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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8）

2022
2023

──2023年 1月 9日在凤县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凤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大会提交凤县 2022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以审议，并请县政协

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宝贵意见。

一、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及社会

各界的监督支持下，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引领，扎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六稳”“六保”任务落实，保持提质增效良好态势，

圆满完成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确定的财政收支预算任

务，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财力保障。

（一）财政收支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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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我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预算为 20621万元，实际完成 23236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13%，

同比增长 7%，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5101万元，占比 65%。争取

上级各项补助收入 140728万元（其中:税收返还性收入 934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 7083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68961万元），加上

上年结转 2377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4645万元，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3416万元，调入资金 12524万元，全县总财力为 19692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2004万元，同比增长 6%，加上上解

支出 1058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9319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2615万元，全县总支出 194996万元，收支结余 1930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1720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227%，争取上级补助收入 688 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9700

万元，加上调入资金 1110万元，上年结余 3174万元，政府性基

金总收入 36392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28521万元，债务还本支

出 42万元，调出资金 4935万元，基金结余 2894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7385万元，占年初预算 20266

万元的 86%，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712万元，占年初预算 7380万元的 77%，主要原因为:一方面缴

费收入减少，2022 年缴费总人数由上年 29923 人下降至 28741

人，减少 1182人；缴费人数最集中的 500元档次，由上年 2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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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下降至 22135 人，减少 2387 人。另一方面 11 月、12 月上级

补助资金未完全到位。第三方面 2022年度委托投资收益和计生

家庭享受新农保补助资金暂未到账。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1673万元，占年初预算 12886万元的 91%，

原因为统筹专户资金发放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16461万元，占年初预算 15917万元的 103%，其中：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686万元，占年初预算 3468万

元的 106%；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2775

万元，占年初预算 12449万元的 103%。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我县本级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022年争取上级补助 17万

元，加上上年结转 3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总收入 51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支出 39万元，结转下年 12万元。

5.政府性债务余额情况

2022年年初，我县政府债务限额 197338万元，年内新增 25245

万元，年末政府性债务限额为 222583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105856万元，专项债券 116727万元。2022年年初，我县政府债

务余额 186607万元，年内省财政代我县发行债券 34345 万元，

其中：一般债券 5545 万元，再融资债券 9100 万元，专项债券

19700万元。偿还债券 9361万元。2022年年末，我县政府债务

余额 211591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96440万元，专项债券 115151

万元，均在上级下达限额之内。

6.“三保”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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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三保”支出预算 84474万元，实际支出 85057万元，占

年初预算的 101%，其中：保工资支出 55887万元,保运转支出 5884

万元，保民生支出 23286万元，2022年“三保”支出全部保障到位。

（二）2022年财政主要工作

1.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经济大盘稳中向好。一是减税退税并

举，助力企业纾困。重点聚焦我县龙头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小

微企业发展，坚持制度性措施和阶段性安排相结合，实施减退税、

缓缴税政策，全年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5326万元，其

中“退”（增值税留抵退税）2314万元，“减”（新增减税降费）2078

万元，“缓”（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934万元，切实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二是多渠道多方向，全力争取资金。

深入分析研判，准确把握中省市政策扶持方向、资金投入导向与

我县发展的结合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资金争取，2022 年全县共

向上争取资金 180450万元，较上年 167704万元增长 8%，其中：

均衡性转移支付 40076万元，较上年增加 2756万元；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 5829万元，较上年增加 962万元；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 672万元，较上年增加 283万元；

新增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621万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补资金

675万元。三是债券靠前发力，扩投资稳大盘。进一步落实积极

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债券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带动扩

大有效投资。2022 年我县共争取到 5 个专项债券项目 19700 万

元，其中新增项目 4个，分别为：凤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1000

万元，凤州园区标准化厂房三期 4000万元，留凤关循环经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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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7100万元，妇幼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服务能力提升 2600万元，续发项目 1个为植物提取产业

园建设 5000万元；争取一般债券 5545万元，用于双石铺中学整

体迁建 4419万元，县城至凤州段水生态治理与保护提升 1000万

元，洞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126万元；争取再融资债券 9100万

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

2.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全年民生支出

153484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4%。一是不断健全公共

卫生体系。全年共安排财政资金 13033万元，全力保障常态化疫

情防控支出，切实推进医疗救治、防疫消毒、发热门诊改造、诊

疗设备购置和疫苗接种工作。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大公共

卫生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投入，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提

升医疗服务质量。二是大力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政策，安排 860

万元，扩大创业担保贷款规模，实施“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等

援企、稳岗、扩就业举措，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三是坚持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计划三年内投资 21346万元，实施双石铺中

学整体迁建项目，切实解决县城学校入学难、大班额、生均面积

不足等问题。安排 246万元教育质量提升资金，全力打造名师、

名校长队伍，不断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安排 23551万元，保障城

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落实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完善职业教育

体系，不断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高质量教育。四是充分完善多

层次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安排 19256万元，稳步提高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足额保障残疾人补贴，重点优抚对象定期补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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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落实优化生育政策，县城幼儿园均实现 2-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全覆盖，新民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实现社会化运营，“一老一小”

普惠养老托育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深入推进殡葬改革发展，县殡

仪馆、城市公益性公墓建成投用。五是全面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安排 924万元，支持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文化传承地建设，保障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站）、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不断丰富群众性

文化活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六是以全方位实际践行“两

山理论”。安排生态环保资金 16054万元，保障秦岭生态避灾搬

迁，秦岭区域小水电站拆除，秦岭 1500米以上退出矿山生态环

境恢复治理，水生态治理与保护提升，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设施

完善等重点项目支出，做好污水处理厂和第二污水处理厂、8个

镇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大力助推生态文明建设，保持

绿色发展优势。七是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安排各类资金49290

万元，全力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凤羌大道绿化美化，凤凰湖基础

设施提升，水毁市政基础设施修复，国省道水毁修复，雪亮工程

等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乡综合承载能力，

统筹协调发展，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3.强化产业资金支撑，激活县域发展动能。一是推动产业转

型，筑牢绿色根基。安排 4011万元用于工业和园区发展，推进

传统实体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崛起壮大，加大矿山企业技改

扩产力度，优化改造选矿工艺，突出延链补链，壮大现有铅锌冶

炼深加工、尾砂综合利用等循环产业链，系统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和尾矿库综合治理，助力县域经济绿色振兴、高质量发展。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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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扶持力度，强化创新提效。安排 500万元用于支持 1.5万吨

铜箔项目科技创新,安排 200 万元用于鼎川织业基础设施建设及

技术科技创新,支持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创新升级、加

速成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是助推乡村振兴，巩固特色农

业。安排 18886万元用于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丰富特色农业。

构建“椒、麝、蜜、药、菌”等特色产业链，健全研发、生产、加

工、仓储、物流、交易等链条，实现农业“产加销”一体化发展。

支持麝草堂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村级中药材种植、林麝养殖、安

沟村特色农产品种植示范园等 10个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构建主

导产业突出、特色产业丰富、供给质量优良的现代农业产业格局。

四是打造旅游品牌，提升旅游效益。安排 5386万元旅游发展资

金，全面保障旅游品牌创建、文艺表演等九个方面重点支出，支

持古羌文化园演艺中心提升改造，凤凰主雕光影艺术秀配套设施更

新，《凤飞羌舞》升级改版，成功举行微马赛、门球赛、大学生音

乐节等 10余项赛事活动，纪念“两当兵变”90周年、古凤州生态民

俗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圆满开展，为县域旅游服务标准化、品牌化提

供了强力保障。

4.全面深化预算改革，推动管理提质增效。一是规范预算评

审，优化预算编制。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印发《凤县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健全评审机制，优化评审流程，

细化评审标准，明确重点审查事项。2022 年纳入绩效目标管理

的县级项目支出金额为 15830万元，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 100%

全覆盖。对 177个预算项目实施了定性、定量审核，经过审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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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退回项目 11个，审减项目 32个，审减资金 130余万元。强

化结果运用，将评审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单位

预算项目及预算规模的优化调整，单位预算编制更加精准、科学。

二是聚焦事中纠偏，强化预期目标。在全县预算单位年度整体支

出绩效自评全覆盖的基础上，采用财政评价与第三方评价相结合

的方式，对资金量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卫

生健康、生态环保等民生领域的 21个重点项目开展事中绩效评

价，评价资金总量 24189万元，重点监控预算执行进度、绩效目

标实现程度等，及时发现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对支出进度慢或偏离目标的项目进行督促整改，确保绩效目标如

期实现。三是严控会计质量，强化监督检查。坚持依法行政，严

格按照财政监督程序，对我县 130多家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财

务制度执行、财政云运行、资产管理和政府采购等情况分阶段、

分步骤开展会计监督检查工作。深入分析研判，形成检查报告和

处理意见 105份，下发整改通知 20余份，督促整改问题 30多个，

进一步强化财政监督检查的影响力、威慑力，不断提升我县会计

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实效性。

5.强化重大隐患化解，筑牢财政风险防线。一是精细统筹财

力，兜牢“三保”底线。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

性支出，坚决保障“三保”需求，预算安排不留硬缺口。2022年度

工资福利和个人支出较上年增加 10368万元（足额预算 2021年

度绩效奖金和 2022年度基础绩效奖金，落实新招录公务员及事

业人员工资待遇等），在可用财力有限、刚性支出大幅增加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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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县财政不断加大资金统筹力度，确保各项工资性支出及时

足额落实，全县机构正常运转，民生政策得到有效保障。二是完

善内控制度，科学调度资金。严格落实财政国库风险防控规定和

要求，强化库款信息动态监控，及时掌握财政库款的流入、流出

和余额变动情况，合理控制库款规模，科学调度资金，增强库款

保障水平。打通财政数据互联共享，严格执行对账制度，做到财

政部门与预算单位、税务部门、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之间按月对

账，保证各账套会计数据完整准确，夯实了财政管理基础工作，

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三是强化风险意识，防范债务风

险。把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提前在 10月份完成了全年隐性债务化解任务。进一步加强日常监

管，提前介入重大项目建设，夯实建设内容和投资总量，对植物提

取产业园建设和凤县新兴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项目实行

全过程项目管理和全过程跟踪审计，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2022 年，财政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预算执行情况总体

良好，是县委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监督指导、大力支持的

结果，是各镇、各部门、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全体财

税干部奋力拼搏的结果。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作

中存在的困难和挑战：县域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收入结构单一，

新兴财源规模不足，财政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困难大；新增工资、

重点民生保障、县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刚性支出大幅增加；

2023 年起，专项债券还本进入高峰期，偿债压力剧增，财政收

支矛盾亟待化解。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将在 2023年的工作中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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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逐步加以克服解决。

二、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及重点工作

按照县委全委会的部署要求，2023 年我县财政工作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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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

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入实施“凤凰计划”，做实民生“五

本账”，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为奋力谱写凤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财力保障。

目标任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166万元，同口径增长 6%；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14366万元，民生支出达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0%以上。

（一）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

1.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计为 118561万元，其中：县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166万元（税收收入 15708万元，非税收

入 8458万元），同口径增长 6%。一般性转移支付 78512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 13019 万元，税收返还 934 万元，上年结余 1930

万元。全年总支出 11856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4366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36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3835

万元，收支相抵后，预算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为 5507万元，上年结转 28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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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补助收入 22万元，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8423万元，按照收支

平衡和对应安排的原则，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423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为 21792万元，其中：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6466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 15326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为 19510万元，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335万元，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5175万元。收支相抵后，当

年结余 2282万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县级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支出 12万元，系上年结转。

（二）2023年财政重点工作

1.强化收入支出管理，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一是加强收入征

管。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变化，健全收入监控、分析、预测机制，

突出对重点行业、重点税种、重点企业的收入监控，堵塞征管漏

洞，深入推进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涵养税基，培植财源，多渠道

挖掘增收潜力。在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前提下，依法加大

税收征缴力度，切实做到应收尽收，确保收入稳步增长。规范非

税收入征收范围和执收行为，加强政府性基金、国有资产收益等

非税征缴管理，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的完整性。二是全力争取资金。

把向上争取资金作为全年重点工作，明确责任目标，提前布局谋

划。深入研究中、省、市政策，找准上级扶持投向，对口包装项

目，提高争取项目和资金的成功率。建立全方位信息渠道，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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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向上对接，及时掌握项目动态，确保项目入库落地。开发陕

西首家项目台账分析系统，2023 年投入使用后，可全面收集、

整理分析全县所有单位项目储备、申报、实施全过程信息，实时

反馈项目进展情况，助推争取资金工作再上新台阶。三是加快财

政支出。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把过“紧日子”作为常态化要求，

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取消低效

无效支出，足额保障“三保”支出，着力支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

社会事业发展。做好资金调度，及时拨付资金，提高专项资金使

用效率，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加大财政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定期

清理各类沉淀资金，收回的存量资金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重点

领域支出，尽早发挥资金效益，不断增强财政资金保障能力。

2.助力产业壮大提效，着力稳定经济增长。一是加大支持力

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调控功能和资金杠

杆作用，引导资本、资源向重点、关键领域聚焦，促进市场经济

主体发展。从降成本、扩需求、优服务三大方面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紧盯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精准施策，坚决打好支持企业技改、

援企稳岗、减税降费、贷款贴息等财政政策“组合拳”，促进县域

经济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二是助推特色产业。坚持不懈推进特

色产业发展壮大，围绕县域主导产业，支持打造特色优势明显、

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积极发挥财政

职能作用，聚焦现代特色发展新需求，多渠道筹措资金，不断完

善政策体系，大力实施特色产业增效工程。三是加速项目建设。

聚焦县委、县政府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重大改革，科学配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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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源，支持签约项目加快落地、重点产业快投快建、重点项目

前期建设，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力以赴

抓调度、抓速度、抓进度，激发企业增产增效内生动力，推动项

目落地“跑出”加速度。

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发展壮大乡

村产业，统筹部署、协同推进，抓住重点、补齐短板，全面推进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统筹财政资金，充分落实产业帮扶政策，抓紧抓好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做好“土特产”文章，

依托农业农村资源禀赋，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

值要效益，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强化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财政扶持，严格执行国家粮

食补贴政策，全面兑现农机具购置补贴，及时拨付国家耕地地力

保护资金，足额配套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推进灾害防

治预警体系建设，发挥好政策性农业保险作用，提升农业防灾减

灾能力。完善县级粮油储备制度，确保县级储备保管费用、贷款

利息和轮换费用足额安排、及时拨付、规范运行，进—步提升储

备粮管理规范化水平，切实维护全县粮食流通秩序、稳定全县粮

食市场。

4.聚力财政改革攻坚，提升运行管理实效。从预算编审、预

算支出、预算执行各个环节把关，不断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协调整合财政部门内部力量，前移监

督关口，加强事前绩效评估，强化绩效源头管控，防止设立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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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无效项目，全面编制和审核绩效目标，精准定向，发挥约束

作用。推动事前事中绩效管理呼应联动，动态实施事中绩效监控，

在项目评审、政府采购、资金支付上敢于唱黑脸、求实效，及时

纠偏纠错，提升绩效运行管理实效。围绕乡村振兴、污染防治和

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绩效监督检查，最大限度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绩效。

5.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财政平稳运行。着力统筹发展和

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持续规范财政库款和银

行账户管理，合理安排支出顺序，提高资金拨付效率，严防资金

支付风险。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压紧压实债务单位化债主

体责任，采取盘活存量资金、加大资产处置力度、调整支出结构

等方式，多渠道、实打实化解，确保完成 2023年化债目标任务。

牢固树立底线和“红线”意识，彻底杜绝违法违规举债，坚决遏制

新增隐性债务，健全政府债务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化债不实、

新增隐性债务的单位严肃问责，坚决守住政府债务风险底线。

各位代表，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财政工作目标明确、任务繁重、使命在肩。我们将在县委

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展现新气象，全力抓好

财政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凤县一般公共预算2022年执行情况及2023年预算表
01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2年
预算数

2022年调
整预算数

2022年
执行数

2023年
预算数

预算科目
2022年
预算数

2022年调整
预算数

2022年
执行数

2023年
预算数

一、税收收入 15,878 15,101 15,101 15,70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026 16,846 16,846 14,209

　　增值税 7,500 5,885 5,885 6,122 二、外交支出

　　企业所得税 640 834 834 867 三、国防支出 90 47 47 5

　　企业所得税退税 四、公共安全支出 4,675 5,576 5,576 4,586

　　个人所得税 380 319 319 332 五、教育支出 23,215 23,797 23,797 20,690

　　资源税 2,860 3,221 3,221 3,350 六、科学技术支出 1,230 1,878 1,878 90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00 1,023 1,023 1,064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146 5,386 5,386 3,928

　　房产税 510 626 626 651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279 20,116 20,116 18,699

　　印花税 420 397 397 413 九、卫生健康支出 9,136 13,033 13,033 7,970

　　城镇土地使用税 321 473 473 492 十、节能环保支出 6,500 16,054 16,054 3,770

　　土地增值税 120 218 218 227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8,652 9,312 9,312 5,639

　　车船税 258 278 278 289 十二、农林水支出 20,093 33,601 33,601 20,577

　　耕地占用税 1,353 1,244 1,244 1,294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3,809 6,377 6,377 3,573

　　契税 286 569 569 592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765 945 945 856

　　烟叶税 30 14 14 15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34 766 766 1,027

    环境保护税 十六、金融支出

　　其他税收收入 十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15 11,146 11,146 1,543

二、非税收入 4,743 8,135 8,135 8,458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 3,542 10,823 10,823 3,429

　　专项收入 1,760 1,689 1,689 1,757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10 226 226 56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82 1,802 1,802 1,874 二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154 2,594 2,594 1,310

　　罚没收入 680 888 888 924 二十一、预备费 2,000 1,30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1 820 820 853 二十二、其他支出 230 250 250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000 2,601 2,601 2,702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3,100 3,215 3,215 1,094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90 305 305 317 二十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0 16 16 15

　　其他收入 30 30 31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20,621 23,236 23,236 24,166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22,511 182,004 182,004 11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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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表
02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3年预算数 预算科目 2023年预算数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24,166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14,366

上级补助收入 92,465 上解上级支出 360

    返还性收入 934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8,512     专项转移支付 360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3,019

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年结余

上年结余 1,930

调入资金   调出资金

债务(转贷)收入 债务还本支出 3,835

增设预算周转金

国债转贷收入、上年结余及转补助数 国债转贷拨付数及年终结余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结余

年终结余                         

减:结转下年的支出

净结余

收  入  总  计 118,561 支  出  总  计 11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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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政府性基金预算2022年执行情况及2023年预算表
03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2年
预算数

2022年调整
预算数

2022年
执行数

2023年
预算数

预算科目
2022年
预算数

2022年调整
预算数

2022年
执行数

2023年
预算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5,160 11,720 11,720 5,507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120 9,045 9,045 5,42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 41 41 13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9 9 节能环保支出

     污水处理费收入 40 79 79 80 城乡社区支出 7,946 6,975 6,975 4,143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2,587 2,587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其他支出 341 17,804 17,804 2,474

债务付息支出 3,676 3,676 1,209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1 21 8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4 4 150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5,160 11,720 11,720 5,507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8,334 28,521 28,521 7,997

上级补助收入 688 688 22 上解上级支出

待偿债置换专项债券上年结余

上年结余 3,174 3,174 3,174 2,894

调入资金 1,110 1,110 调出资金 4,935 4,935

债务(转贷)收入 19,700 19,700 债务还本支出 42 42 426

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待偿债置换专项债券结余

年终结余 2,894 2,894

收 入 总 计 8,334 36,392 36,392 8,423 支 出 总 计 8,334 36,392 36,392 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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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2022年执行情况及2023年预算表
04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小计
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2022年城乡
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基金执行数

2022年机关
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执行数

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

居民
基本
医疗
保险
基金

工伤
保险
基金

失业
保险
基金

生育
保险
基金

小计

2023年城乡
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基金预算数

2023年机关
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预算数

一、收入 17,385 5,712 11,673 21,792 6,466 15,326

其中：1.社会保险费收入 8,059 1648 6411 8,250 1,743 6,507

    　2.财政补贴收入 7,789 3265 4524 12,638 4,039 8,599

      3.利息收入 674 318 356 571 436 135

      4.委托投资收益 0 167 167

      5.转移收入 399 17 382 103 18 85

      6.集体补助收入 462 462 63 63

      7.其他收入 2 2

二、支出 16,461 3,686 12,775 19,510 4,335 15,175

其中：1.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6,270 3665 12,605 19,416 4,311 15,105

      2.转移支出 30 19 11 34 24 10

      3.其他支出 161 2 159 60 0 60

三、本年收支结余 924 2,026 -1,102 2,282 2,13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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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22年执行情况及2023年预算表
05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项        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一、利润收入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39 12

二、股利、股息收入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四、清算收入 四、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39 1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1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解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解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年结余收入 34 1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12

收 入 总 计 51 12 支 出 总 计 51 12

- 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