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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文件

青云谱区 2022 年区级总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区级总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3 年 1 月 6 日在青云谱区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林玉江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 2022 年区级总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3 年区级总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区政协委

员和其他列席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2 年区级总预算和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一）区级总预算执行情况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07806 万元，同口

径增长 7.0%。

2022 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23426 万元（含上

级转移支付和各项补助），各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9699 万元，同比下降 9.7%；

国防支出 195 万元，同比增长 2337.5%；（主要是 2022 年

拨付省级经济与国防发展方向资金）

公共安全支出 14376 万元，同比下降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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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 43313 万元，同比增长 1.0%；

科学技术支出 4380 万元，同比增长 0.0%；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6003 万元，同比增长 0.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19 万元，同比下降 17.0%；

卫生健康支出 12475 万元，同比下降 36.3%；

节能环保支出 11285 万元，同比增长 197.4%；（主要是 2022

年拨付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

城乡社区支出 50972 万元，同比增长 28.0%；

农林水支出 1399 万元，同比增长 2.7%；

交通运输支出 53 万元，同比下降 38.4%；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1579 万元，同比下降 46.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001 万元，同比下降 38.2%；

金融支出 0 万元，同比下降 100%；（主要是 2021 年拨付区

金融办工作经费）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25 万元，同比下降 6.0%；

住房保障支出 20352 万元，同比下降 49.6%；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339 万元，同比增长 9.0%；

其他支出 660 万元，同比增长 20.4%；

债务付息及发行费支出 3801 万元，同比增长 29.3%。

2.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9634 万元，其中主要收

入是：保险费收入 5177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4151 万元，利息收

入 57 万元；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0164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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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6433 万元。

（二）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2288 万元，同

比增长 7.3%，各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增值税 10916 万元，同比下降 48.1%；

企业所得税 9092 万元，同比下降 22.9%；

个人所得税 18043 万元，同比增长 268.8%；（股权转让个

税一次性增加区级实得 15053 万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 3731 万元，同比下降 16.9%；

五小税种 9757 万元，同比下降 25.1%；

契税 8637 万元，同比下降 18.2%；

车船税 3211 万元，同比增长 236.9%；（主要是保险公司代

扣代缴车船税增加区级实得 1855 万元）

环保税 8 万元，同比下降 55.2%；

专项收入 1311 万元，同比下降 16.2%；

行政性收费 2108 万元，同比增长 1.7%；

罚没收入 2908 万元，同比下降 40.8%；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9695 万元，同比增长

142.6%；

其他收入 2511 万元，同比增长 5.5%。

2022 年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8895 万元（含上级

转移支付和各项补助），同比下降 7.1%，各主要支出项目完成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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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161 万元，同比下降 6.4%；

国防支出 195 万元，同比增长 2336.4%；（主要是 2022 年

拨付省级经济与国防发展方向资金）

公共安全支出 14300 万元，同比下降 32.6%；

教育支出 43313 万元，同比增长 5.3%；

科学技术支出 4380 万元，同比增长 0.0%；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6002 万元，同比增长 0.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359 万元，同比下降 16.7%；

卫生健康支出 12450 万元，同比下降 35.8%；

节能环保支出 11284 万元，同比增长 197.4%；（主要是 2022

年拨付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

城乡社区支出 48222 万元，同比增长 42.4%；

农林水支出 1399 万元，同比增长 5.6%；

交通运输支出 53 万元，同比下降 38.6%；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1579 万元，同比下降 46.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001 万元，同比下降 38.2%；

金融支出 0 万元，同比下降 100%；（主要是 2021 年拨付区

金融办工作经费）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25 万元，同比下降 5.8%；

住房保障支出 20271 万元，同比下降 49.6%；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339 万元，同比增长 9.1%；

其他支出 660 万元，同比增长 20.4%；

债务付息及发行费支出 3801 万元，同比增长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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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根据 2022 年 12 月 31 日快报填列，按照现行财政

体制计算，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税收返还补助、上级转移

支付补助、调入资金等，减上解上级支出，区本级和青云谱镇、

新经济产业集聚区均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年度决算

编制完成后略有变动，具体平衡情况待市财政局审核我区 2022

年财政收支决算后，再专题向区人大常委会详细汇报。

（三）2022 年预算执行特点

2022 年全区财税部门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

人大的监督指导下，按照“生态人文都市区、产业创新未来城”

的战略定位，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攻坚克难，开拓

奋进，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具体体

现在以下方面：

1.加大组织收入力度，确保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在经济下行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下，我们全面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健全组织收入工作机制，强化收入统筹，确保完

成收入预期目标。一是加强联动重研判。定期开展收入调度，强

化预算执行情况分析，通过税收预测和研判，掌握收入主动权，

为保持财政收入平稳运行打牢了基础。二是突出重点保税源。通

过“阳光驿道”平台，县级领导挂点和属地科级干部走访等具体

举措，全程跟踪辖区内重点税源企业，加强对工地项目的税收跟

踪，确保了各项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库。三是培植财源促增收。

积极培植财源，涵养税源，推动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2022 年，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0.78 亿元，同口径增长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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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预计在全市排位第三，收入质量保持了平稳运行。

2.加大民生支出力度，推动社会事业稳步发展

在强化收入统筹基础上，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加大民生

支出投入力度，全区民生支出达 17.08 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 76.4%。一是有力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不断完善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

发展，加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全年安排教育支出 43313 万

元。二是有力保障社保就业政策落实。大力支持完善社保体系，

重点保障了养老保险、城乡低保、优抚对象、五保供养等各类社

会保障支出，全年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19 万元。三是有

力保障医疗卫生支出需求。强化财政资金保障，有力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筑牢疫情防控屏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支持力度，

提高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全年安排医疗卫生支出 12475 万

元。

3.加大政策兑现力度，发挥财政政策效应作用

我们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打好财政政策“组合拳”，支

持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成长发展。一是实施“财园信贷通”为

中小企业“输血”。全力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增强驻区企业发展活力。全年通过

“财园信贷通”共为辖区内 43 户企业发放贷款 2.1 亿元。二是

加快政策兑现激发企业活力。开展区级涉企资金政策清理兑现工

作，组织符合条件的驻区企业申请上级贴息、专项补助、奖励等

财政扶持资金，全年累计发放各项企业扶持资金约 1.3 亿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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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实租金减免稳住市场主体。为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

认真做好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全年为 272 户从事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且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 1041 万

元。

4.加大财政改革力度，持续提升财政内生动力

坚持守正创新，改革破题。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财政制

度来提高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一是聚焦数字财政建设。切实加

强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应用实施工作，优化环节提高业务办理效

率，实现业务流程全覆盖，财政总预算编制、总预算执行、总会

计核算、单位会计核算等业务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二是聚焦“幸

福江西”建设。出台了《青云谱区在全面建设幸福江西中打造新

时代南昌中心城区新样板实施方案》，明确总体要求、保障措施，

打造完善具有青云谱自身特色的“幸福指数”，梳理出“幸福江

西”六大方面 29 类 174 条工作举措和重点任务，推进“幸福江

西”建设全面实施。三是聚焦营商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江西省政

府采购电子卖场建设，实行零门槛，零交易费入驻。供应商只需

在线上简单提交材料，足不出户即可完成入驻手续。截至目前，

已入驻供应商 465 家，99%为中小微企业。

2022 年，我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但我们也要清

醒地看到全区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入

增长压力加大。受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加上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困难，财政增收难度较大。

二是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在我区财税收入压力剧增的同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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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稳”“六保”、加强城市建管、改善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相

关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财政收支矛盾更加凸显。

二、2023 年区级总预算和区本级预算草案

根据对 2023 年经济形势的分析，全区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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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五届三次全会、市

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和区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

省、市、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积极策应“一枢纽

四中心”建设，紧紧围绕“生态人文都市区、产业创新未来城”

战略定位，牢牢把握“稳住、进好、调优”的原则要求，加强财

政资源统筹，加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约束，提升财政

保障能力，持续改善基本民生，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为促进我区经济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财力支撑。

（一）2023 年区级总预算安排情况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对我区 2023 年国民经济发展的预测，

2023 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 111120 万元，同口

径增长 7%左右。在财政支出上，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科

学编制支出预算，加大支出预算调整力度。按照中央、省、市要

求，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根据 2023

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数，按照现行财政体制测算，

加上所得税返还补助、上级一般转移支付补助、专项转移支付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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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减上解上级支出，2023 年全区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安排 190480 万元。

（二）2023 年区本级预算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3年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95140万元，

同口径增长 7%左右，各主要收入项目预期安排如下：

税收收入 65747 万元，其中：增值税 11882 万元、企业所得

税 9355 万元、个人所得税 18451 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3839 万

元、契税 8859 万元、其他税收 13361 万元；非税收入 29393 万

元。

根据 2023 年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数，按照现

行财政体制测算，加上所得税返还补助、上级一般转移支付补助、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减上解上级支出，

2023 年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安排 177700 万元，预

计支出项目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7196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3415 万元、教育支出 32336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221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04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669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5185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466 万元、城乡

社区支出 27798 万元、农林水支出 300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29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800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00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0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7913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533 万元、预备费 3300 万元，

债务付息及发行费支出 3768 万元，其他支出 14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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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3 年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期目标 11708 万元，

其中两项主要收入为：保险费收入5938万元，财政补贴收入5359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安排 12059 万元，本年收支预

计结余-351 万元，年末滚存预计结余 6048 万元。

（三）2023 年区科工局部门预算

2023 年区科工局收入预算总额 831.03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收入 805.03 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 96.87%；其他收入 26 万

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 3.13%。

2023 年区科工局支出预算总额 831.03 万元，基本支出

211.03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25.39%，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178.0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3 万元；项目支出 620 万元，占

支出预算总额的 74.61%，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 620 万元。

2023 年区科工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805.03 万元，其中

行政运行 177.91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22.1%；住房公积金

7.12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0.88%；其他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

出 620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77.02%。

三、凝心聚力、稳中求进，切实做好 2023 年财政工作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做好财政工

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区财政局将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在区政协的关心支持下，紧紧围绕

“生态人文都市区、产业创新未来城”的战略定位，努力涵养财

源，深化财税改革，加强资金统筹，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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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财力保障。

（一）强化财源建设，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充分挖掘收入潜力，加快培育一批稳定优质财源，强化税源

管控，实现堵漏增收，进一步提高财政增收的质量。一是巩固基

础财源。发挥县级领导挂点服务机制的作用，按片区、属地挂点，

落实责任，加强对全区重点税源企业的走访，及时协调解决企业

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巩固基础财源，增强财政实力。二是

聚集增量财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总部经济落户扎根，利

用全市国企平台扩张的契机，引进大型国有企业分公司等相关企

业在我区注册，培育新的财税增长点，增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三是挖掘潜在财源。积极争取项目税源多缴税收。发挥协税

护税专班作用，加强属地和主管部门通力协作，跟踪市内区外税

源税收；发挥工地专班作用，加强对工地项目的税收跟踪，确保

项目税收应收尽收。

（二）优化支出结构，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开源节流，压减一般性支出。一是优先保障“三保”支出。继续

将“三保”摆在首要位置，全面兜稳兜牢“三保”支出底线，不

留“三保”缺口。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

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二是加强民生保障水平。实现财力向基

本民生领域倾斜，紧扣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持续加大教

育科技、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支持力度，兜牢基本民生底

线，提升全民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三是科学统筹重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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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与上级财政部门对接，争取更多资金支持。加大各类资金整

合力度，盘活存量资金，加快土地出让收益清算，科学调度、统

筹安排，强化库款保障，提升财政保障能力。

（三）提升绩效管理，激发财政运行活力

以不断强化财政管理为抓手，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升

财政管理水平。一是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在巩固预算项

目和部门整体绩效全覆盖工作成果基础上，健全各领域资金使用

绩效评价体系，完善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财政政策调整相

挂钩的机制，加强评价结果应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依托财政直达资金监管平

台，加强对上级直达资金的使用监管，重点落实专款专用、直接

惠企利民、加快资金分配支付进度以及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等工

作，做到常态管理，重点保障，发挥效能。三是加强政府债务风

险管控工作。抓实抓细债务化解工作，按照全区债务化解方案，

落实偿债资金渠道。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完善专项债券项目库，

提高争取债券的精准度，提高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充分发挥地方

政府债券资金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的作用。

（四）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监管水平

坚持以改革创新推动工作落实，进一步提高科学化、精细化

管财水平。一是强化国资国企改革。大力实施区国资国企改革创

新攻坚行动，推进区属国有企业产业结构调整，着力推动改革和

发展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区属国有企业。二是强化投资评审效能。

牢固树立“评审就是服务”的意识，进一步完善投资评审内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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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创新工作方法，强化投资评审电子信息

管理，不断提高评审质量和效率。三是强化财政监督体系。不断

创新监督模式，加大财政监督力度，排查风险点，堵塞管理漏洞，

有效防范各类业务风险。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项目资金、民生

资金的监督，规范会计监督，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各位代表，做好 2023 年财政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在区委、

区政府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区人大的监督和指导，认真听取区

政协意见建议，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