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关于漯河市 2023 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24 年 1—6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4 年 8 月 27 日在漯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梁武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3 年财

政决算和 2024 年 1—6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3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36312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3.4%，加上上级补

助、一般债务收入等，收入总计 3111929 万元；支出完成

264097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5%，增长 7%，加上上解支

出、一般债务还本支出等，支出总计 3099706 万元。收支相

抵，年终结余 12223 万元。市级（含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西城区，下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8979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1.4%，下降 1.8%，加上上级

补助、一般债务收入等，收入总计 1627864 万元；支出完成

90777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1%，增长 5.8% ，加上上解

支出、一般债务还本支出等，支出总计 1620017 万元。收支

相抵，年终结余 784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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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4429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2.5%，增长 26.6%，加上上级

补助、专项债务收入等，收入总计 1807026 万元；支出完成

103983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72.5%，下降 17.3%，加上调出

资金、专项债务还本支出等，支出总计 1412079 万元。收支

相抵，年终结余 394947 万元。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

成 29094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3.6%，增长 19.2%，加上上

级补助、专项债务收入等，收入总计 974976 万元；支出完

成 40784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0.7%，下降 26.8%，加上调

出资金、专项债务还本支出等，支出总计 877183 万元。收

支相抵，年终结余 97793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完成 1170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18.7% ，加上

上级补助等收入，总计 12969 万元；支出完成 0 万元，加上

调出资金，支出总计 11690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279

万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5708 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100%，增长 47.7% ，加上上级补助等收入，总计 6158

万元；支出完成 0 万元，加上调出资金和补助县区，支出总

计 5879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279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完成 569275 万元，为预算的 99.9%，下降 15.2%；支出完成

577125 万元，为预算的 113.1%，增长 14%，当年结余-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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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动用上年滚存结余 7850 万元，实现收支平衡，年终

滚存结余 579839 万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483170 万元，为预算的 100%，下降 20.0%；支出完成 499221

万元，为预算的 113.4%，增长 11.1%，当年结余-16051 万元，

动用上年滚存结余 16051 万元，实现收支平衡，年终滚存结

余 402076 万元。

（六）预备费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市级 2023 年预

（五）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023 年，上级对我市一般

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计 1239557 万元，为预算的

198.3%，增长 8.3%；上级对市级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

移支付合计 786129 万元，为预算的 196.5%，增长 8.3%；市

对县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计 418978万元，

为预算的 140.1%，增长 0.8%。上级对我市政府性基金转移

支付 10656 万元，下降 42.5%；上级对市级政府性基金转移

支付 5392 万元，下降 52.8%；市对县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44378 万元，下降 26.3%。上级对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

移支付 474 万元，与上年持平；上级对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转移支付 377 万元，与上年持平；市对县区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转移支付 351 万元，与上年持平。（需要说明的是，由

于省直管县改革，上级单独向舞阳县、临颍县下达转移支付

收入。因此，上级对市级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市对县区转移

支付收入不包含舞阳县、临颍县）。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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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预算 8572 万元，实际支出 8572 万元，用于防汛、应急等

支出，已列入相关支出科目决算数。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22 年决算后规模为 57299 万元，加上 2023 年补充 30004

万元，减去 2023 年动用 57299 万元，2023 年决算后市级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为 30004 万元。

（七）地方政府债务。省财政厅核定我市 2023 年政府

债务限额 4559085 万元，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2023 年市级

政府债务限额 1699336 万元，县区政府债务限额 2859749 万

元。截至 2023 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4536642 万元，其

中：市级政府债务余额 1688417 万元，县区政府债务余额

2848225 万元，市级及县区政府债务余额低于核定的限额，

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全市和市级决算详细情况已在决算草案中说明。

二、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力以赴保障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

2023 年，面对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

务，财政部门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市人大有关决议要求和批复的预算，

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全力以赴促发展、保

稳定，有力推动全市经济呈现稳定向好、稳中提质良好态势。

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

好。全年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及债券资金 207 亿元，有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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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重点领域项目开展，确保我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健康

发展。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2023 年全市减免退缓税费超

20 亿元。聚焦汽车、家电、餐饮等关键领域发行消费券，市

级财政投入资金 6586 万元，带动消费 10.4 亿元。2023 年中

小微企业占全市政府采购比重达到 97%，通过政府采购为企

业提供了 7985 万元融资支持。投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

补资金 1168 万元，扶持小微企业和个人自主创业。

二是聚焦重点保障精准发力，更好推动经济发展行稳致

远。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2023 年，全市科技支出 14 亿

元，增长 24.4%，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5.3%。市级投入

资金 1 亿元，推动中原食品实验室高标准、高水平建设运营。

落实资金 1.7 亿元，支持和引导重点企业发展壮大。争取和

投入资金 1894 万元，支持我市 12 家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和债券资金超 10 亿元，支持高水平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争取和落实资金超 2.2 亿元，推动全市重点

群体就业，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三是持续做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023 年，全市农林水支出 24.2 亿元。投入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3.8 亿元，支出进度居全省第 1 位，再次在省级

绩效评价获得“优秀”等次。争取农田建设补助、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资金 5.8 亿元，支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实施。争取和落实资金 1.1 亿元，推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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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业发展，稳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指导临颍县成功申

报国家级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两年内获得上级 1.7 亿元资

金支持。

四是民生保障力度不断加大，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加充

实。2023 年，全市民生支出合计 172.3 亿元。争取上级资金

6.9 亿元，全力支持我市申办本科高校，保障城乡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等各项政策落实，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争

取和投入资金 31.6 亿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支持提升我

市医疗卫生能力。落实资金 5133 万元，支持文物保护、公

共文化体系建设、惠民活动开展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

放。争取和投入资金 4641 万元，支持平安漯河建设。

五是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财政治理水平进一步提

升。坚持常态化过紧日子，严控预算追加；抓好重点项目招

标评审，2023 年，节约财政资金 11.9 亿元；不断提升绩效

管理工作水平，全年调整优化资金 4.4 亿元。制定并严格执

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实施方案，稳妥有序化解地方债

务。切实兜牢“三保”底线，2023 年，全市“三保”支出

120.8 亿元。“一卡通”全年发放补贴资金 11.8 亿元，惠及

群众 71.5 万人次，提前 5 个月超额完成省定民生实事年度

目标，获得省级“一卡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23 年预算执行总体平稳，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主要是：财政支出刚性增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零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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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尚未完全树立，预算法治意识仍需持续强化；绩效意识

尚未树牢，过紧日子理念仍需强化；兜牢“三保”压力较大，

基层财政运行面临挑战等。今后，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

和规范管理，完善监管机制，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

理财水平。

三、2024 年 1—6 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财政工作意义重大。今

年以来，全市各级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依法加强和改进财政预算管理，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财政

收支平衡难度较大，完成预算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一）1-6 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一是一般公共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39694

万元，为预算的 51.9%，下降 8.1%；支出完成 1386988 万元，

为预算的 60.7%，下降 2%。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89565 万元，为预算的 47.4%，下降 7%；支出完成 454773

万元，为预算的 48.5%，增长 2.9%。

二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10978 万元，为预算的 8.6%，下降 30.9%；支出完成 305716

万元，为预算的 26.7%，下降 46.3%。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完成 52804 万元，为预算的 8.9%，下降 56.9%；支出完

成 131140 万元，为预算的 41.9%，下降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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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市和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均为 0 万元，主要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在下半年入

库。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1 万元，为县区国有企业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四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

成 238658 万元，为预算的 38.7%；支出完成 301398 万元，

为预算的 53.2%。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90891

万元，为预算的 36.8%；支出完成 260040 万元，为预算的

53.7%。

五是地方政府债务情况。2024 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市新增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641500 万元，全部为专项债务限额。上

半年，我市已发行新增债券 307400 万元，全部为专项债券；

全市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299726 万元，其中还本 226306 万元、

付息 73420 万元。

总体看，今年上半年，全市财政运行平稳，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收支完成“双过半”预期目标，预算执行情况总体符

合预期。收入方面，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4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51.9%，快于序时进度 1.9 个百分点。

全市税收收入完成 56.1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75.9%，税占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支出方面，持续压减非

重点、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集中财力优先保障“三保”、

债务付息等刚性支出。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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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138.7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60.7%，快于序时进度 10.7

个百分点，其中科学技术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交通运输支

出、住房保障支出分别同比增长 6%、20.7%、13.5%、17.6%。

（二）下半年重点工作。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重大决策部署，紧

紧围绕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市委八届六次全会明确的重点任

务，严格执行市人大批准的预算，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

结构保战略”，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实保障。重点抓好以下

工作：

一是聚财源、强根基，持续增强综合保障能力。加强经

济财政形势跟踪监测、分析研判，与税务部门密切配合，抓

实收入征管，做到应收尽收、应收足收、保质保量。抢抓重

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机遇窗口，以高质高

效的项目储备和积极顺畅的衔接汇报，积极争取上级支持，

加大对各类财政资金资源的统筹力度，集中财力办大事。推

动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在预算支出、资产配置、政

府采购等方面把好关口，努力降低运行成本，腾出更多财政

资源用于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二是优政策、出实招，全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落

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确保市场主体应知尽知、应享尽

享，切实减轻经营压力。及时兑现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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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以旧换新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

加速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综合运用财政贴

息、政府采购等一揽子措施，助企纾困发展，提振市场信心。

深化财政与金融的协同配合、同向发力，吸引带动更多社会

投资，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三是调结构、保重点，服务重大战略落实落地。深入落

实支持科技创新财政政策，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全力推动中

原食品实验室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运营。统筹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专项资金，用好政府投资基金，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保障重点领域，支

持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加强衔接资金保障，持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

迈出坚实步伐。

四是补短板、增福祉，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公共

财政定位，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落实好财政民生政策，确保民生支出的稳

定性和可持续性。切实保障重点民生实事开展，着力解决好

就业、教育、医疗、文化、生态环保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

问题，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决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五是防风险、兜底线，确保财政安全平稳运行。扛稳扛

牢“三保”政治责任，落实好“三保”工作制度，加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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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精准调度，督促县区全面落实保障责任，强化库款管

理，确保基层“三保”不破防。完善专项债券“借、用、管、

还”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切实防范兑

付风险。抓好全市化债方案落实，统筹各类资金资产资源和

政策措施稳妥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为经济发展营造安全

稳定的环境。

六是抓改革、增效能，加快提升财政治理能力。推进落

实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持续深化零基

预算改革。坚持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推动预算绩效管理

提质增效、做深做实，将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改进管理、

调整预算安排有机衔接，把“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落

到实处。坚持预算法定，积极配合支持市人大依法开展预算

审查监督，不断提升财政预算管理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

本次会议审查意见，积极有效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漯河实践贡献更大财政力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