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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信丰县 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2023年1月31日县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信丰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县财政局

局长周凌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提交的《关于信丰县 2022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及

2023年预算草案（以下简称预算报告和草案）。会前，县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财经委）召开了全体会议对预算报告

和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并对县教体局、科技局 2023年部门预

算草案和科技专项资金安排进行了重点审查，提出了初步审查

意见，县财政局进行了认真研究，对预算报告和草案进行了修

改完善。财经委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报告和草案又作

了进一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财经委认为，2022年，县人民政府及其财税部门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迎接党的二十

大召开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题主线，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决策部署要求，逆势而上、克

难而进，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疫情冲击、大规模减税降费

县十九届人大三次

会议文件（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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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响，挖存量抓增量，加强收入征管，优化支出结构，强化

预算监管，兜牢民生底线，全力推动县委“1217”总体思路加

快落地见效，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成绩殊为不易。同时，

在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

要是:财政增收面临较大困难，刚性支出压力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结构不优；有些预算安排项目建设进度偏慢，绩效管理有

待加强等。对于这些问题，县财政等部门要予以高度重视，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财经委认为，县人民政府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推动“六个江西”“三大战略、八大行动”、

县委“1217”总体思路加快落地见效，聚焦“作示范、勇争先”

的目标要求，坚持“厉行节约、有保有压、绩效优先、兜牢底

线”的预算编制原则，提出的 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符合预算

法规定和我县实际，总体可行。财经委建议县十九届人大三次

会议批准县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信丰县 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3年财政预算草

案。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贯彻落实县委“1217”总体思路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财政预

算工作意义重大。为顺利完成各项财政预算任务，财经委建议:

一、进一步做大经济总量，强化财力保障。要深入南融，

招大引强。围绕首位产业、优势产业上下游补链、延链、强链，

招引附加值高、产出高、税收贡献大的好项目大项目，全力推

进项目落地见效，大力培植壮大税源，不断优化财税结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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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发展后劲。要精准北接，争资争项。精准把握、充分运用好

国家出台的新政策、新措施，认真研究提前谋划储备一批质量

高、竞争力强的项目，靶向建立申报项目库，加大力度积极北

上对接，争抢更多的项目、资金支持，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财

力保障。要扶优扶强，挖潜增效。继续落实助企纾困举措，及

时兑现各项惠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杠杆作用，引导

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加大对工业倍增升级、电子信息首位产业

和高端制造、新能源产业强链延链补链、科技创新赋能等方面

的投入力度，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综合实力。

二、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提高财政绩效。扎实推进财政

工作提质增效，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不断提升财政收入质

量。持续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坚持过紧日子思想，压减非重点、

非急需的一般性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预算编制的科

学化、精细化水平。严格执行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加大预算

收支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力度，增强预算约束力。推动绩效管

理和预算管理深度融合，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做到“花钱

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全面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三、进一步兜牢民生底线，厚植民生福祉。坚持“三保”

支出在预算安排和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兜牢“三保”底线。

持续加大教育、文化、卫生、养老等民生领域投入，着力完善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强化民生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四、进一步强化债务监管，防范债务风险。积极争取债券

资金支持，科学合理安排使用债券资金项目。加强债券资金监

管，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防范机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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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测，大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认真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意

见》，切实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主动接受人大监督。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 1．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预算草案

2．关于县教体局 2023年部门预算草案的重点审查报告

3．关于县科技局 2023年部门预算草案和科技专项资

金安排的重点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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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

一、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9,567万元，剔除

增值税留抵退税减收 20,711万元因素，同口径完成 180,278万

元，完成年初预期预算的 108.3%，同口径增长 17.3%，其中，

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 97,28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6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76,868万元，增长 15.3%。全县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9,567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358,872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40,825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25,00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2,075万元，调入资金 55,090

万元，收入总计 741,429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76,868

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32,832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9,680万元，

增设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0,000万元，支出总计 739,380万元，

收支相抵，收支结余 2,049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30,600万元，完成年初预期

的 64.4%，下降 30.5%；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68,932

万元，增长 20.4%。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 230,600万元，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 8,567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205,528万元、上年

结余 2,674万元，收入总计 447,369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

368,932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4,526万元、专项债券债务还本支

出 18,360 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 55,000 万元，支出总计

446,818万元。收支相抵，收支结余 5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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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3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31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62万元，收入总计 126万元；全县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 31万元，加上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 90万元，

支出合计 121万元。收支相抵，收支结余 5万元。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3,949 万元，完成年初预期

84.4%，同比减收 4,270万元，下降 7.3%；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完成 47,780万元，完成年初预期 106.1%，同比增支 5,699万

元，增长 13.5%。收支相抵，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 6,169

万元，滚存结余 95,469万元。

二、2023年预算草案

2023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16.85亿元，增长 5.6%

（其中：地方税收收入预期 11.99亿元，增长 26.7%，地方税收

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1.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加上上级提前下达的补助收入和一般债券额度、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上年结余等收入 30.65 亿元，减去上解支出 2.08亿

元，可用财力为 45.4193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45.4175

亿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结余 18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 30.1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0.1144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8.4433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551

万元，减去上解支出 0.531亿元，收入合计 38.1818亿元；政府

性基金支出共安排 38.1802亿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支结余 16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 33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37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5万元，收入总计 7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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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安排 53万元。收支相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结余

22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期 71,159万元，同比增加 7,223万元，

增长 11.3%；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 51,797万元，同比增支 6,761

万元，增长 15%。收支相抵，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 19,362

万元，滚存结余 116,8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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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县教体局 2023 年部门预算草案的

重点审查报告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建议对教育部门预算草

案和科技专项资金安排进行同步重点审查的工作提示》和县人

大常委会 2022年工作安排，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邹小明同志带

领由县人大财经委、县人大常委会预算审查工委全体成员和部

分县人大预算审查咨询专家组成的审查组，于 2022 年 11月中

旬至 2023年 1月中旬采取召开重点审查会议听取部门预算编制

情况汇报及专项资金安排情况说明、财政部门的审查报告，查

阅预算安排相关政策要求等佐证资料，进行数据比对分析，现

场了解预算资金使用绩效，督促落实审查意见等方式，对县教

体局 2023年部门预算草案进行了重点审查。现将审查情况报告

如下：

一、基本情况和总体评价

县教体局 2023年收入预算总额为 158733.2 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 110050.16万元，教育收费收入 22617.85万元，其

他收入 26065.19万元。

2023 年支出预算总额为 158733.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04047.02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101819.87万元，商品和服

务支出 1390.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36.65 万元)；项目

支出 54686.18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1173.8万元，商品和服

务支出 778.0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68.3 万元，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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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900万元，其他支出 51266.04万元)。

审查组认为，县教体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预算

法规定和县政府对 2023年度预算编制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紧围

绕“全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办一流教育、建教育强县”工

作目标，认真编制了 2023年部门预算。县教体局 2023年部门

预算草案符合预算法规定和零基预算改革要求，总体可行。

二、审查意见采纳情况

在重点审查过程中，通过逐项审核、对比分析、延伸调研，

审查组在充分肯定县教体局预算编制工作取得较好成绩的同

时，也发现县教体局 2023年部门预算草案编制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主要是：没有将上年结余资金纳入预算；部分需二次分配

项目分配偏慢；考务费、参赛经费、训练经费等项目预算不够

精准；教研室教研经费等预算依据不够充分；有些支出项目没

有按资金使用性质进行汇总归类，“新高考”相关经费存在重复

预算现象；对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需要进一步进行论证，

按照轻重缓急统筹安排等。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及时进行了整改落实并修改完善了预算编制的相关内容：一是

加强与往年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的对比分析，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认真测算实际需求，使预算更加符合要求、符合实际；二是深

入调查研究，科学预计参赛、参训、考务人数规模，严格按支

出标准测算相关费用，增强预算精准性；三是做好资金二次分

配前期工作，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认证，进一步细化预

算编制，将预算资金尽可能落实到具体项目，增强预算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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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压减依据不够充分的一般性支出；五是将相关工作经费进

行归类，统筹考虑总量控制，避免重复预算，使预算安排更为

科学合理。

三、意见建议

为增强预算编制的可行性，强化教育资金保障，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大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建议：

1．合理精准测算，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县财政局要继

续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支出标准体系和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

结合可用财力，统筹考虑各方面资金需求，科学合理预算基本

支出和项目支出，严把财政支出关，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县教体局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

县委县政府的有关决策部署，结合部门职能和教体事业发展需

要，严格按照部门预算编制要求，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优化项目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刚性、急需和县委县政府明确的

相关重点项目支出，规范科学细致编制部门预算。要进一步加

强部门收入测算，将可预见的收入尽可能编入年初预算，提高

预算编制的完整性。要全面核实、精准测算相关基础数据，提

高预算精准度。

2．强化资金保障，加大财政预算的执行力。县财政部门要

增强预算执行的约束力，及时拨付资金，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及

各项教育活动开展；按照“不低于”要求，保障教师基本待遇；

统筹可用财力，保障县委县政府确定实施的公办幼儿园、中小

学建设等项目资金需求，提升办学条件，加快补齐教育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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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短板。县财政局、教体系统要高度重视预算执行进度偏慢的

问题，建立健全预算项目库，落实具体工作责任人，全力推动

项目实施，加快预算支出进度。

3．优化支出结构，增强招才留才的吸引力。教学质量的提

高，关键在人才，要高度重视优秀教师流失问题，优化教育经

费支出结构，增加培育评选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名师名校

长的人数，提高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名师名校长的补助、

奖励标准，吸引和鼓励更多的优秀教学人才扎根信丰，稳定、

壮大我县优秀教师队伍。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

促进教学质量整体提升。

4．加强预算管理，提升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县教体系统要

树牢过紧日子思想，严控、严审、严管财政支出，把每一笔资

金都花在刀刃上用在紧要处，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坚决做到

只减不增，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按轻重缓急合理安排预算资

金；要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做好绩效目标设定、指标设置、绩

效监控、绩效评价等工作，充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调整部分

低效资金的分配使用方向，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县教体局

要加强对单位国有资产、教育收入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强化

对二级部门的财务工作管理和指导，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县财

政局、审计局要进一步强化对部门预算执行的监督，强化预算

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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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县科技局 2023 年部门预算草案和

科技专项资金安排的重点审查报告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建议对教育部门预算草

案和科技专项资金安排进行同步重点审查的工作提示》和县人

大常委会 2022年工作安排，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邹小明同志带

领由县人大财经委、县人大常委会预算审查工委全体成员和部

分县人大预算审查咨询专家组成的审查组，于 2022 年 11月中

旬至 2023年 1月中旬采取召开重点审查会议听取部门预算编制

情况汇报及专项资金安排情况说明、财政部门的审查报告，查

阅预算安排相关政策要求等佐证资料，进行数据比对分析，现

场了解预算资金使用绩效，督促落实审查意见等方式，对县科

技局2023年部门预算草案和科技专项资金安排情况进行了重点

审查。现将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和总体评价

县科技局 2023年收入预算总额为 505.46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收入 450.46万元，其他收入 55万元。

2023年支出预算总额为 505.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40.46

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218.5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0.36万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4万元)；项目支出 265万元(包括: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5万元，资本性支出 10万元)。

因全县涉企科技类奖补资金通过“惠企奖补资金池”直接

兑付，2023年科技创新赋能惠企政策兑现、“科技副总”柔性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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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等科技专项预算安排也在财政代列的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预算

4.5亿元中予以保障，不列入科技局部门预算。

审查组认为，县财政局、科技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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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县委关于支持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预算法规定和县政府对 2023年度预算编制工作的部署

要求，紧紧围绕创建国家级创新型县总目标，扎实推进科技创

新赋能行动，认真编制了 2023年部门预算和科技专项资金安排

草案。县科技局 2023年部门预算草案符合预算法规定和零基预

算改革要求，科技专项资金安排符合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县

科技局 2023年部门预算草案和科技专项资金安排总体可行。

二、审查意见采纳情况

在重点审查过程中，通过逐项审核、对比分析、延伸调研，

审查组在充分肯定县科技局预算编制工作取得较好成绩的同

时，也发现县科技局 2023年部门预算草案和科技专项资金安排

编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部门预算编制不够完整，上年

结转结余资金未编入预算；科技三项经费预算的基础数据不够

精准；有的项目资金预算不够细化，建设国家创新型县工作经

费没有列出资金使用具体项目；有的项目资金安排不够科学合

理，开展“橙乡之星杯”创新创业大赛的评审及其他费用占项

目经费比例过高等。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及时

进行了整改落实并修改完善了预算编制的相关内容：一是认真

进行核算，将结转结余资金编入预算，充分考虑工作的延续性，

统筹安排结转结余资金支出，完善预算编制；二是深入调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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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核准预算基础数据，调整相关预算安排，提高预算精准化；

三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使预算安排更为科

学合理；四是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将预算资金尽可能落实到

具体项目，增强预算约束力。

三、意见建议

为增强预算约束力，加快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建议：

1．强化资金需求保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我县推动“1217”总体思路

落地见效、决战高质量工业一千亿的重要抓手。有关部门要坚

持把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建立科技经费投入稳定增长

机制，为推动我县加快科技赋能、攻克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技术、打通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通道、提升全民科学素

质、创建科技平台等方面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把好享受优企

政策条件审核关，及时足额兑现科技创新赋能惠企政策，发挥

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激发创新活力，持续开展全社会研发投入

强攻行动，健全多元科技投入体系，引导国有平台、社会资本、

行业协会加大科研资金投入，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深化对外合

作，推动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高端人才参与我县重

大科创项目实施。

2．优化资金投入方向。相关部门(单位)要强化财经纪律，

树牢过紧日子思想，严禁挤占挪用科技专项资金用于一般性支

出。科技专项资金使用要突出重点，向重点产业、重点行业倾

斜，推动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为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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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创新型县试点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财政、科技部门要建立健全财政性

科技资金和科技发展基金的使用办法以及科技计划项目申报、

专家评审、立项、中期评估和项目验收等制度。强化科技专项

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做好绩效目标设定、指标设置、绩效监控、

绩效评价等工作，做到绩效目标可量化、可监测，可考核，充

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调整部分低效资金的分配使用方向，切

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加大预算执行力度。强化预算约束力，一方面：财政部

门要按照时序进度及时拨付相关预算资金，并加强检查指导科

技专项资金的使用；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建立资金使用和项

目建设调度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科技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加快项目的实施、验收、资金决算，切实提高预算

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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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县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秘书处 2023年1月31日印

共印46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