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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２０２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４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４日在溧阳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扈军华

各位代表：

我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向大会提出我市２０２３年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４年财政预算 （草案）报告，请予审

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立足经济持续恢

复、向稳向好的基本面，突出 “品质城市攻坚年”工作主

题，担当作为，开拓进取，筑牢兜实 “三保”底线，全面

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为加快打造 “苏南绿色崛起品质城市”

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撑。

一、２０２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２０２３年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０５．０３亿元，

增幅２９．５％。其中：税收收入完成８５．２９亿元、非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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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１９．７４亿元。

２０２３年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１４８．７８亿元，

主要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１３８７６３万元，同口径与上年基本持平。

教育支出２６１３８２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增加１００００万

元，增长３．９８％，主要是中小学教学设备一次性购置。

科学技术支出１４６７４２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增加７９７９９

万元，增长１１９．２％，主要是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增加。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６５６３万元，同口径与上年

基本持平。

社会保障支出１９６０１０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增加２５０４７

万元，增长１４．６５％，主要是一次性记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原有改革试点期间个人缴费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标。

卫生健康支出１５４４３３万元，同口径与上年基本持平。

节能环保支出１５９３１万元，同口径与上年基本持平。

城乡社区支出１９５０９１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增加２３４４３

万元，增长１８．０８％，主要是镇区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增加。

农林水支出１１１８８６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增加１２６２３万

元，增长１２．７２％，主要是加快乡村振兴进程。

交通运输支出２１３８３万元，同口径与上年基本持平。

其他支出３４４７９万元，同口径与上年基本持平。

目前，财政决算编制工作正在进行，待决算编成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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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２０２３年度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２５９．７６亿元 （不

含专项债务转贷收入），主要情况是：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２４３９８６９万元。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１４４０８２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４５００万元。

车辆通行费收入２１５０万元。

污水处理费收入４５５０万元。

２０２３年度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２８７．５８亿元 （含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和调出资金等因素），主要情况是：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２００３４５７万元。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１２４８００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２８５９万元。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１００９万元。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４３９９万元。

债务付息及发行费用安排的支出１０８８５５万元。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６２０５７０万元 （含上年结转）。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２０２３年度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１７８０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支出完成１７８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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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２０２３年度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２１１１２２万元，

其中：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８３９４２万元。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０８３万元。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１０３０６３万元。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１１０３４万元。

２０２３年度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１９１７６６万元，

其中：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７８２９６万元。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１３５４０万元。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８９７４５万元。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１０１８５万元。

各位代表，２０２３年，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实干担当，履职尽责，坚持不懈统筹 “以收定

支”和 “应保尽保”，在着力保障重点支出的同时，实现财

政可持续发展；坚持不懈统筹 “依法理财”和 “改革创

新”，加快建设现代财政管理制度，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坚持

不懈统筹 “高质发展”和 “风险防控”，提高财政运行稳定

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较好地完成了全年财政收支预算任务。

１．更加注重增收节支，财政运行平稳有序

一是加力提效，着力抓好收入组织。强化税收协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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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紧盯目标，压实责任，同时加大财

政政策调节力度，有力促进经济回升向好，收入再上新台

阶，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百亿元，增幅位居常州第一，

高质量发展成效逐步显现。二是精准施策，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效用，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支

持市场主体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意见，打好政策 “组合拳”，

不断降低经营主体税费负担，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助推财源建设提质高效。三是节用裕民，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坚持政府 “过紧日子”常态化，严控非必要、

非刚性、非重点支出，强化预算执行约束，严格预算追加程

序，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关键点紧要处，全力推动好发

展、服务好民生。

２．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全心全意服务民生

一是推动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

年投入超２６亿元，着力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水平。二是加大

社会保障投入。发放 “４０５０”等十类就业困难人群社保补

贴１．３６亿元。大力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财政补助标准，

增幅超３０％。三是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投入超２亿元

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落实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全面

深化医企融合，推动公立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四是支持文

旅产业全面复苏。支持我市城市宣传提升与推广，成功举办

“天目湖马拉松”等品牌赛事，推动城乡文旅融合发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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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聚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持续加大 “三农”资金投入，

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支持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六是推动生

态环境显著改善。累计拨付１．６亿元支持长荡湖围网整治，

保障湖区生态安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３．更加注重提质增效，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坚持财力向下倾斜。稳步落实新一轮市镇财政管

理体制，加大对薄弱版块的倾斜力度，最大程度下沉财力支

持镇区，落实好镇区 “三保”保障。二是多点发力强化监

管。厘清单位存量暂存款，推进结余资金清理消化，开展市

级单位银行账户检查，处理撤销账户存量资金，加大财政资

源统筹。三是创新财政服务模式。通过搭建 “财政＋金融”

政策协同平台，整合风险补偿资金池，增扩富民担保基金规

模，放大财政资金效应，激发社会创业干事的活力。四是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上线全省统一政府采购交易系统，实现采

购业务闭环管理。推行全流程电子化，真正实现开标 “不

见面”、投标 “零跑腿”。深入开展 “财政宣传月”活动，

精准推送惠企政策，为企业做好指引和服务。

二、２０２４年财政预算 （草案）

２０２４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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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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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坚持零基预算，进一步优化支出重点和结构，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节俭办一切事业。坚持依法理财，强化审计

监督、绩效管理与预算编制的有机衔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守底线思维，防范财政运行

风险，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

２０２４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１１２．３８亿元，较上

年度增加７．３５亿元，增幅７％。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预计２０２４年全市体制财力约９７

亿元，其中市本级财力约５４亿元。因政策性支出刚性增长，

市本级共计安排支出９５．７６亿元，需通过调入资金实现收

支平衡。

市本级支出预算 （草案）中主要安排情况如下：

１．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安排１２６０７２万元，同口径较上

年基本持平。

２．公共安全支出安排５０１９９万元，同口径与上年基本

持平。

３．科学技术支出安排４３７１７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减少

４４５１万元，下降９．２４％，主要是涉企扶持政策调整。

４．教育支出安排２１４２９３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减少

７７１７万元，下降３．４８％，主要是中小学教学设备一次性购

置已完成，２０２４年预算不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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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１６３３００万元，同口径较

上年增加１１１２８万元，增长７．３１％，主要是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配套资金增加。

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安排１２７７２万元，同口径

与上年基本持平。

７．卫生健康支出安排７７７００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减少

２８５６万元，下降３．５５％，主要是疫情防控等经费减少。

８．城乡社区支出安排３５３６９万元，同口径与上年基本

持平。

９．农林水支出安排３１７８９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增加

５６０万元，增长１．７９％，主要是加大乡村振兴力度。

１０．住房保障支出安排３７０２９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增

加３７２０万元，增长１１．１７％，主要是新进人员及退休人员

住房公积金和提租补贴补差。

１１．其他支出安排９９０００万元，同口径较上年增加

４３０００万元，增长７６．７９％，主要是化债力度加大。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

２０２４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１１７９００６万元。主要情

况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１１６３９４４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４７４８万元。

车辆通行费收入９９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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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费收入５５００万元。

２０２４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１１７９００６万元。主要情

况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１００８１２１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４７４８万元。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９９６万元。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５５００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４４４９９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１１１３２４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２０２４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５１１９万元，支出预算

为５１１９万元，其中：资本性支出３５３８万元、调出资金９８１

万元、其他支出６００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２０２４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２１０００２万元，支出

预算为２０９６１０万元，全年收支结余３９２万元，累计结余

１６６９６４万元。其中：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９４２５６万元，支

出预算 ８９４０６万元，全年收支结余４８５０万元，累计结余

１３２４５６万元。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预算１７９９２万元，支出预算１８３９６

万元，全年收支赤字４０４万元，累计结余０．３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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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８６０５３万元，支出预

算８９７３５万元，全年收支赤字３６８２万元，累计结余１４５８０

万元。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１１７０１万元，支出预算１２０７３

万元，全年收支赤字３７２万元，累计结余１９９２８万元。

三、凝心聚力、奋勇前进，确保完成２０２４年财政预算

任务

２０２４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做好今年工作任务艰巨、意义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

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

“品质城市突破年”工作主题，切实履行财政职能，持续深

化改革创新，防范化解运行风险，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

态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一）全力以赴做好开源节流，实现财政动态平衡

一是加大收入组织力度。增强宏观形势和收入趋势的

分析研判，跟踪重点行业、重点税源和重大项目推进情况，

着力增强财政收入可持续性。二是强化财政资源统筹。拓展

财力来源，有效盘活各类存量资金，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

金，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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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紧日子”要求，坚持 “三保”支出优先位置，严禁无预

算、超预算支出。四是推进承受能力评估。硬化预算约束，

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实施论证，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促进财

政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集中财力健全社会保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全力

夯实民生保障基础。托底基本民生需求，支持进一步健全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就业创业、养老托育等领域公共服务体

系。聚焦城市发展内涵，重点保障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实

施，推动城市功能和品质不断优化，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

局。大力支持乡村振兴，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

全，推进乡村建设，提升美丽宜居水平。

（三）高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倾力赋能市场发展

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激

发市场活力，做好政策宣传，指导企业应享尽享，实打实地

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着力提升财政政策

引导效能，不断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加大产业创新支

持力度，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

“精准滴灌”，引导更多资源向乡村振兴、科技创新、 “小

微”企业等领域聚集，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共促实体

经济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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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完善债务管理机制，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忧患意识，扎扎实实

做好政府性债务指标调度管控，积极稳妥落实债务风险防范

化解，确保债务规模和债务率稳步下降。聚焦存量消化，持

续加大化债力度，落实落细风险防范措施。强化政府债务限

额及预算管理，完善政府债务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预警机

制，实现政府债券资金使用高效、风险总体可控。严格新增

融资管理，实现对融资平台公司经营性债务的有效管控。

（五）统筹兼顾深化财政改革，健全现代财政体制

持续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促进预算管理、资产管理、

会计核算、财务报告 “一张网”协同，全面提升财政预算

透明度。依托全省资产 “云平台”实行长效化管理，提升

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全生命周期管理水平。建立健全

采购管理机制，更好地服务政采交易主体，助力中小企业发

展。推进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切实用好

绩效管理 “指挥棒”，把钱用在 “刀刃”上。

九万里风鹏正举，新征程砥砺初心！各位代表，２０２４

年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

的监督指导下，戮力同心，勇毅前行，以更大的力度，更实

的举措，做好各项财政工作，奋力推动财政事业迈上新台

阶，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溧阳新篇章贡献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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