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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示范区 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财政预算情况的报告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把南阳新区高新区鸭河工区官庄

工区财政预决算纳入市本级财政预决算的通知》（宛人常

﹝2012﹞35 号）要求，现将 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提请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请各位

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士提出意见。

一、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

督指导下，示范区紧紧围绕市人大会议批准的财政预算，全面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紧紧围绕加快

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目标任务，深入推进“一二三六十”工作

布局，主动谋划、站位全局，切实增强财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铆足干劲、攻坚克难、确保了各项工作平稳运行。圆满

完成了全年财政预算收支任务。

（一）2022 年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经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 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年初 30000 万元，实际完成 30767 万元，为预算的 102.5%,

同比下降 10%。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641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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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事项，全年

支出预算调整为 115195 万元，实际完成 86492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75.08%。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按照市政府中心城区土地 “六统一”的管理体制，从 2018

年起中心城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全部入市级国库，2022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000 万元，主要为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79080 万元，

执行中因上级补助、结余结转下年使用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190508 万元，实际完成 113344 万元，主要是遗留出让土地入

库资金未清算支出及市级土地收益分成资金结转下年使用。

（二）政府性债务情况

示范区认真落实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决策

部署，稳妥化解存量债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全面化解存量

隐性债务，确保全口径政府性债务风险整体可控，牢牢守住不

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截至 2022 年底，示范区政府

性债务余额 24885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43290 万元，

专项债务余额 205560 万元。

（三）2022 年主要财政工作情况

1.强化收支组织管理，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面对整体经济形势下滑、减税降费政策等多重减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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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积极加强运行情况分析，多措并举抓好收支组织管理，

坚持依法理财、科学理财，切实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严防跑冒

滴漏，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一是加强收入组织。强化收入

形势分析，深入开展综合治税工作，强化征收管理，全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30767 万元，为年初预算 30000 万元的

102.5%，同比减少 10%。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3619 万元，为年

初预算 26000 万元的 90.8%，同比下降 23.2%，税收占一般预算

收入比重达 76.8%；非税收入完成 7148 万元，为年初预算 4000

万元的 178.7%，同比增长 106.2%。

2.大力争取政府债券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

充分发挥牵头作用，加大政策、项目、资金的争取力度。

紧盯债券支持的重点领域，加大项目包装申报力度全年争取债

券资金万元，其中：4 个专项债券项目资金 35000 万元，再融

资债券资金 6500 万元。同时全年累计争取各类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包括棚改补助、教育、社会保障、土地收益返还等）112196

万元，有效缓解区级财政支出压力。

3.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兜牢“三保”底线

紧紧抓住“六稳六保”工作这一核心，优化支出结构，统

筹财力认真落实 “三保”支出要求，兜牢“三保”底线，千方

百计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运转和人员工资、民生政策落实。

4.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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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重点改革任务深入推进，财政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持

续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禁 超预

算、无预算安排支出或开展政府采购，进一步强化了预算约束

力。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在部门预算编制中充分运用零基预算

理 念，着力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部署应用全面完成。

5.坚持加强财政监督，增强财政工作效能

一是加强财政监督。督促各单位规范财务管理行为，严肃

财经纪律，严防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同时强化预算约束，深

入推进财政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公开，细化预决算公开制度，

切实增加预算支出的透明度。二是优化财政资金审批流程。广

泛征求意见建议，并结合实际研究优化了资金审批拨付管理程

序，进一步简化流程，一步审批到位，在资金有保障的前提下

积极协调尽快拨付到位。切实加强了预算资金管理，简化审批

流程，提高资金拨付效率。

二、2023 年预算草案情况

2023 年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我市加

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攻坚之年。科学研判财政 形势，合理

编制财政预算，对于做好各项重点工作、促进示范区经济健康

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2023 年财政收支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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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

全区收支情况：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 34460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5833 万元（返还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

付收入）、上年结转收入 28703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000 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为 83996 万元。按现

行财政体制算账，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 70900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增长 10.5%，加上上解支出 8096 万元， 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支出 6500 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83996 万元。

区级收支情况：2023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安排

25460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 22310 万元，增长 12.1%；非税收

入 3150 万元，增长 108.3%。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计划

63127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增长 12.5%，全部用于安排人员工

资、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和民生惠农项目配套支出。

乡（街道）收支情况：2022 年乡（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计划安排 9000 万元，增长 4.6%，其中：税收收入 4880 万元，

下降 37%；非税收入 4120 万元，增长 177%。乡（街道）按照区

乡财政体制结算，减去上解支出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计

划 7773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减少 3.9%，全部用于安排人员工

资、公用经费及村级运转经费补助等支出。

主要支出科目安排情况：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

排 70900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增长 10.5%，主要支出项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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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180 万元，减少 8.7%；公共安

全支出 27 万元，下降 55.7%；教育支出 31070 万元，增加 25.6%；

科学技术支出 42 万元，增加 500%；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9 万元，增加 209.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589 万元，增加

50.8%;卫生健康支出 5180万元，增加 60.5%；节能环保支出 1632

万元，增长 4084.6%；城乡社区支出 2449 万元，增长 43.3%；

农林水事务支出 3046 万元，减少 7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 466 万元，减少 5.5%；住房保障支出 4319 万元，增加 135.9%；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1 万元，下降 23.9%；债务付息支出

1300 万元，主要为政府一般债券应付利息；预备费 1000 万元；

其他支出 142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示范区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2000 万元，主要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区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将未清算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结余和上级补助等上年结转共计 77080

万元全部安排支出，主要项目拟安排情况如下：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3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安排

征地拆迁补偿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68358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6139

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450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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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未编列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因示范区体制原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

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

险基金在市本级管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在宛城区托

管，因此示范区未编制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二）2023 年财政重点工作

1.提升财政资金精准度

统筹使用有限的财政资源，让财政资金精准发挥效益。一

是强化收入征管，充分利用综合治税平台，加强税收和各项非

税收入征管，加大协护税工作协调力度，坚持依法征管，杜绝

税收跑、冒、滴、漏，努力做到应收尽收。二是积极向上争取

资金，及时与市财政联系，与预算单位沟通，充分利用上级相

关政策，向上争取项目、争取资金。三是强存量资金管理，进

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积极向上争取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保障我区重点项目推进。

2.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在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基础上，不断巩固和

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推进减税降费信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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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政策解读力度，提高纳税人和缴费人政

策知晓度，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让企业和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坚持政府过紧日子

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坚持节俭办一切事

业，坚决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非急需支出， 严控“三公”经

费，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进一

步细化完善支出标准，健全财政支出约束机制，推动过紧日子

要求制度化、常态化。

4.守住“三保”风险底线

坚持“三保”支出在预算安排和库款拨 付等方面的优先顺序，

足额编列预算，确保“三保”不出任何问题。 全面评估各项支出

政策对财政支出的中长期影响，及时调整完善 标准过高的支

出政策，切实提高预算安排与财力状况的匹配程度，防范财政运

行风险。

5.突出改革创新，推进管理执行改革

落实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有关规定，继续调整优化支出结

构，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增强新时代财政统筹保障能力。

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做好项目前期谋划和储备，完善项目

预算分年度安排机制，推动跨年度预 算平衡。推动零基预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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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深入实施，持续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加速预算管

理一体化推广应用，为现代预算管理制度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6.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优先支持在建

项目建设，强化债券资金使用事中、事后监管，持续提高债券

资金使用效益。做好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工作。妥善处置

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积极

稳妥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2023 年示范区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动接受人

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增强创新意识、机遇意识、危机意

识，坚定信心、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努力完成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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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市委坚强领导

和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指导下，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决议，更好发

挥财政职能作用，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为我市奋力打造河南

省副中心城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南阳贡献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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