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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海关区 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3年 1月 17日在山海关区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海关区财政局局长 陈广义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 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同志

提出意见。

一、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全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

省、市、区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抓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落实，确

保了财政稳健运行、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8033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2.3%，超收 1801万元，同

比增长 9.5%，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可比增长 11.9%。其中：税收

收入完成 27024万元，同比下降 43.4%；非税收入完成 53312万

元，同比增长 107.7%。执行中，收到税收返还和上级转移支付

69198万元、收到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2000万元、从政府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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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调入 10336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257万元、上年结转 17984万元，全年收入总计 207111万元。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26379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8157万

元、债务还本支出 20554万元、收回存量资金和超收收入补充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4273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47748万元，全年支

出总计 20711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0418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补助 676万元、上年结转 4798万元、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2200万元，全年政府性基金收

入总计 18092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6683万元、调出资金

9596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813万元，全年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1809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完成 35万元、收到上级补助资金 291万元、上年结转 468万元，

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 794万元。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

员社会化管理支出 3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 500万元、结转

下年支出 291万元，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 794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335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5.86%。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2271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5.95%，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养老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上年基金结余 6601万元，本年收

支结余 639万元，基金滚存结余 7240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预算收支情况为快报统计数，随着上级

财政部门结算的批复，预算执行结果还会有所变动，届时将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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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决算情况。

（五）2022年政府债务情况。截至 2022年底，政府债务余

额 197608万元，均以政府债券形式存在，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40408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57200万元。政府债务限额 24831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73711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74600

万元。政府债务余额没有超过政府债务限额，符合限额管理要求。

2022年我区发行政府债券 24200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

17000万元，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新增一般债券 5000万

元，用于长城文化博物馆项目；新增专项债券 2200万元，用于

山海关人民医院业务用房改建项目。

2022年偿还到期政府债券 20554万元，均为一般债券，使用

再融资债券偿还 17000万元，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偿还 3554

万元。

（六）2022年预算执行效果。过去的一年，在区委的坚强领

导和区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我们着力提高支出预算的科学

性、针对性、有效性，全面强化预算绩效理念，进一步提高预算

管理水平、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实施效果，为更好地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坚决落实稳经济措施，助力经济提质加固。一是抓好稳经济

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落地见效，出台我区稳经济财政政策，巩

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二是坚决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让政策红利

直达企业，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用财政收入一时的“减法”，换

来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期的“加法”。三是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

财政、金融、创新等方面，为企业经营提供便利，以实体经济发

展促进财政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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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额安排基本支出，保障机关平稳运转。全年安排基本支出

4578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41415万元、公用经费 4369万元。

按国家和省出台的政策足额安排了基本工资、津补贴、附加性支

出等人员经费，及时落实了绩效奖金和工资调整政策，足额提取

了党组织活动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以及工会经费，

保证了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

聚焦人民群众关切，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完善财政民生政策

体系，构建稳定的民生投入机制。一是教育方面投入 26404万元，

主要用于提高中小学及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进一步完善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二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投入 22584万元，主要用于加大财政对

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就

业创业扶持政策，落实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全面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三是卫生健康方面投入 10480万元，主要用于提升城乡居民

医疗保障水平，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落实计划生育扶助

政策，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协调发展。四是“三农”方面投入 7166

万元，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公益事业，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持

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村级经费保障水平，不断增强农民的

幸福感。

多措并举开源节流，确保重点支出需求。一是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思想，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落实“八项规定”和

厉行节约原则，做到“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二是调整和优化支

出结构，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调整

预算、资金分配有机衔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三是坚持项目带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2022年争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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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建设资金、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资金、补

充县区财力资金、省级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人民医院业务用

房改建资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省级工业转型升级技改

资金等转移支付和债券资金共计 6.86亿元，统筹用于支持重大政

策落实和重点项目建设，不仅有效缓解了本级财政支出压力，更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撑。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财政风险有效防控。一是防范化解政府

债务风险，强化政府债务还本付息预算约束，实现“年计划、月

对账、日提醒”，足额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息 27663万元。积极

筹措资金妥善化解存量政府隐性债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二是兜实兜牢“三保”底线，优先足额安排预算，优先保障资金

支付，加强“三保”支出执行监控，强化风险排查和问题整改，

严格落实旬月报制度，建立最低库款兜底保障机制。

继续深化财政改革，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一是扎实推进预算

管理一体化建设，实现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模块全覆盖上线运行，

全面提高预算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二是强化预算

绩效约束，组织单位对 1196个预算项目开展绩效自评，选取 8

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预算安排挂

钩。同时，将预算绩效考核结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三是持

续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教育、卫生、交通等 10

个领域改革方案印发实施。四是扎实推进预决算公开。及时、完

整、详尽、真实地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

“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以及预算绩效目标指标、绩效评价结果

等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五是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小微

企业力度，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货物服务采购项目给予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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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由 6%—10%提高至 10%—20%。提高采购效

率，全年组织政府采购 35批次，实现采购额 15132万元，节约

资金 167万元。六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盘活整合闲置资产。

按照政府统一部署，容缺办理土地房产类资产手续，实现国有资

产处置收益 1.3亿元。

2022年财经形势复杂而严峻，能够完成保工资、保运转、保

民生、保稳定等各项工作任务，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实属不易。同

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还面临一些困难和

问题：受减税降费和疫情影响，财政持续增收难度增加，财政收

入质量不高；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收支矛盾更为突出，财政保重

点促发展能力不足；全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隐性债务化解任

务依然沉重；预算绩效约束作用还不够强，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

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继续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23年预算草案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

济工作、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意义重大。基于以上形势，2023年

我区预算编制遵循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做好稳

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完善减税降费措施，大力优化支出

结构，坚持过紧日子，兜牢“三保”底线，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

险，促进财政健康平稳可持续运行，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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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财力保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结合我区年度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出 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建议如下：

（一）2023年预算收支草案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 85558万元，同比增长 6.5%左

右。其中：税收收入 56000万元，非税收入 29558万元。预计上

级补助收入 34833万元，调入政府性基金 60000万元，调入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 35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273万元，上年

结转 47748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8000万元，全年

收入总计 260447万元。遵循收支平衡的原则，安排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21294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6025万元，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3148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土地出让金收入预计 212883万元，扣

除上缴市级部分，本级可用土地出让金收入 170306万元，上级

提前通知转移支付 119万元，上年结转 1813万元，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转贷收入 8000万元，收入总计 180238万元。安排政府性

基金支出 108238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 60000万元，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20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计划 35万元，上

级提前通知转移支付 291万元，上年结转 291万元，收入总计

617万元。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82万元，调出至一般公

共预算 3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计划 24728万元，

加上年基金结余 7240万元，全年可用资金 31968万元。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安排 24008万元，具体支出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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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基金 231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1698万元。

年终滚存结余 7960万元。

（二）2023年政府债务举借及偿还情况

1．政府债务举借情况。2023年拟申请再融资债券 36000万

元，其中：一般再融资债券 28000万元，用于偿还到期一般债券

本金；专项再融资债券 8000万元，用于偿还到期专项债券本金。

2．政府债务偿还情况。2023年到期政府债券 43482万元，

其中：到期一般债券 31482万元，拟使用再融资债券偿还 28000

万元，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偿还 3482 万元；到期专项债券

12000万元，拟使用再融资债券偿还 8000万元，使用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力偿还 4000万元。

（三）2023年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受疫情持续影响，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压力加大，

在兜牢兜实 “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前提下，对疫情防

控、环保治理、人居环境改善、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加大投入，

提升区域重点工作保障能力；向科技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临港经济开发区建设等方面倾斜，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是切实兜牢“三保”底线。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切实兜牢兜实基本民生底线，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

民生保障建设。严格落实人员工资、民生和乡镇工作补贴等政策，

合理安排机构运转经费，加强对工资、运转、基本民生支出预算

审核和执行监控，确保不出风险。安排教育支出 30311万元，重

点支持义务教育免学杂费政策落实，提高义务教育生均定额标准，

教育费附加收入全部安排至教育部门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安排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366万元，主要用于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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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城乡低保、孤儿生活保障、优抚对象补助及就业补助等。

安排卫生健康支出 9529万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职工和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困难群众医疗救助、计划生育、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支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建

设，不断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安排农林水支出

13729万元，主要用于村干部及村两委补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农村综合改革等方面。

二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继续严格执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制

度，从严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做到非必要不申请新增债券资金。

强化政府债务还本付息预算管理，统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

金财力，安排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16277万元，进一步有效防

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三是全力保障重点支出。落实中央、省、市、区重大决策部

署，突出保障协同发展、结构调整、生态治理等重点事项、重点

领域，充分发挥财政引导、支撑和保障作用，促进经济向高质量

发展。统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用好本级财力和上级转

移支付资金，安排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长城文化产业园及长城

风景道建设资金 27282万元，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安排北部

片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和老旧小区改造等资金 20893万元，持续改

善群众住房条件，提升老旧小区环境面貌；安排关城南路东延伸

和山桥东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4324万元，提升城市品位，

方便群众出行；安排城乡保洁及绿化养护等人居环境改善与维护

资金 5548万元，支持农村厕所改造和城市面貌提升，美化关城

居民居住环境；安排石河、潮河水系治理及橡胶坝维修管护等资

金 7136万元， 提升城市周边水域生态环境；安排大气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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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4084万元，大力推广清洁取暖，让城乡居民尽享绿色暖冬；

安排人民医院业务用房改建及 PCR实验室建设资金 2850万元，

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四）2023年预算执行重点工作

2023年，我们将全面落实“八个开源、四个节流”要求，全

力解决财政收入渠道少、总量低的难题，降低政府债务率，化解

政府债务风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推进财源建设，提升服务经济能力。完善财源建设激励

制度体系，推进重点产业和重点税源企业税收分析，坚持收入定

期监测调度，压实产业主管部门、税费征管部门、地方政府三方

责任，引导各部门培植优质可持续财源。

强化财政资源统筹，提升稳定经济能力。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帮助企业主体纾困解难。抢抓国家支持发展政策窗口期，做好项

目储备和管理，争取上级更大支持。强化预算执行管理，保持政

策执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大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

的支持力度，稳定经济基本盘。

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坚持有保有压，从

严控制一般性支出，确保“三公”经费只减不增，将有限的财力

用在刀刃上，积极支持科技攻关、乡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基

本民生、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中国长城博物馆等重点项目建设。

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提升财政治理能力。一是继续深化预算

绩效管理。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对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的项目

不予安排预算。强化绩效结果应用，对低效无效资金一律削减。

二是健全财政监督体系。建立预算执行动态监控预警机制，对所

有项目资金预算绩效运行情况实行“双监控”。三是促进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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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提质增效。积极推进公募 REITs和旅游产业基金项目，积极谋

划与金融机构合作，拓宽融资渠道，解决我区历史遗留问题。四

是妥善化解政府债务，严格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加强重大政府性

投资项目决策和立项管理，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充分利用地

方债务管理系统，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结果应用，有效前移风险防

控关口，做到对政府债务风险事件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各位代表，做好 2023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

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区人大的监督，认真落实本

次会议有关决议，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推动积极

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促进经济持续平

稳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