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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湖区十九届人大
四次会议文件（19）

关于溪湖区 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4 年 12 月 25 日在溪湖区第十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溪湖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溪湖区 2024 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25 年预算（草案），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攻坚之年，也

是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区财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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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

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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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行动自觉。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大资金统筹力度，优化资

源有效配置，强化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防范化解风险

矛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121,600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0%，同比增长 92.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64,474

万元，同比增长 9.7%；非税收入完成 57,126 万元，同比

增长 1181.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99,500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0%，同比增长 11.7%。

具体支出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931 万元；

国防支出 137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3,228 万元；教育支出

6,277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10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

出 28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315 万元；卫生健

康支出 6,366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8,252 万元；城乡社区

支出 7,584 万元；农林水支出 3,948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542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196 万元，商业服

务业等支出 471 万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5 万元；住房

保障支出 11,035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8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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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他支出 6,804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419 万元；债

务发行费用支出 3 万元。

2024 年总收入为 225,52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21,60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61,304 万元，上年结转

24,016 万元，调入资金 6,655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10,723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224 万元。总支出为

225,52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9,500 万元，上

解支出 83,827 万元，调出资金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70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830 万元，结转下年 32,665

万元。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完成 4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同比下降 97.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3 万

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7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计完成 5,48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同比增长 165.2%。具体情况是：农林水支出 740

万元；其他支出 3,898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839 万元；债

务发行费用支出 3 万元。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总收入为 8,057 万元，其中：政府

性基金收入 40 万元，上级补助 1,795 万元，上年结余 637

万元，调入存量资金 305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5,280

万元。总支出为 8,057 万元，其中：政府基金支出 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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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上解支出 1 万元，调出资金 2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880 万元，结转下年 694 万元。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为 419 万元，其中：上级补

助 236 万元，上年结转 18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

出为 419 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60 万元，

结转下年 159 万元。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为 9,258 万元，其中：保费

收入 2,897 万元，上级补助 925 万元，区级财政补助 5,060

万元，转移收入 325 万元，利息收入 5 万元，上年结余

46 万元。总支出为 9,258 万元。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8,815 万元，转移支出 396 万元，结转下年 47 万元。全部用

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金支出。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4 年初，我区国家审核认定的地方政府债务 79,820

万元，预计 2024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84,964 万元，其中 :

一般债务余额 57,304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7,660 万元。

本年新增专项债券 5,280 万元，上年结余再融资债券 470

万元，本年还本 606 万元。

二、落实区人代会预算决议情况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严格执行区人大十九届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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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预算决议决定，按照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围绕

“三年行动”目标任务，提升财政“精算、精管、精准、

精细”工作水平，狠抓财政预算管理，抓大不放小地组织

收入，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各项工

作成效明显。

（一）服务大局，开源节流，巩固财政保障能力

一是组织收入坚强有力。财税部门通力合作，并肩作

战，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做好税源调查，加强税收预测和

影响税收因素分析，从严堵塞征管漏洞，大力挖掘资源性、

资产性非税收入潜力，实现应收尽收、应缴尽缴。二是减

税降费精准落实。会同税务等征管部门动态掌握“减免缓

退”情况，精准测算资金规模，加强库款资金保障，推动

减税降费等助企纾困政策及时落实落地。让减税降费的

“真金白银”直接惠及企业。三是抢抓机遇争取资金。紧

盯国家和省市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加大向上争取资金力

度。在全区各部门通力合作下，全年获得上级财政转移支

付 63,335 万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 36,365 万元，专

项性转移支付 26,970 万元。有效保障了必保及重点项目

支出需求。四是“三资”盘活挖潜增量。充分挖掘内在潜

力，多渠道盘活存量资金，提升现有资源有效利用。当年

盘活各类存量资金 6,960 万元，合理配置闲置资产 40 件，

节约资产购置资金 14.8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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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兼顾，厉行节约，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持底线思维，提升预

见性、前瞻性、警惕性，确保财政平稳运行。一是基本运

转方面。按照“三保”及刚性支出清单，明确保障范围和

标准，严格遵循保障次序，硬核控制库款保障限额，压实

全流程资金支出监控，清理长期固化的支出需求，从严控

制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全力保障基本运行。全年保工资

支出 16,400 万元，保运转支出 3,080 万元。二是民生保障

方面。坚持有保有压、统筹兼顾、勤俭办事的原则，牢牢

守住“三保”底线。在“保工资、保运转”的基础上，加

大民生投入力度，做到“三个优先”，确保民生各类资金

按时有序支出。全年民生领域投入 71,640 万元，占比 72%。

三是项目安排方面。严格执行“先有预算、再有指标、后

有支出”原则，实行一般性支出项目清单化管理，按轻重

缓急，有明确来源的，按项目进度核拨，无明确来源的，

原则上不予安排，最大限度的压减财政一般性支出。

（三）保障服务，主动担当，稳步提升营商环境

一是深化财政“放管服”改革。严格执行政务公开制

度，及时公开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协助全区各单位发挥公

开主体职能，按时公开政府和 111 家单位预决算信息，公

开覆盖率 100%。二是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强化财税

政策解读宣传，逐步推进“费改税”，发挥税收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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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市场主体行为，让企业轻装上阵。三是规范政府采购

管理。积极落实政策实效，主动作为，推动政府采购应采

尽采。本年监管进入本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项目共

17 个，涉及金额 3,911 万元。

（四）深化改革，创新理念，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坚持“四精”工作原则。制定个性化报表，辅助

日常工作，科学编制“四本预算”，实现“全口径”预算

管理。二是坚持“无预算不支出”原则。规范预算编审程

序，坚持“零基”预算原则，提升预算编制的精准性和高

效性。三是绩效管理改革实现突破。组织预算单位对 2023

年度 69 个部门（单位）整体和 135 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

持续在全过程绩效管理各领域发力，助力我市预算绩效管

理在全省考核排名第二，首次荣获“优秀”等次。

（五）科学检测、实时预警，着力筑牢风险防线

一是建立应急处置机制。依照“三保”风险应急预案，

“监控+防范”双管齐下，保证全年暂付款只减不增。二

是制定《本溪市溪湖区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总体方案》等方

案，开展“大起底”式核查专项行动，重点核查存量债务，

通过双方和解、法院调解、法院判决等方式核销核减 8 笔，

涉及金额 14,812 万元。三是把握上级政策导向，积极争

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280 万元置换地方存量债务，

未来四年可减少偿还债务本金 2,080 万元，每年减少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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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利息 420 万元，减轻了我区偿债压力。

（六）强化监督、规范审批，全面推进监管体系

一是严格国资监管。做好资产划拨、处置及报废资产

非税收入上缴，完成全区资产月报年报汇总上报，履行国

有资产报告制度。二是推进“三资”排查。全年盘活资产

123 件，原值共计 263.66 万元。三是加强财政监督。开展

财政票据专项检查，规范单位经济行为和财会业务，提高

公共服务。

过去的一年，全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区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区人

大监督指导、区政协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全区各部门共同

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财政运行还

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受国内国际形势影响

经济下行、铁矿石价格震荡处于低位，同时为了刺激企业，

国家出台多项减税降费政策，给地方税收增长带来了不小

的压力。我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生产经营依然困难，剔

除税务机关精细化管理一次性收入因素，主要税种自然收

入仍未扭转下降态势；财政非税中一次性收入占比高达

90%，持续增长动力不足。财政支出压力有增无减，刚性

支出逐年增加，乡村振兴、民生事业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都需要财政安排大量资金，化债压力逐年加大，财政运转

更加困难。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采取各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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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以解决。

三、2025 年预算（草案）

我区 2025 年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和省市区有关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提高财政资金绩效，推

进财政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发挥财政

资金的最大效益。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78,330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

成数下降 35.6%；剔除上年一次性非税收入 47,000 万元，

同比增幅 5%。其中：税收收入 62,130 万元，比上年预计

完成数下降 3.6%；非税收入 16,200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

成数下降 71.6%；剔除上年一次性收入，非税收入比上年

预计完成数增长 6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96,980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

成数下降 2.5%。具体安排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808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2,072

万元；教育支出 6,45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44 万元；文

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49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379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4,930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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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9,411 万元；农林水支出 2,026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35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支出 18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9,332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

急管理支出 692 万元；预备费 993 万元；其他支出 23,42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134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 万元。

总收入为 150,73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8,33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0,237 万元，上年结转 32,665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600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900 万元；总支出为 150,73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96,980 万元，上解支出 52,752 万元，债券还本支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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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万元，预计东风 G3 地

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206 万元，主要用于：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 万元；

农林水支出 199 万元，其他支出 493 万元，债务还本付息

支出 511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 万元。

总收入为 1,263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69

万元，上年结转 694 万元。总支出为 1,263 万元。其中：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206 万元，上解支出 57 万元。收

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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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为 395 万元。其中：上级补

助 236 万元，上年结转 159 万元。总支出为 395 万元，均

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为 9,758 万元。其中：保费

收入 2,971 万元，转移支付收入 330 万元，财政补助收入

6,405 万元，利息收入 5 万元，上年结余 47 万元。总支出

为 9,758 万元。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9,313 万元，转移

支出 396 万元，结转下年 49 万元。全部用于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金支出。

四、确保完成 2025 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三年行动”

的决战决胜之年，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区委的工作部署，锚定高质量发

展目标，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优化财源培植，紧扣稳中求进“总基调”。

一是坚持财税联动，加强部门协作和涉税信息共享，

汇聚税源征管合力。二是培育重点税源。关注新增规上企

业和重点存量企业经营情况，及时做好跟踪服务。三是提

升征管效能。强化重点行业综合治税及涉税数据收集分析，

科学预测税收增长点，实现税收征管规范化、科学化。

（二）提高资金效益，服务融入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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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管好“钱袋子”。强化“以收定支”原则，厉行

节约。树立过“苦日子”思想，压减一般性支出，保障重

点领域支出。二是抓牢“钱耙子”。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

联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方向，积极争取各类资金。

三是端稳“秤杆子”。科学合理地运用财政政策，通过财

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三）持续深化改革，准确全面贯彻“新理念”。

一是加快数字财政建设。运用大数据平台、个性化报

表等数字化手段，合理分析财政收支数据。二是落实全程

绩效监控。继续实施预算安排与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结果

挂钩制度，加快构建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三是着力推进

预算精细化管理。做好提早预算谋划，保障预算公开等重

点环节，实行全生命周期预算管理。

（四）筑牢安全底线，着力推动发展“高质量”。

一是着力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健全政府债务常态化管

控机制，积极争取债券资金，消化存量债务。二是全面推

进财政监督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内控制度、政府采购审批、

财政票据和国有资产监管。三是自觉接受监督审查。依法

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指导。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成绩可喜；展望未来，任重道

远！2025 年，全区财政工作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

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大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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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决议，坚定信心、鼓足干劲，以更加昂扬的状态、更具

成效的举措，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美丽新溪湖提供坚实的财

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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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名 词 解 释

一般公共预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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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

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

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

以收定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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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筹集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

做到收支平衡。

财政存量资金：是指当年未实现实际支出的财政性资金，

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资金、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

结余资金、转移支付结转结余资金、部门预算结转结余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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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资金：是指预算安排项目的支出年度终了时尚未执行

完毕，或者因故未执行但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

金。

结余资金：是指年度预算执行终了时，预算收入实际完成

数扣除预算支出实际完成数和结转资金后剩余的资金。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中央或地方财政通过超收收入和

支出结余等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

安排下年度预算时调入并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

的收支缺口。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监督。

“三保”：是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相关支出，

关系到政府履职尽责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地区经济协

调发展的基础，也是维护经济运行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压

舱石”。

预算管理一体化：是以系统化思维整合预算管理全流程，

建立各级财政统一的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将管理规则嵌入信

息系统，构建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制度+技术”的管理机制，

全面提高各级预算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自动化水平。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和团体组织，采取竞争、择优、公开的形式，使用财政性资金，

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方法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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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采购制度则是采购政策、采购方式、采购程序和组织

形式等一系列政府采购管理规范的总称。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目标给予下级政府，并由下级政府按照上级政府规定的用

途安排使用的预算资金。

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制度：是指根据各地区综合财力、“三保”

和其他刚性支出等客观数据，按照统一公式测算，准确反映财

政可承受能力规模和水平，对影响财政承受能力的重大事项实

行动态管理，避免地方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财力，盲目出

台增支政策或项目，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地方债务限额由财政部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总限额内，根据

各地区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并考虑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等需要，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

府债务余额不得突破国务院批准的限额。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由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预算单位举借尚

未还清的政府债务累计额。

“三个优先”：民生预算优先安排、民生专项优先审批、

国库资金优先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