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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文件

关于沁县 2023 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24 年
1-7 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4 年 9月 27日在沁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沁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宋建一

尊敬的李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由我向本次常委会议报告 2023 年财政

决算草案和 2024 年 1-7 月份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3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4 年 4 月，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沁

县 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8月份省市财政批复了我县 2023 年决算,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情况：2023 年，沁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1915 万

元，为调整预算 11815 万元的 100.84 %，同比增长 8.9%。其中：

税收收入完成 6480 万元，占调整预算 6831 万元的 94.86%，

同比增长 1.1%。其中：增值税完成 2314 万元，占调整预算 2751

万元的 84.11%，同比下降 9.04%；企业所得税完成 690 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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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预算 667 万元的 103.45%，同比增长 2.9%；个人所得税完成

147 万元，占调整预算 121 万元的 121.49%，同比增长 18.55%；

契税完成 442 万元，占调整预算 320 万元的 138.13%，同比增长

43.97%；其他资源税、城建税、印花税等小税种完成 2887 万元，

占调整预算 2972 万元的 97.14%，同比增长 3.4%。

非税收入完成 5435 万元，占调整预算 4984 万元的 109.05%，

同比增长 19.92%。其中：专项收入完成 1081 万元，占调整预算

1450 万元的 74.55%，同比下降 21.09%；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

成 1341 万元，占调整预算 500 万元的 268.2%，同比增长 233.58%；

罚没收入完成 437 万元，占调整预算 2217 万元的 19.71%，同比

下降 78.2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2232 万元，

占调整预算 400 万元的 558%，同比增长 421.5%；政府住房基金收

入完成 310 万元，占调整预算 400 万元的 77.5%，与去年持平。

2.支出情况：2023 年，沁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 248345

万元，占调整预算 263290 万元的 94.32%，比上年同期 201534 万

元增长 23.23%。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2350 万元，占调整预算 23077 万元的

96.85%，比上年 26387 万元下降 15.3%；

国防支出 147 万元，占调整预算 147 万元的 100%，比上年

137 万元增长 7.3%；

公共安全支出 4778 万元，占调整预算 4778 万元的 100%，比

上年 4274 万元增长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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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 26048 万元，占调整预算 26650 万元的 97.74%，比

上年 27816 万元下降 6.36%；

科学技术支出 891 万元，占调整预算 891 万元的 100%，比上

年 795 万元增长 12.08%；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374 万元，占调整预算 3437 万元

的 98.17%，比上年 1999 万元增长 68.7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137 万元，占调整预算 39881 万元的

98.13%，比上年 36993 万元增长 5.8%；

卫生健康支出14785万元，占调整预算15155万元的98.47%，

比上年 15836 万元下降 6.64%；

节能环保支出15472万元，占调整预算15919万元的97.19%，

比上年 7341 万元增长 110.76%；

城乡社区支出 2795 万元，占调整预算 2795 万元的 100%，比

上年 4354 万元下降 35.1%；

农林水支出 55222 万元，占调整预算 60845 万元的 90.76%，

比上年 38797 万元增长 42.34%；

交通运输支出43202万元，占调整预算48877万元的88.39%，

比上年 18421 万元增长 134.5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429 万元，占调整预算 429 万元的

100%，比上年 271 万元增长 58.3%；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811 万元，占调整预算 1843 万元的

98.26%，比上年 1165 万元增长 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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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480 万元，占调整预算 3480 万元

的 100%，比上年 1461 万元增长 138.19%；

住房保障支出10689万元，占调整预算11255万元的94.97%，

比上年 5872 万元增长 82.03%；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01 万元，占调整预算 601 万元的 100%，

比上年 316 万元增长 90.19%；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203 万元，占调整预算 1214 万元

的 99.09%，比上年 7052 万元下降 82.94%；

债务付息支出 1911 万元，占调整预算 1911 万元的 100%，比

上年 1517 万元增长 25.97%。

3.财政平衡情况：2023 年，沁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191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13119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22471 万元，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000 万元，调入资金 2438 万元，上年

结余 40446 万元，收入合计 310389 万元。2023 年全县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48345 万元，上解支出 2071 万元，调出资金 2593 万

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6844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5591

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结转 14945 万元。

4.转移支付资金情况：2023 年，我县上级补助收入 213119

万元。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 185287 万元。主要包括均衡性转移支

付 81980 万元，固定数额转移支付 13674 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 9745 万元；二是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5646 万元。主要包括农林水转移支付 9545 万元，节能环保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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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3913 万元，交通运输转移支付 7959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转移支付 68万元；三是返还性收入 2186 万元，与上年持平。

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701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584

万元，成品油税收返还 301 万元。

5.部门决算情况：2023 年编制部门决算单位 139 个，上年结

转结余 5402 万元，收入 282352 万元，支出 285216 万元。

2023 年我县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 315.46 万元。

主要是各部门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有关要求，牢固

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三公经费，加强公务用车管理，

规范公务接待活动。（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为 0万元；公务

用车购置费 88.82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21.66 万元；公务

接待费 4.98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1.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67207 万元。其中：县级政府

性基金收入 5017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8041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34400 万元；调入资金 2593 万元，上年结余 17156 万元。

2.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63805 万元；调出 2392 万元，年

终结余 1010 万元。

3.按基金管理规定，年终结余 1010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上级补助收入-1 万元，上年结余 58 万

元，本年支出 57万元。



- 6 -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1.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7087 万元。其中：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721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 19873 万元。

2.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5399 万元。其中：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506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支出 20336 万元。

3.2023 年收支结余 1688 万元，年末社保基金滚存结余 23567

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2023 年下达我县新增政府债券限额 50171 万元，其中一般债

券 15771 万元，重点用于三大板块旅游公路、低级别文物保护、

水利工程等项目建设；专项债券 34400 万元，重点用于新建殡仪

馆、第二污水处理厂、建制镇污水处理厂、中心医院等项目建设。

2023 年下达我县再融资债券 6700 万元，用于偿还以前年度

发行、当年到期的政府债券资金，对于缓解我县到期债务的偿付

压力、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 2023 年底，全县政府性债务余额 181995.07 万元，其

中：政府债务余额 178127.06 万元，（一般债务余额 71707.06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06420 万元），均不超省市核定的政府债务

限额；政府或有债务 3868.01 万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3868.01 万元）。债务率不超 120%的警戒线，总体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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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决算表明：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的

有效监督下，经过全县人民和财政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县圆满完

成了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财政预

算。县级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了全年收入任务，财政支出继续贯彻

执行了中央和省市厉行节约的要求，大力压减了一般性支出和“三

公经费”支出，集中保障了“三保支出”，全力保障了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债务风险防控、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突出财税改革、财政监督两项重点工作，确保了全年各项工

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2023 年财政决算编成后，县审计局依据《审计法》对财政决

算进行了审计，并对有关单位进行了延伸审计。审计反映的情况

和存在问题是客观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建设法治财政，

加强财政监督和改革都将起到促进作用。我们对同级审计中所反

映的问题已完成了整改，落实好整改措施并形成长效机制。

二、1-7 月份全县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县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县十七届人大四次

会议的各项决议，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方开源增加收入，各

项财政工作进展顺利。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7 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9843 万元，占年

初预算 12273 万元的 80%，占上年同期 9468 元的 103.96%。全县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23984 万元，占年初预算 226890 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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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4%，占上年同期 139155 万元的 89.10%，减支 15171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7 月份，政府性基金县级预算收入仅完成 362 万元，占年

初预算的 4.99%,同比减支 3086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完成-156 万元，同比减支 309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完成 2442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26.78%。同比减支 37884 万元。

主要是受省厅执行限额管理，自二季度起政府性基金支出不得超

过已实现财力的 3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支出不得超过已实现财

力的 2倍，四季度政府性基金支出超过已实现财力将自动冻结支

出。

（三）政府债券转贷情况

1-7 月份，市财政局下达我县政府一般债券资金 13704 万元，

按照上级债券资金文件安排用于低级别文物保护项目 1009 万元,

用于三大板块旅游公路 12695 万元。

根据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需要，对 2024 年争取的第三批

债券资金中的三大板块旅游公路 12695 万元进行了项目调整，调

整出 4500 万元，其中 4000 万元用于沁县松村至迎春公路(太焦

高铁)县城连接线项目，500 万元用于县城沁州路道路组织优化项

目，全力保障县委、县政府重点民生工程。

（四）预算执行主要特点

从 1-7 月收支执行情况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财政收入实现稳步增收，向好向上。1-7 月份，全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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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9843万元，占年计划12273万元的80%，

占上年同期 9468 元的 103.96%。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4114 万元，

占上年同期 4466 万元的 92.12%；非税收入完成 5729 万元，占上

年同期 5002 万元的 114.53%，增收 727 万元。

二是财政支出实现优结构、惠民生。强化预算管理，加大财

政支出强度，不断优化支出结构，重点保障基本民生、乡村振兴、

教育等重要领域，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1-7 月份沁县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完成 123984 万元，占年初预算 226890 万元的 54.64%。

1-7 月份，我县十三类民生支出 106648 万元，占一般预算支出

123984 万元的 86%。其中：教育支出 13148 万元，同比减支 75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76 万元，同比减支 606 万元；文化旅游体

育与传媒支出 1188 万元，同比增支 38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21727 万元，同比减支 6084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7054 万元，

同比减支 674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6998 万元，同比增支 2001 万

元；城乡社区支出891万元，同比减支979万元；农林水支出28181

万元，同比增支 2926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18873 万元，同比减

支 12854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27 万元，同比减支 445 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67 万元，同比增支 370 万元，住房保

障支出 6937 万元，同比增支 1690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81

万元，同比减支 370 万元。

三是财政改革实现常态化、可持续。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今年以来，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以“夯实基础，不断扩围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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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为宗旨，环环相扣扎实有序推进。一是项目绩效目标、部

门整体目标、项目自评价 100% 全覆盖，在此基础上，重视细节、

抓在经常，努力提高绩效管理质效。二是从项目实施事前评估到

项目完工后评价结果应用，进行项目全生命周期动态管理，实现

项目管理全方位全过程监督，不留死角。三是开展重点评价，已

完成重点评价项目 16 个，涉及金额 67131.7 万元，包括 6 个部

门（单位）整体，3 个政策项目。四是组织开展沁县政府综合运

行绩效评价，以全局的角度反映 2023 年度我县财政运行的成绩与

短板，为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决策依据。2.提

高财政评审效能。以“公开、廉洁、高效”的原则，采取“双随

机、一公开”的原则开展财政性建设资金投资项目预决算审查，

2024 年上半年度财政性建设资金投资项目预决算审查完结项目 7

项，其中预算审查 3项，总金额 2355 万元，核减金额 91 万元，

结算审查 4 项，总金额 16263 万元，核减金额 2024 万元，在确

保审查质量的同时节约了财政资金。3.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2024 年上半年政府采购采购计划金额 1931.89 万元，实际采购金

额 1921.55 万元，节约金额 10.34 万元。其中分散采购项目 10

个，网上商城采购项目 60 个。一是做好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

行情况。为了落实好政府采购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措施，发文规定

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或

者按照一定比例预留给小微企业采购。二是严格落实促进中小企

业、残疾人就业、监狱企业发展、绿色低碳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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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采购项目时间、节点，落实政策要求，2024 年所有项目

都要求填制政府采购优化营商环境承诺书，在采购活动中自觉履

行采购内容。

（五）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是费大于税问题依然突出，收入结构优化任重而道远。地

方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 41.79%，非税收入占比 58.21%，非税

收入占比较大问题比较突出，后半年完成任务还是以非税收入增

长为主，收入质量的提升仍然需要较长的一个时期。

二是刚性支出和重点支出压力大，收支平衡难度大。我县税

源零星分散，税收收入量小且不稳定，没有比较稳固可靠的支柱

财源和新的增长点。地方可用财力增长乏力与刚性支出增长较快

的矛盾愈加突出，收支平衡面临巨大压力。

三是债务还本付息困难，防范风险任务陡增。随着债务规模

的不断增加，我县已进入政府偿债高峰期，一是隐性债务化解任

务达 8022 万元，由于财力有限，截止 7月份仅还款 1400 万元，

完成全年任务 17.45%，不达序时进度，全年预计也无法完成化债

任务；二是专项债券无力付息，今年省财政厅自二季度开始进行

政府性基金限额管理，由于我县政府性基金未实现预期收入，导

致专项债券付息出现支付困难，无力支付，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

险任务艰巨。

四是资金等项目破题难，支出进度和资金效益难达标。部分

项目前期工作准备不充分，如农业农村局高标准农田项目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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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后无法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致使资金在单位账面上趴窝出

现资金等项目的情况，严重制约我县支出进度和影响资金使用效

益。

三、下半年预算执行工作重点

当前我县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经济持续

恢复的势头还需继续巩固，收入回升的基础还需加力夯实。下半

年财政收支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做好财政工作面临更多的困难和

挑战。财政部门将发扬“不尚空谈、真抓实干”精神，力保实现

全年收入目标。下半年将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以增加收入为切入点，激发财政工作新动能。一是

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强化财税部门工作联动，加强收入分析和调

度，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调整情况，掌握重点行业、重

点税源、重点项目情况。深入挖掘税源潜力，积极培育新的增长

点，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壮大我县可用财力。二是加强跑部对接。

抢抓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专项债券、基金等资金机遇，确保第

一时间掌握上级政策变化和项目申报方向，全力争取更多资金和

项目落地沁县。三是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完善部门结余资金收回

使用机制，对结余结转一年以上或不需要实施的项目财政存量资

金，统筹用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亟须资金支持的重点领域和重大

项目。

（二）是以优化支出为关键点，打开财政工作新局面。一是

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坚持厉行节约推动党政机关习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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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日子的意见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

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厉行节约，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严

禁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经费支出。二是强化财政预算约束。从

严从紧控制预算追加，部门经费在部门预算执行完毕前，原则上

一律不予追加；从严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按轻重缓急

统筹安排建设项目，能缓建的暂缓实施；审慎开展新增项目建设，

对于年初预算未纳入资金计划的建设项目、没有落实资金来源的

项目，原则上不予安排。严禁年底突击花钱，规范预算调剂行为，

按照省财政厅要求每年从第四季度开始不得进行预算调剂。三是

认真分析项目分配、支付进度慢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项

目建设和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的及时性、均衡性和

有效性。四是切实保障重点支出。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

集中财力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和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支出，

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关键环节。

（三）以防范风险为着重点，彰显财政工作新担当。一是切

实防范“三保”风险。围绕教育、社会保障、乡村振兴、粮食安

全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提高财政保障水平,兜

紧兜牢“三保”底线,严防财政运行风险。二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完善政府债务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规范举债行为，杜

绝新增政府隐性债务，千方百计稳妥化解存量债务，确保政府债

券资金使用高效、风险总体可控。三是防范资金安全风险。聚焦

财政专项资金分配使用、财经纪律重点问题整治、专项资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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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扎实做好审计、巡视巡察查出问题整改，

持续开展资金安全专项检查，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运行。

（四）以财政改革为落脚点，谱写财政工作新篇章。一是推

进预算管理改革。推动数字财政建设，深化财政信息系统一体化

建设和整合，保持财政业务数据纵横贯通，实现对预算单位预算

执行情况的动态管理。二是强化绩效结果运用。健全预算安排与

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2024年将重点加强绩效评价结果

和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不佳、财

政支出效益不显著的项目在下一年度安排预算时缩减预算规模。

三是落实省厅财政管理政策。严格贯彻落实省财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常国华在全省县级财政局长培训班上的讲话精神，从严抓好

过紧日子、收支管理、债务管理、预算一体化、资产管理、政府

采购和财会监督等十方面财政管理工作，不断提升财政综合管理

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同志们，下半年财政工作将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政协的监督和支持下，

紧密联系沁县实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紧迫

感，积极发挥财政职能，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为推进我县高

质量发展贡献财政力量!

以上报告妥否，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