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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开发区决算的说明

一、2023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3 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94342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804 万元，补助收入 16539 万元，一般债务

转贷收入 7466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4538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407 万元，调入资金 7588 万元。

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8738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30018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39286 万元，调出资金 4436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752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127

万元。

收支相抵，2023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结余6955万元，

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二）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开发区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经许昌市人代会批准，2023

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44988 万元，实际完成

4780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6%（以下简称预算），比上年增收

5149 万元，上升 12.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44308 万元，为预

算的 128%，比上年增加 11497 万元，上升 35%；非税收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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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6 万元，为预算的 34%，比上年减少 6348 万元，下降 64.5%。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增值税 25377 万元，为预算的 135%，增长 42.5%；

2、企业所得税 7402 万元，为预算的 160%，增长 68.9%；

3、个人所得税 1740 万元，为预算的 93%，下降 1.5%；

4、资源税 2 万元,为预算的 100%，增幅 0%;

5、城市维护建设税 3624 万元，为预算的 130%，增长 37.2%;

6、房产税 1341 万元，为预算的 83%，下降 12.7%;

7、印花税 919 万元，为预算的 113%，增长 19%;

8、城镇土地使用税 1602 万元，为预算的 81%，下降 15%;

9、土地增值税-321 万元，为预算的-48%，下降 150.8%;

10、车船税 540 万元，为预算的 400%，增长 321.9%;

11、耕地占用税 0 万元，为预算的 0%，下降 100%;

12、契税 2011 万元，为预算的 253%，增长 167.4%；

13、烟叶税 59 万元，为预算的 116%，增长 22.9%；

14、环境保护税 12 万元，无预算数，增长 200%。

15、专项收入 2237 万元，为预算的 125%，增长 31.4%；

16、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8 万元，为预算的 800%，增长

700%。

17、罚没收入 0 万元，为预算的 0%，下降 100%;

18、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211 万元，为预算的

19%，下降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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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开发区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经许昌市人代会批准，开发

区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51210 万元，执行中，

加上转移支付、动用上年结余、调入资金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等，

支出预算调整为 36973 万元，全年实际支出 30018 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81%（以下简称预算），下降 6.3%。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974万元，为预算的95%，下降17.2%；

2、公共安全支出 0 万元，为预算的 0%，下降 100%；

3、教育支出 5836 万元，为预算的 83%，下降 22.6%；

4、科学技术支出 45 万元，为预算 34%，增长 246.2%；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31 万元，为预算的 99%，增

长 1229.1%；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54 万元，为预算的 98%，增长

21.7%；

7、卫生健康支出 2065 万元，为预算的 85%，下降 25.6%；

8、节能环保支出 2997 万元，为预算的 55%，增长 42%；

9、城乡社区支出 2965 万元，为预算的 99%，下降 27.4%；

10、农林水支出 4519 万元，为预算的 97%，增长 78.8%；

11、交通运输支出 0 万元，为预算的 0%，去年无支出；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09 万元，为预算的 100%，

下降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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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2 万元，为预算的 34%，去年无支

出；

14、金融支出 0 万元，为预算的 0%，去年无支出；

15、国防支出 0 万元，为预算的 0%，去年无支出；

16、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30 万元，为预算的 100%，增长 200%；

17、住房保障支出 62 万元，为预算的 5%，下降 79.3%；

18、其他支出 76 万元，为预算的 9%，下降 74.1%；

19、债务付息支出 887 万元，为预算的 100%，下降 1.4%；

20、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 万元，为预算的 100%，去

年无支出。

民生支出保障情况：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进

一步优化，各项民生支出保障较好。全区民生支出（按照财政部

统计口径，包括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

就业、农林水、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交通运输、住房保障等支

出）21729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2.3%。

（四）开发区“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3 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支出

102 万元，比上年增加 26 万元，增长 41.7%。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 24 万元；公务接待费 3 万元，增长 200%；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5 万元，增长 5.6%。“三公”经费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许昌市商务局公务活动安排，开发区发

生因公出国境费用；2022 年疫情中接待客商较少，2023 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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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力度，多次邀请外地客商来许洽谈考察，公务接待费较 2022

年增多；在 2023 年支付 2022 年应支未支的车辆维修费、油费、

洗车费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开发区下一步各部门认真落实坚

持政府“过紧日子”各项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相关支出，

以及受疫情影响，出国(境）费大幅减少。

二、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开发区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经许昌市人代会批准，2023

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74939 万元，其中：开发区政

府性基金收入37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8623万元，上年结余21270

万元，调入资金 4436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40240 万元。

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44646 万元，其中：开发区

政府性基金支出 18783 万元，调出资金 7588 万元，上解上级支

出 33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8242 万元。

收支相抵，2023 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年终结余 30293

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二）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情况

开发区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经许昌市人代会批准，2023

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实际完成污

水处理费收入 370 万元，比上年增收 140 万元，上升 60.9%。

（三）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

开发区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经许昌市人代会批准，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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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79175 万元。执行中因

调出资金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 49076 万元。2023 年实际完

成 18783 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38%，比上年增

加 11411 万元，上升 154.8%。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城乡社区支出1248万元，为预算的99%，增长409.4%。其

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584万元，增长138.4%。

2、交通运输支出0万元。

3、其他支出12651万元，为预算的29%，增长323.1%。其中

：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76万元，增长90%。

4、债务付息支出4883万元，为预算的100%，增长18%。

5、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万元，为预算的100%，去年同期无支

出。

（四）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使用情况

2023 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至 2023 年继续安排使用

资金 30293 万元，将结余至 2024 年继续安排使用。结转项目主

要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结余 10 万元，彩票公益金结余

58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相关结余 30225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由于开发区属于许昌市的城市功能区之一，无区级国有资本

经营收支业务。

收到市财政对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即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10 万元，上年结余 27 万元，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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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营预算支出为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为 37 万

元，结转至 2023 年使用。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由于开发区属于许昌市的城市功能区之一，无社会保险基金

收支业务，该业务由许昌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特此说

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

2023 年，许昌市对我区补助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合计 16539 万元。其中：

（1）税收返还-5345 万元，主要项目为：所得税基数返还

454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25 万元，增值税税收返还

44 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5868 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 17887 万元，主要项目为：均衡性转

移支付 1693 万元，结算补助 8321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413 万元，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56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28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 542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93 万元，农

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07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3068 万元，其他退税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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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1065 万元，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0 万

元。

（3）专项转移支 3997 万元。主要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 318

万元，教育 28 万元，科学技术 87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24 万元，卫生健康 50 万元，节能环保

1793 万元，城乡社区 0 万元，农林水 85 万元，交通运输 29 万

元，资源勘探信息等 0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117 万元，金融 250

万元，住房保障 1216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0 万元，其他

收入 0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3 年，市对我区补助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8623 万元，主

要项目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8531 万元，彩票公益

金 92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由于我区属于许昌市的城市功能区之一，无区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支业务。许昌市对我区补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

收入为 10 万元。

（四）转移支付政策说明

1995 年中央实施了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从财政增量

中拿出部分财力调整地区间财力差距，2002 年将过渡期转移支

付改称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明确了转移支付以均衡地方财政收入

差距、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此后，经过不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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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完善逐步形成了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2015 年起正式实施的

新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

应当规范、公平、公开，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

要目标。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

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以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

府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目前转移支付整体上

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

一般性转移支付，即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

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

安排给地方统筹使用的转移支付。具体包括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精神，从 2019 年起，财政部将补助数额相对稳定或分担

比例比较明确的教育、社会保障、政法、科技、文化、卫生健康、

农林水、交通运输、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转移支付项目收入科

目调整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暂列入一般性转移支

付，集中反映中央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

专项转移支付，即体现上级特定政策目标，对下级开展的专

项工作给予引导补助，实行专款专用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支持

产业发展、污染防治、灾害防治、区域发展、农村综合改革等。

六、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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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一系列指

示批示精神，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来抓，我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一）主要举措及成效

1.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券政策。加强项目谋划和债券资金管

理。继续配合做好专项债券项目申报工作，积极争取债券资金,

申请再融资债券偿还部分以前年度政府债券到期本金。2023 年，

开发区再融资债券 2.5760 亿元，切实发挥了债券资金对稳投资、

扩内需、调结构、补短板等一举多得的政策效应。

2.稳妥有序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

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工作机制，成立政府性债务管

理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全区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当

出现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时,根据需要转为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

应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指挥风险事件应对工作。

（二）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3 年，开发区债务限额 18.498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限额 2.7747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5.7242 亿元。政府债务余额

18.4502，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2.7598 亿元，债务期限包括 3 年

期、5 年期、7 年期、10 年期、15 年期、30 年期等；专项债务

余额 15.6904 亿元，债务期限包括 3 年期、5 年期、7 年期、10

年期、15 年期等。政府债务余额低于财政部核定的限额，政府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三）政府债券发行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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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券发行情况。2023 年，开发区共发行再融资一般债券

0.7520 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1.8240 亿元。

2.债券使用情况。2023 年发行再融资债券 2.576 亿元。全

部用来偿还政府债券到期本金，极大地缓解了地方政府偿债压

力。

（四）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3 年开发区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共计 3.1532 亿元，其中，

债券本金 2.5762 亿元（一般债券 0.7520 亿元，专项债券 1.8242

亿元）；债券利息 0.577 亿元（一般债券 0.0887 亿元，专项债

券 0.4883 亿元）。

七、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23 年，我区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各项工作，逐步完善

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

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不断提高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一）开展预算绩效培训和宣传。通过以会代训、集中培训等

方式组织各预算单位开展绩效管理培训。利用微信、网络等媒介

平台宣传预算绩效工作。

（二）加强绩效目标和绩效监控。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

置目标”原则，对区级预算安排项目开展绩效目标申报，绩效

目标随部门预算同步公开。按照“谁支出、谁负责” 的原则，

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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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预算项目实施情况，加强监控结果应用。

（三）继续拓展绩效评价管理。一是全面开展预算单位整体和

项目绩效自评，自评范围覆盖所有项目资金和部门整体支出。二

是加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管理。

（四）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一是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项目

主管部门，督促部门整改存在问题，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二是将

财政重点评价结果应用于预算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