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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关于 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

报 告

2023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编制好 2023 年预算、做好各项财政工作意义重大。2023 年，

受经济下行、减税降费、留抵退税等因素影响，财政收支压

力依然较大，开发区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省、市各级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

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做好重点领域保障，全

力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要继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

推进中期规划管理，强化支出规划约束，全面推行财政绩效

评价制度。严肃财经纪律，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过紧日子，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

务必将财政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为推动开发区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实现实力许昌、活力许昌、魅

力许昌、宜居许昌、智造许昌贡献力量。

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减税降费等因素，2023 年开发区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增长目标为 5.5%。支出方面，增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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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刚性强。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

政策补助标准，支持供给侧改革和推进创新驱动，加强污染

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等

等，都需要大幅度增加支出，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一）2023 年主要支出政策

1.着力壮大产业规模。

2023 年开发区在“一主导两特色”、“一群双链”的基

础上，把生物医药产业提升为主导产业，把智能装备产业作

为新兴战略产业，着力打造“两群四链”的产业体系和“五

个区中园”的空间布局，努力建设主导产业突出、特色产业

鲜明、产业链条完善、发展潜力巨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力

争突破千亿级产业规模。

2.培育开放经济新优势。

坚持以开放带发展，突出产业招商、产业链招商，加大

走出去步伐，全力扩大开放招商，大力开展一把手招商、小

分队招商、驻地招商、展会招商。设立驻德国、驻瑞典招商

办事处扩大对外开放，依托中关村信息谷平台全面招商，积

极鼓励以商招商，支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通过兼并重组等

形式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共谋发展。

3.增强创新驱动新优势。

强化产学研平台建设。支持企业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

围绕装备制造、智能装备等重点产业，选择一批关键共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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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行重点攻关、深度对接，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强化专

利转化平台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优势区域培育，

加快专利转化平台建设，促进专利技术实现产业化。强化人

才政策支持。组织民营企业参加经营管理理论培训、校企合

作等活动，提升经营管理人员素质。认真落实市英才计划，

研究制定我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4、强化基本民生保障。

完善民生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落实城乡居民养老、城乡

低保、孤儿补助等社保待遇提标政策，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财政补助标准，落实民生实事，充

实群众生活，提升群众获得感。

（二）2023 年财政收支预算

按照“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收

支平衡”的原则，对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如下：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3年，开发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安排45001万元，比

上年减少616万元。其中：税收收入34616万元；非税收入

10385万元。主要收入项目情况是：

1、增值税18794万元，减少1967万元；

2、企业所得税4623万元，减少1021万元；

3、个人所得税1864万元，增加93万元；

4、城市维护建设税2786万元，减少10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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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镇土地使用税1989万元，增加149万元；

6、房产税1620万元，增加107万元；

7、耕地占用税473万元，减少3729万元；

8、专项收入1797万元，减少153万元；

9、罚没收入2141万元，增加2136万元；

10、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6442万元，增加3130

万元；

●转移性收入

2023年，转移性收入30020万元，主要项目为：

1、返还性收入-5345万元，主要是增值税税收返还44万

元、所得税基数返还454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

入-5868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25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5962万元，主要是体制补助收

入8473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543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208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413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收入85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588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21万

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145万元、其他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26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

收入1201万元、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1543万元、

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80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

入60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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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801万元，主要是节能环保3801

万元。

4、上年结余收入13747万元。

5、从政府性基金调入资金4888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23年，开发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安排51212万元。主

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2756万元；

2、教育支出9950万元；

3、科学技术支出74万元；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618万元；

5、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4580万元；

6、卫生健康支出432万元；

7、节能环保支出3896万元；

8、城乡社区支出935万元；

9、农林水事务支出4105万元；

10、交通运输支出722万元；

11、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900万元；

12、商业服务业等支出65万元；

13、金融支出50万元；

14、援助其他地区支出75万元；

15、住房保障支出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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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万元；

17、预备费350万元；

18、其他支出9822万元；

19、债务付息支出867万元；

2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 万元。

●转移性支出 23517 万元。主要支出安排：

2023 年，转移性支出 23517 万元。主要支出安排：

1、体制上解支出 280 万元；

2、专项上解支出 27258 万元；

3、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00 万元；

4、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7304 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

2023 年三公经费支出 97 万元，主要支出安排：

1、公务接待安排 2 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安排 95 万元。

(三)2023 年财政工作重点

2023 年开发区财政将紧紧围绕党工委、管委会整体部

署，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财政杠杆和撬动

作用，拓宽筹融资渠道，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调整优化

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民生、保重点，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

●积极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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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更新观念、创新机制，突出重点、

精准发力，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促进经济发展

动力顺利转换。认真落实稳增长各项政策措施。严格执行保

增长、调结构、强投资、促转型等一系列支持经济发展政策，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引导作用，有效

支持和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开发区主导产业发展、城市基

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各项重点产业发展。加大主

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投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发展优势产业，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

●加强收入征管，确保完成财政收入预算。

开发区财政将进一步健全完善收入征管机制，依法加强

收入征管，努力实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一是加强收入综

合分析。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分析把握税务部门增减收

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二是坚持协税护税例会制度。

及时研究解决税收征管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协税护税例

会建设成为加强综合治税、促进部门协作、解决税收征管突

出问题的重要平台。建立综合治税长效机制，提高税收征管

质量与效率，促进全区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积极拓宽筹融资渠道，切实增强筹资能力。

建立健全政府投融资机制，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扩大筹

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努力构建层次合理、机制完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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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高效、风险可控的现代筹融资体系，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

展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集中财力保重点。

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调整优化

支出结构，统筹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保障民生支

出，集中财力办大事。建立财政资金统筹机制，促进财政资

金优化配置，清理整合专项资金，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严格预算执行管理，强化预算刚性约束。

按照《预算法》要求，严格执行市人代会批准的预算，

明确时间节点，确保支出时效性和均衡性，强化预算执行监

督。一是加快推进资金下达。二是切实加快支出进度。三是

高度关注各项重点支出。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大资金投入，

确保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节能环保及城乡社区等支出。

●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执行《预算法》，建立健

全预算执行流程，严格执行财政绩效评价制度，加快健立覆

盖财政资金运行全过程的财政绩效监管机制，加大对违反财

经纪律行为惩戒力度，确保各项财税政策有效落实和财政资

金安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