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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文件十八

关于郏县 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3 年 1 月 31 日在郏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郏县财政局局长 范宗锋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作郏县 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

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县财政系统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

略”，支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落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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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六保”工作任务，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财政运行健

康平稳，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2022 年全县财政收支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30915 万元，增长

9.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91689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 70%。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93429 万元,增长 53.7%。

2022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7414 万元，增长

32.8%。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61463 万元,增长 59.4%。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58692 万元，下降 42.3%。

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79036 万元，下降 56.2%。

需要说明的是，2022 年受房地产行业态势影响，土地出让

收入规模大幅减少。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9037 万元，下降

0.1%。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4299 万元，增长 5.7%。

4.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年初国有资产经营未安排收支预算，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

加安排相应支出，预算支出数为 30 万元。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县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支完成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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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见附表一至附表四。

5.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2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 413869 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 88788 万元，专项债务 325081 万元。截止 2022

年底，我县政府债务余额 38214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88224

万元，专项债务 293916 万元。政府债务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2022 年财政主要工作

2022 年，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目标，严格

落实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履职尽

责、克难攻坚，财政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

1.挖潜增收聚财源。多措并举做大财政蛋糕，提升财政保

障能力。一是加强财源建设。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精准

落实减免税费 1.7 亿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招商引资和

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围绕装备制造、医药制品、绿色食

品等主导产业和乡镇特色产业，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培

育优质税源。二是狠抓组织收入。科学分解收入任务，压实征

管主体责任。坚持综合治税，进一步加大各专业领域税收力度，

重点抓好矿产资源税、水资源税、加油站税收征管。全面推行

非税票据电子化，强化非税收入日常管理。定期召开收入推进

会，密切关注收入动态，及时分析研判，做到“旬保月、月保

季、季保年”，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三是创新征管举措。

开展缴纳商品房契税财政补贴优惠活动，收缴契税 41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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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 4000 余户。对产业集聚区内企业历史欠税行为进行清查，

清收欠税 2600 万元。四是盘活存量资金。常态化开展存量资金

清查，全年收回存量资金 1476 万元。

2.抢抓机遇争资金。主动对接上级财政政策，积极争取资

金支持。一是坚持项目为王，科学谋划包装项目，全年争取上

级政策性项目资金 13.5 亿元，争取债券资金 8.78 亿元，增长

13.7%。二是规范推进 PPP 项目落地实施，进入财政部管理库项

目 5 个、总投资 32 亿元。投资 18 亿元的棚户区改造项目被纳

入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全省首例。三是积极与

省农发行沟通协调，采用“购建贷”融资模式，成功融资贷款

4.5 亿元。四是成功争取河南省美丽乡村重点县试点，获省奖补

资金 1 亿元，全市唯一。五是获得省财政厅优势特色产业重点

绩效考评优秀奖励资金 2000 万元，全市唯一。

3.严控支出保重点。认真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精打细

算、厉行节俭办事业。一是严把预算管理关口。坚持“先预算、

后支出，无预算、不支出”，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不断提升财

政资金配置效率，着力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尤其是

保障了公教人员工资及时发放。二是加强预算投资评审。评审

项目 110 个，送审金额 11.49 亿元，审减资金 1.32 亿元，审减

率 11.5%，节支效果明显。三是严格政府采购管理。发布政府

采购项目信息公告 147 项，采购预算资金 10.17 亿元，实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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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金额 9.69 亿元，节约资金 4812 万元。四是严控国有资产配

置。严格执行资产配置标准规定，从严从紧控制资产购置审批，

杜绝超标准、超数量、重复购置国有资产，减少财政资金浪费。

4.兜牢底线惠民生。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持续推动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政策落实，让每个家庭、每位群

众更加真切的感受到党的温暖、发展的质感。累计投入民生资

金 32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2%。主要有：一是拨付 4100

万元，用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保障全县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二是拨付 13523 万元，用于教育公用经费、困难家庭资助、

校舍维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等，支持教育优

先发展。三是拨付 37359 万元，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田

建设、水利发展、移民后期扶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畜

牧业发展、农机购置补贴等，落实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支持农

业农村生产发展。四是拨付 43514 万元，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城乡居民养老、高龄补贴等，完善推进全民养老体系。五

是拨付 5591 万元，用于乡村两级卫生基本药物补助资金、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等，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六是拨付资金 16342

万元，用于城乡医疗救助、困难群众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

优抚对象补助等，帮扶弱困群体。七是拨付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11436 万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八是拨付上级资金

1436 万元，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馆、图书馆及乡

镇文化站免费开放，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等，促进科技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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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九是拨付上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1476 万元，用于政法办

案经费和业务装备经费，保障全县社会大局稳定。

5.推进改革提效能。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全面推动财

政管理提质增效。一是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依托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实现了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到会计核算的全过程

追踪监管，切实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二是加强预算绩效管

理。组织业务部门和预算单位加强业务培训。落实县级预算绩

效管理办法，建立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管理制度体

系。强化预算绩效目标设置与审核、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应用

和信息公开，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做好预算绩效管理。三

是加强预决算公开。积极推行预决算及时公开，公开 2022 年度

部门预算 69 个、单位预算 185 个；公开 2021 年度部门决算 63

个、单位决算 154 个，打造阳光财政。四是扩大“一卡通”发

放范围。扩大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项目至 56

个，发放资金 29861 万元，惠及群众 122 万人（次）。五是管

好用好中央直达资金。落实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工作机制，加

强直达资金使用管理，81373 万元中央直达资金全部用于“三保”

领域。六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审批资产购置业务 248 笔，金

额 3 亿元；办理资产处置业务 19 笔，金额 1048 万元，特别是

有效处置了茨芭镇、李口镇、安良镇堆积物（红石），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

6.强化监督促管理。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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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安全、平稳运行。一是坚决兜牢“三保”底线。坚持把“三

保”放在财政支出的优先位置，预算优先安排、资金优先拨付、

风险优先化解。二是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加强政府债务限额管

理，“开前门”，依法合规融资举债；“堵后门”，及时监测

政府隐性债务，控增量消存量。2022 年政府债券资金还本付息

2.74 亿元。三是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履行财政监督职责，扎实

开展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惠民惠农资金、教育资金、预决算公

开、会计信息质量等专项检查。认真做好各级巡察反馈问题整

改，积极开展粮食购销领域问题专项整治，确保财政政策有效

落实，财政资金安全规范。

2022 年全县财政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县委、县政府正确领

导、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县人大、县政协以及代表和委员们加强

监督、有力指导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以及全县人民上下同心、

努力奋斗的结果。在此，谨向关心支持我县财政事业发展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各位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我们也要对目前财政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保持清醒

的认识。一是县域经济总量不大、基础不稳，财政增收后劲乏

力，加之受外部环境以及惠企纾困政策短期影响,全县财政收入

稳增长压力较大。二是全省财政直管县改革范围扩大，现金调

度难度加大；再加上民生政策提标扩面，个别 PPP 项目、政府

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新增财力无法满足刚性支出需求，财政

控支出、保平衡压力越来越大。三是在项目资金争取方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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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研究谋划不深、相关准备工作不充分，项目储备不足、

质量不高等问题，导致项目争取的竞争力不强。对此，需要进

一步强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编制好2023 年预算，做好各项财

政工作，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跨越赶超争先晋位、维护全县社会

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2023 年财政工作指导思想

做好今年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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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县经济工作会和财政工作会议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高

质量发展跨越赶超争先晋位目标，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积

极服务和融入全县发展大局。培植涵养财源税源，提升财政收

入质量，壮大可用财力；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预算绩效管

理，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提升财政保大事要事能力；加强

财政监督，严肃财经纪律，严守“三保”底线，有效防范财政

运行风险，拉高标杆、埋头苦干，全力推动财政工作上水平、

出重彩，为建设“产业兴、城镇强、乡村美、治理优、百姓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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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郏县贡献财政力量、财政担当。

（二）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实行预算资金统一管理，提高预算支

出精准度。要坚持实行“零基预算”和“收支平衡，量力而行”

的原则，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

一般性支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全

县预算收支安排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44000 万元，与 2022 年完成

数相比增长 10%；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71961 万元，同

口径增长 1.8%。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80900 万元，与 2022 年完成

数相比增长 24%。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44749 万元，

同口径增长 3.3%。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5815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安排 193700 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20913 万元，增长 1.3%；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4578 万元，增长 8.8%。

2023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草案）、县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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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草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

排情况（草案）、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草案）见

附表五至附表八。

2023 年全县财政收支预算是指导性的，各乡镇、街道要根

据全县收支预算安排，认真编制好本乡镇、街道收支预算。

（三）2023 年财政重点工作

1.坚持强基固本，在培植壮大财源上提质增效。坚持“工

业立县、产业强县”战略，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全力拼经济、

稳增长，不断增强自我“造血”能力。一是大力支持产业提能

升级。紧紧围绕主导产业，以“一区四园”为主要空间载体，

深入实施“四大行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认真研究财源建

设奖励扶持政策，年内培育 10 家县本级纳税额 1000 万元以上

的生产性企业。二是落实减税退税降费政策。充分释放政策红

利，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和增加现金流，用政府收入的“减法”

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为经济发展

蓄能。三是用好政府投资基金。加强与省财政厅基金办的对接

和合作，依托自身产业优势，积极包装推荐项目，发挥好政府

性基金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拉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经济

社会发展，厚植财政增收基础。

2.坚持做大做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聚集动能。一是做

大收入基本盘。坚持组织收入全县“一盘棋”思想，强化综合

治税，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查找征管薄弱环节，改进征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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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督促各执收单位依法依规抓好非税收入征管，做到依法

征收、应收尽收。二是做优争资先手棋。坚持“项目为王”，

树立“跳起来摘桃子，跑起来争资金”的理念，认真研究加力

提效的积极财政政策，配合督促相关部门谋划包装项目、“赴

省上京”争取资金，全年拟争取上级政策性项目资金 13 亿元。

用足用好专项债券政策，提高专项债券项目申报质量，全年谋

化储备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80 个以上，储备债券资金需求 70 亿

元以上，争取债券资金 10 亿元以上。三是做实支出保障线。坚

持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强化“三公”经费管理，从严控制一般

性支出。清理盘活存量资金、资产，加大资金统筹使用力度，

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兜紧兜牢“三保”底线，确保公教人员

工资及时发放，重点民生和民生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保障有力。

3.坚持底线思维，在防范重大风险上有力有为。坚持把安

全作为发展的前提，坚守底线思维，全力防范化解风险。一是

严防“三保”风险。坚持“三保”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

严格规范财政库款管理，严控财政暂付款增量、消化存量，严

防财政运行风险。二是严控债务风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完善政府债务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坚决杜绝

新增隐性债务，大力化解存量债务。三是严格管理风险。扩大

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扎实推进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依法接

受人大、审计监督，促进多种监督协同发力，保障财政资金使

用安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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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管控结合，在推进管理改革上再开新局。一是全面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深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实现

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结果有评价，评价结

果有应用的一体化全流程管理。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

体系，建立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大绩

效公开力度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

必问责。二是严格财政监督管理。强化财政直达资金管理，严

格落实日常监督，确保直达资金“一竿子插到底”。持续优化

政采领域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水平。继续加

大财会监督检查，规范财务管理。主动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政府

债务、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服务人大代表依法履行审查监督

职责。三是深化国有融资平台公司改革。持续推动国有投融资

公司转型升级，系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整合全县优质资源纳

入平台公司管理，增强造血功能，支持鼓励平台公司依法开展

各类经营性业务，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

各位代表！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站在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起点，做好2023年的财政工作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主动接受县人

大、县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更加

强烈的责任担当，更加过硬的能力作风，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以竞技状态、奋进姿态，朝着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跨越赶超争

先晋位新篇章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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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收

入完成数

2022年收

入完成数
增长% 项 目

2021年支

出完成数

2022年支

出完成数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120010 130915 9.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255933 393429 53.7

一、税收收入 81863 91689 12.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4457 38241 11.0

增值税 25331 24440 -3.5 二、国防支出 148 48 -67.6

企业所得税 3903 3109 -20.3 三、公共安全支出 8493 10969 29.2

个人所得税 1176 893 -24.1 四、教育支出 43708 58860 34.7

资源税 12447 5093 -59.1 五、科学技术支出 9769 11630 19.1

城市维护建设税 2413 2178 -9.7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061 3597 -11.4

房产税 2513 4789 90.6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526 47628 0.2

印花税 646 871 34.8 八、卫生健康支出 41178 30519 -25.9

城镇土地使用税 5488 5937 8.2 九、节能保护支出 3191 6164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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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税 3017 10670 253.7 十、城乡社区支出 13567 85235 528.3

车船税 1349 1587 17.6 十一、农林水支出 30213 49734 64.6

耕地占用税 10933 3518 -67.8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6603 13403 103.0

契税 6934 22299 221.6 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357 12404 814.1

烟叶税 5621 6099 8.5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9 766 381.8

环境保护税 90 205 127.8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434 5999 146.5

其他税收收入 2 1 -50.0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 4837 9658 99.7

二、非税收入 38147 39226 2.8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50 1273 95.8

专项收入 2295 2099 -8.5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662 3627 447.9

行政事业性收费 2443 8796 260.0 十九、其他支出 192 673 250.5

罚没收入 3395 3637 7.1 二十、债务付息支出 2728 3001 10.0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8587 20404 -28.6

捐赠收入 1089 3522 223.4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59 767 196.1

其它收入 79 1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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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022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收

入完成数

2022年收

入完成数
增长% 项 目

2021年支

出完成数

2022年支

出完成数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58287 77414 32.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226758 361463 59.4

一、税收收入 20140 38188 89.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172 21458 6.4

二、非税收入 38147 39226 2.8 二、国防支出 148 48 -67.6

专项收入 2295 2099 -8.5 三、公共安全支出 8493 10969 29.2

行政事业性收费 2443 8796 260.0 四、教育支出 43708 58860 34.7

罚没收入 3395 3637 7.1 五、科学技术支出 9769 11630 19.1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8587 20404 -28.6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001 3597 -10.1

捐赠收入 1089 3522 223.4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6429 45794 -1.4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59 767 196.1 八、卫生健康支出 40671 30160 -25.8

其它收入 79 1 -98.7 九、节能保护支出 2256 5462 142.1

十、城乡社区支出 8919 81729 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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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农林水支出 23592 44889 90.3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6603 13403 103.0

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117 9189 722.6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9 766 381.8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434 5999 146.5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 4091 8943 118.6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50 1273 95.8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662 3627 447.9

十九、其他支出 156 666 326.9

二十、债务付息支出 2728 300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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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收入

完成数

2022

年收入

完成数

增长% 项 目

2021 年

支出完

成数

2022年

支出完

成数

增长%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858 743 -60.0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7 2 -94.6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86 250 -12.6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37 2 -94.6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96583 56321 -41.7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8 312 -31.9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562 1350 -47.3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400 312 -22.0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458 28 -93.9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58

三、城乡社区支出 142560 52677 -63.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96673 45548 -52.9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65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2 1219 5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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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45700 5910 -87.1

四、其他支出 32683 18512 -43.4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1500 17726 -43.7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183 786 -33.6

五、债务付息支出 4724 7533 59.5

收入合计 101747 58692 -42.3 支出合计 180462 79036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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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完成数 2022 年完成数 增长%

一、收入 19058 19037 -0.1

其中： 1、保险费收入 4826 4874 1.0

2、利息收入 809 694 -14.2

3、财政补贴收入 12869 1948 -84.9

4、委托投资收益 540 -100.0

5、其他收入 1

6、转移收入 14 12 -14.3

7、上级补助收入 11508

二、支出 13524 14299 5.7

其中： 1、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3508 14299 5.9

2、其他支出

3、转移支出 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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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2023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表（草案）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收入完

成数

2023 年

收入预

算数

增长% 项 目

2022 年同

口径支出

预算数

2023 年

支出预

算数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130915 144000 1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267063 271961 1.8

一、税收收入 91689 100486 9.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6539 36600 0.2

增值税 24440 26892 10.0 二、国防支出 29

企业所得税 3109 3407 9.6 三、公共安全支出 11219 11496 2.5

个人所得税 893 898 0.6 四、教育支出 59821 60034 0.4

资源税 5093 5580 9.6 五、科学技术支出 213 216 1.4

城市维护建设税 2178 2384 9.5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447 2500 2.2

房产税 4789 5247 9.6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0536 45403 -10.2

印花税 871 952 9.3 八、卫生健康支出 18826 21012 11.6

城镇土地使用税 5937 6505 9.6 九、节能保护支出 1720 1734 0.8

土地增值税 10670 11691 9.6 十、城乡社区支出 11933 17361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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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税 1587 1739 9.6 十一、农林水支出 35470 36860 3.9

耕地占用税 3518 3864 9.8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11014 11395 3.5

契税 22299 24416 9.5 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937 945 0.9

烟叶税 6099 6685 9.6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69 520 -8.6

环境保护税 205 226 10.2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521 4594 1.6

其他税收收入 1 -100.0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 5953 6253 5.0

二、非税收入 39226 43514 10.9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494 2280 -8.6

专项收入 2099 2577 22.8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88 1718 1.8

行政事业性收费 8796 9347 6.3 十九、预备费 5000 5000

罚没收入 3637 4529 24.5 二十、其他支出 3161 3000 -5.1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0404 23056 13.0 二十一、债务付息支出 3002 3011 0.3

捐赠收入 3522 3000 -14.8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767 1000 30.4

其它收入 1 5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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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2023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表（草案）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收入预

算数

2023 年

收入预

算数

增长% 项 目

2022 年同

口径支出

预算数

2023 年

支出预

算数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65250 80900 24.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236898 244749 3.3

一、税收收入 27320 37386 36.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474 20122 3.3

二、非税收入 37930 43514 14.7 二、国防支出 29

专项收入 2605 2577 -1.1 三、公共安全支出 11219 11496 2.5

行政事业性收费 3500 9347 167.1 四、教育支出 59821 60034 0.4

罚没收入 4005 4529 13.1 五、科学技术支出 213 216 1.4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5130 23056 -8.3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447 2500 2.2

捐赠收入 2000 3000 50.0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9671 44337 -10.7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640 1000 56.3 八、卫生健康支出 18412 20491 11.3

其它收入 50 5 -90.0 九、节能保护支出 1720 173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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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乡社区支出 7170 13794 92.4

十一、农林水支出 29069 32135 10.5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11014 11395 3.5

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937 945 0.9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69 520 -8.6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521 4594 1.6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 5296 5398 1.9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494 2280 -8.6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88 1718 1.8

十九、预备费 5000 5000

二十、其他支出 3161 3000 -5.1

二十一、债务付息支出 3002 301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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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表（草案）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收入预

算数

2023 年

收入预

算数

增长% 项 目
2022 年支出

预算数

2023

年支出

预算数

增长%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400 1000 -28.6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07 1784 61.2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450 450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002 1570 56.7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6200 54550 -17.6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105 214 103.8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500 2000 -20.0 二、城乡社区支出 120503 129472 7.4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160 150 -6.3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9743 53032 33.4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1400 1000 -28.6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450 45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3000 2000 -33.3

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160 150 -6.3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75750 7284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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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林水支出 34 53 55.9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34 53 55.9

四、其他支出 30250 52890 74.8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28500 51073 79.2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750 1817 3.8

五、债务付息支出 6661 9501 42.6

收入合计 70710 58150 -17.8 支出合计 158555 19370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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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表（草案）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预算数 2023 年预算数 同比增长%

一、收入 20642 20913 1.3

其中： 1、保险费收入 4921 4984 1.3

2、财政补贴收入 1141 2369 107.6

3、集体补助收入

4、利息收入 787 788 0.1

5、委托投资收益 1188 625 -47.4

6、转移收入 12 14 16.7

7、其他收入

8、上级补助收入 12593 1213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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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 13398 14578 8.8

其中： 1、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3050 14221 9.0

2、丧葬补助支出 331 346 4.5

3、转移支出 17 11 -35.3

4、其他支出



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秘书处 2023 年 1 月 30 日

（共印 65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