民生项目建设。补助资金比上年增加 59.4

亿元,增长 26.3%，着重保障市县工资发放、机构运转和重大民政策落实。 

77.72 黑龙江 2018年全省用于民生支出 3957.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4.6%。 

40.45 江苏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5%以上用于保障民生。 

47.45 浙江 

从 2018年 1月 1日起，将全省失业保险金标准统一提高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调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省定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月人均增加 20元。下达中央和省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 51.20亿元，

加强职工养老保险目标责任考核，加大职工养老保险省级调剂制度。加大困难群众救助力度，下达中央和省

级困难群众补助资金 21.86亿元。推进实施困难残疾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安排省级补助资

金 9.74亿元。 

70.74 安徽 

2018年全省财政投入民生工程资金 1067.3亿元，增长 13.5%。实施 33项民生工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围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持续加大

民生投入力度，扎实做好民生工作。 

61.62 福建 
2018年新增财力持续向民生倾斜。全省民生相关支出 372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7%，持续保

持在七成以上。 

73.40 河南 
2018年全省民生支出 7126.5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77.2%，其中落实重点民生实事资金 1023.6 亿

元，各项民生政策得到较好保障。 

69.35 湖北 
2018年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重点民生投入，全省民生支出达到 5783亿元，增长 7.1%，占财政

支出的比重持续保持在 75%以上。 

73.15 湖南 
2018年，省财政多方筹措资金，继续加大对市县补助力度，支持市县“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共

补助市县 3470.3亿元，加上转贷市县新增债券 590.7亿元，增长 8.9%，有效缓解了市县财政困难。 

51.71 广东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16.72亿元，完成预算的 115.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407.48亿元，完成预算

118.3%。 

78.54 广西 

财力进一步向市县倾斜，下达市县补助资金 2474,87 亿元，重点支持市县 “保工资”“保运转”“ 保基本

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基层政府民生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县支出达到 4378.3亿元，占全区财政支出的比

重为 82.4%。 

75.67 海南 

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安排 0.5亿元，用于支持就业和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将城镇从业人员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20%降至 19%、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1%降至 0.5%，持续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增

强企业发展活力。 

61.68 重庆 全年财政民生支出 3580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的 80%左右。 

72.30 四川 
保民生方面支出 6326.6 亿元，占比为 65.1%，提高 0.1个百分点；保障机构运转和加强社会治理方面安排

资金 480.1 亿元，占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5.6%。 

76.35 贵州 全省民生类重点支出完成 3498.86亿元,增加 252.12亿元,增长 7.8%。 

73.40 云南 

2019年筹措安排资金 184.9亿元，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落实。筹措安排资金 107亿元，落实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筹措安排资金 55亿元，支持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筹措安排资金

5.3亿元，支持开展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筹措安排资金 3.5亿元，统筹做好残疾人和儿童服务保障，以及残疾

儿童康复服务等工作。筹措安排资金 3.3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筹措安排资金 32亿元，积极做好优

抚安置和退役军人经费保障。省级筹措安排资金 17亿元，支持实施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提高地质灾

害综合防治能力。成功争取乌蒙山贫困地区国土综合整治重大工程立项，获得中央补助 9.1亿元。筹措安排

资金 8亿元，支持金沙江干流白格堰塞湖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 

72.58 陕西 
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对已出台的各项民生政策进行梳理，及时调整完善。重点支持教

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和住房保障等民生政策的落实。加强民生政策协调，确保可持续。 

84.84 甘肃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2018年全省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十类民生支出 2983.8亿元，增长 14.4%，占

财政支出的 79.1%。省级拨付资金 119.5亿元，10件为民实事全部办结。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平均提高 5%。

城乡低保省级指导标准分别提高 7.6%、6.3%，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省级补助标准提高 7.6%。 

90.00 青海 
努力补齐民生短板。优先保障基本民生，合理把握民生调标幅度，持续加大民生工程短板资金投入。2018年

公共安全 43.1亿元，执行率 94%。社会保障和就业 78.4亿元，执行率 98%。 

77.81 新疆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1.9亿元，加对各地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转移支付 131.5亿元，合计安排支出

153.4 亿元，增长 1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3.6亿元，加对各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转移支付 153.2亿元，

合计安排支出 346.8亿元，增长 9.9%；住房保障支出 0.1亿元，加对各地住房保障支出转移支付 274亿元，

合计安排支出 274.1亿元，增长 59.3%。 
 

资料来源：财政部，各省财政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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