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溪湖区十九届人大 
二次会议文件（18） 

 

关于溪湖区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2 年 12 月 25 日在溪湖区第十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溪湖区财政局局长 王洪刚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溪湖区 2022 年财政收支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3 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区政协

委员和其他列席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区委的领导下，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

次全会及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区委决策部署，严格执行

区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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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49,400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同比下降 14.2%。其中：税收收入 45,111 万元，完

成预算的100%，同比下降15.5%；非税收入4,289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同比增长 2.4%。 

同比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51,085 万元（含留抵

退税 1,68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同比下降 11.2%。其中：

税收收入 46,79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同比下降 12.3%；非

税收入 4,28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同比增长 2.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82,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同比增长 45.8%。预算执行具体科目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644

万元；国防支出 46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841 万元；教育支出

5,961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83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32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056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7,840 万

元；节能环保支出 396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20,309 万元；农林

水支出 2,226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66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等支出 411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07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

象等支出 103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0,372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

急管理支出 352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741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

支出 14 万元。 

支出增长原因：一是新增一般债券 11,000 万元；二是高新

区社会职能划转预计新增支出 5,000 万元；三是防疫资金预计增

加支出 3,200 万元；四是支付主城区环境综合整治贷款 990 万元。 

总收入为 135,48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9,4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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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58,202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4,187 万元，

调入资金 1,699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12,000 万元。总支出为

135,48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2,000 万元，上解支出

33,088 万元，地方债务还本支出 1,000 万元，结转下年 19,400 万

元。收支相抵，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4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

同比下降 99.6%。收入降幅原因是上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为一次性

收入，本年无土地出让金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2,22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同比下降 75%。预算执行具体科目是：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96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59 万元；其他支出 511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431 万元；抗疫特

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523 万元。 

总收入为 3,097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1 万元，

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621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2,435 万元。总支出

为 3,097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223 万元，上解支

出 38 万元，结转下年 836 万元。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153 万元，其中：上级补

助收入 75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78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

下年 153 万元。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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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为 7,257 万元，其中：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基金保费收入 3,873 万元，财政补助收入 3,384

万元。总支出为 7,257 万元，均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

出。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按照国家审核认定的地方政府债务口径，2022 年末系统内

政府债务余额 78,840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1.2 亿元，其中新增政

府一般债券 1.1 亿元，为火连寨地区综合管网项目。 

二、落实区人代会预算决议情况  

2022 年，财政部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按照区人大有关决议要求和批

准的预算，有效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助推经济社

会发展，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确保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和民生持续改善。 

（一）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有力支持疫情防控和

经济恢复。 

一是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持人民至上，以“非常之

策”应对“非常之疫”，投入 4,500 万元抓实疫情防控，用于隔离点

运转、防疫物资储备、防疫人员补助、医疗应急车辆购置等支出。

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确保疫情防控物资采购迅速到位。二

是支持打赢经济恢复攻坚战。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出台的各项减

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降费 3,200 万元；全面落实助企扶持政策，

安排资金 4,963 万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和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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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三是支持打赢财政保障常规战。抓好开源节流，全区争取中

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5.8 亿元，有力缓解了财政运行困难；向存

量要效益，加大结转资金清理力度，努力增加可用财力，盘活存

量资金 2,616 万元，加大统筹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统筹资

金 2,190 万元化解房管所贷款隐性债务；坚决兜住“三保”底线，

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三保”工作决策部署，坚持“三保”支

出优先顺序，严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着力加强资金统筹整合。 

（二）突出民生兜底，稳步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水平。 

一是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在巩固和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共拨付

260 万元用于乡村振兴、壮大村集体经济及“美丽乡村”建设，统

筹下达各级奖补资金 1,011 万元用于农村公路及村内道路建设。

二是支持惠民惠农政策落到实处。通过“一卡通”系统等多种形式

按照时间节点，及时、足额、精准发放城乡低保、优抚、特困供

养等资金 6,175 万元，确保惠民惠农政策落地见效，严控发放过

程中的截留、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等违规违纪情况的发生。三是

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投入就业补助资金 1,684 万元用于

落实各项就业政策，用于灵活就业与公益性岗位等就业补助支

出。四是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投入 1,105 万元用于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学生资助等方面支出。投入 864 万元用于教育薄

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农村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等方面支

出。五是支持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全年预计投入 3,803 万元用于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救助、计划生育和基本药物补助等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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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支出。六是支持污染防治持续改善环境。下达资金 362 万元，

重点用于淘汰燃煤锅炉，水污染处理设施的运行；下达资金 530

万元，重点支持森林资源管护、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筑牢绿

色生态屏障，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七是全力改善人居环境。

投入 5,421 万元用于创城、老旧小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等方面支

出。 

（三）进一步夯实财政管理基础，提高财政治理水平。 

全面提高“精算、精管、精准、精细”水平，充分发挥财政

职能作用，更好服务溪湖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一是进一步深

化预算一体化改革。通过预算一体化系统加强部门和单位各项

收支管理，各预算单位可以实时通过一体化系统查询本单位预

算指标情况。二是加强预算编制，硬化预算约束。构建现代信

息技术条件下的预算管理机制，全面提升预算管理规范化、标

准化和自动化水平，实现预算项目全生命周期覆盖管理。三是

严肃财经纪律。构建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协调配合的监督机

制，起草出台了《溪湖区开展地方财经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

案》、《溪湖区财政局行政执法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并推进相关

工作，开展会计信息质量、财政票据、社保大额指标检查。有

效运用监督成果，与预算编制、绩效管理等重点工作相衔接，

建立严肃财经纪律长效机制。四是加强内控管理。紧盯财政行

权用权，构建贯穿政策制定、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等财政核心

业务和权力运行全过程的内控制度体系。五是继续做好全区资

产清查的收尾工作，进一步细化统计全区房产、车辆情况。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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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各预算单位严格履行资产单位主体责任，建立资产台账及内

控制度，推动账实相符工作。六是强化政府采购管理。深入推

进政府采购机制改革，提升采购项目透明度，优化政府采购营

商环境，继续推进政府采购电子化操作，加强开展采购意向公

开工作，并按照辽宁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管理办法的通知，全

力推行网上商城采购试点工作。 

（四）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承接高新区改革移交工作。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高新区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安排

和溪湖区与高新区签订的“承接协议”有关精神，依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全面做好承接高新区相关工作的预算管

理与执行，有序保障六家单位人员工资福利正常发放，按进度拨

付社会职能及上级转移支付相关资金，实时测算收支差异，及时

保障高新区移交工作事项平稳运行。 

过去的一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

我区财政管理水平稳步提高，财政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但我们也

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过程中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疫

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若无上级财力性补助支

持，仅仅依靠区本级财力，无法支撑日益快速增长的支出需求。

财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一些必保的刚性支出需求无法列入预

算，经济稳增长难度依然较大，产业低端化仍未改变。我们将高

度重视这些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2023 年预算草案 

2023 年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市关于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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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积

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持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加大财政资源

统筹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精准性和有效

性，确保区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预期目标。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52,380 万元，比上年预计

完成数增长 6%。其中：税收收入 49,550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成

数增长 9.8%；非税收入 2,830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成数下降

34%。非税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年矿产资源专项收入和罚

没收入为一次性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73,310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成数下

降 10.6%。支出安排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存在一次性支

出。 

具体支出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501 万元；公

共安全支出1,399万元；教育支出5,391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43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782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088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20 万

元；城乡社区支出 5,983 万元；农林水支出 1,349 万元；交通运

输支出 15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82万元；商业服务业

等支出 5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4,161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

理支出 241 万元；预备费支出 1,488 万元；其他支出 22,990 万元

（含上年结转暂列支出 19,40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351 万

8



 

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 万元。 

2023 年总收入 112,25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2,38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2,858 万元（含高新区财力 5,246 万

元），上年结转收入 19,400 万元，调入资金 5,000 万元，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616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2,000 万元。总支出

112,25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3,310 万元，上解支出

36,944 万元，债券还本支出 2,000 万元。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

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2,300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成

数增长 5509.8%，增长主要原因为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基数较小，2023 年预计有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3,108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成

数增长 38.8%，主要用于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254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2,127 万元，其他支出

293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431 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2

万元。 

政府性基金总收入为 3,136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 2,30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83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为 3,136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108 万元，上解支

出 28 万元。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预计为 178 万元，其中：上级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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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收入 25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53 万元。总支出为 178 万元，

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支出。收支相抵，实现收支

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机关事业单位保险基金收入 8,022 万元，同比增长 10.5%。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979 万元，财政补

助收入 5,04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8,022

万元。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四、确保完成 2023 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2023 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务必要将

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深悟透，努力做到融会贯通，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强大动力，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一）发挥财政职能保障政策落实 

持续深化财税、街道联动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形

式的分析，将财税收入目标任务分解压实。在现有存量财源上

下功夫，摸排重点税源企业，加大新型产业、优势平台等经济

新动能的扶持力度，支持做大做强支柱产业，支持废钢产业、

生活秀带和绿色建材等重点行业及项目，推动溪湖经济高质量

发展。加强非税收入组织，多措并举推动收入可持续增长。紧

跟政策导向，找准工作契合点，全力向上争取各类资金支持。 

（二）保障重点支出防范资金风险 

优化支出结构，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继续压减一般

性支出，坚决杜绝铺张浪费，加大对振兴发展重点任务和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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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保障力度，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利用好中央和

省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确保财政资金更准、更好用到急需和惠

企利民领域。坚持底线思维，把防范资金风险提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兜牢兜实 “三保”底线，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确保

财政运行风险可控。 

（三）完善现代财政管理制度 

健全跨年度资金统筹机制，积极盘活存量资金资产，加强

部门结转资金与当年预算安排的衔接。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

革，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强化项目库建设，根据项目轻

重缓急安排年度预算。加强对预算执行的全过程监管，提高预

算执行质量。进一步完善全过程绩效管理流程，做到“花钱必问

效、无效要问责、低效多压减、有效多安排”，持续提升部门整

体绩效及重大项目绩效评价水平。 

（四）加大财政资金监管力度 

严格执行中央、省市关于财政监督的相关政策文件，积极

履行财政监督职责。配合上级财政监督部门，开展地方财经秩

序专项整治等工作。聚焦民生、三保等重点领域，强化跟踪监

督检查力度，与审计、纪检等其他监督部门相互协调，形成合

力，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内控制度执行，与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有效衔接，完善内控考核评价体系。 

（五）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严格执行中央、省市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相关政策文

件，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坚决杜绝违规新增政府债务。按照“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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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还一体化”原则，落实偿债主体责任，督促各债务主体单位制

定偿债计划并落实。积极筹措财力，保障足额偿还到期债务本

息，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高新

区债务划转后，稳妥推进债务试点工作，研究完善防范化解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长效机制。 

（六）积极配合预算审查 

贯彻落实区人大有关预算决议和审查意见，及时报告财税

改革和财政重点工作进展，持续加强和改进财政预算管理。做

好与代表委员日常沟通交流，认真研究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

把办理建议提案同健全机制、改进工作结合起来，推动解决群

众关心、社会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力

度，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加强跟踪督办，确保惠企利民政策落

实到位。 

各位代表，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

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

导下，在区人大、政协的监督指导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新时代财政新业绩，为推动溪湖振

兴发展取得新突破贡献财政力量。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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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1.一般公共预算。是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

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

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

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

事业发展而发生的收支预算。基金预算遵循“以收定支、专款专

用、收支平衡、结转下年安排使用”的基本原则。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社会保险

制度的实施计划和任务编制的、经规定程序审批的年度基金财务

收支计划。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对国有资本收益做出支出安排

的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5.上级补助收入。上级财政给予下级财政的补助款项。包括

体制补助、税收返还、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等。  

6.留抵退税。又叫增值税留底税额退税优惠，就是对现在还

不能抵扣，留着将来才能抵扣的“进项”增值税，予以提前全额退

还。  

7.上解支出。下级财政直接划解上级财政的款项。包括财政

体制调整上解支出和专项上解支出。  

8.预算绩效管理。是以“预算”为对象开展的绩效管理，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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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绩效管理理念和绩效管理方法贯穿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

的全过程，并实现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的一种预算管理模式。  

9.预备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10.预算管理一体化。2021 年省财政厅按照财政部预算管理

一体化规范研究制定全省统一的预算管理业务规范，开发建设全

省统一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相关业务流程进行适应性调整

和优化，组织各级财政部门实施应用。 

11.自然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 2022 年 5 月财政部通报

留抵退税首月的新事物，反映的是银行月报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数据。 

12.同比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情况。即把增值税留抵退税的额度再加回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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