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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相合作区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第一部分 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苏相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121226万元，完成预算的121.2%，增长41.7%，税比

93.7%；2022年合作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0145万元，完成预

算的98.6%，下降18.6%。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22年合作区财政可用财力（含

上年结转、上级补助和一般债券转贷收入等）合计198482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226万元，中央税收返还及转移

支付收入扣除上解上级支出-16169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调入资金等93425万元），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0145万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28337万元，支出共计198482万

元，收支相抵，结余为零。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合作区政府性基金收入248958万元，完成预算的

144.8%，下降32.2%；2022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36928万元，完

成预算的92.8%，下降27.3%。

2022年合作区政府性基金收入248958万元，加上上年结转

收入70778万元，收入共计319736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13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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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加上调出资金93425万元，支出共计230353万元，收支相

抵，结余89383万元。

三、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2年，合作区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聚焦提质增效，

实现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环节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链条，完善涵盖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全覆盖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对4个项目开展重点预算绩效管理，涉及预算

金额26479万元，项目数量和金额比上年增加33%、569%。同

时，集中力量对所有预算单位的17个项目100%开展了部门整体

和预算项目的目标管理工作，深入推动合作区预算绩效管理向

纵深发展。

四、2022年财政的主要工作

2022年，合作区财政审计局紧紧围绕党工委、管委会决策

部署，强化大局观念，创新工作思路，着力推动合作区高质量

发展。

一是多措并举保障资金资源。发挥税收协同共治机制，加

强收入形势分析研判，科学制定收入组织方案，统筹免抵调库、

非税收入等资金资源，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财政收入增

长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2022年克服新冠疫情、减税降费等叠

加因素影响，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226万元，同比增长

41.7%，完成年初预算数的121.2%，税收占比93.7%。总量列相

城区各板块第五、增速列园区、相城区各板块第一。落实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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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加大帮扶力度，

稳定市场预期，培育涵养税源。

二是科学配置优化支出结构。始终坚持落实党政机关“过

紧日子”要求，严格控制部门运转类支出总额，落实上级压减

一般性支出要求，支出结构不断优化，在兜牢兜实“三保”底

线的基础上，重点保障民生支出、基本建设、产业扶持等资金

需求，支持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足额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2022年，合作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0145万元，同比下降

18.6%，完成年初预算数的98.6%。

三是统筹推进预算管理改革。完成漕湖街道及属地预算单

位国库授权支付改革，提高预算单位工作便利度。根据上级财

政部门统一布置，完成省预算一体化系统基础信息和项目信息

配置、执行板块系统配置、联调测试、试运行和系统切换等相

关工作。推进合作区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和财政电子票据改革，

方便社会公众缴费，促进财政服务民生。持续从严控制预算追

加、调剂事项，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禁超预算、无预算

安排支出。

第二部分 2023年预算草案

一、2023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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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2023年预算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紧紧围绕建成跨区合作发展示范标杆的战略定位，按照合作区

党工委、管委会重要决策部署，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力保障合作

区各项改革创新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加快打造成为跨区合作新

样板、创新发展新引擎、城市建设新地标、生态提升新典范、

社会治理新标杆。

（二） 预算编制及管理的原则

1．全面完整、加强统筹

根据《预算法》要求，建立健全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组成的全口

径预算体系，根据合作区的实际情况，2023年编制一般公共预

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同时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

算的统筹力度，优化资源配置。

2．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实事求是编制收入预算，不得少报、漏报、虚报和瞒报，

根据实际财力情况核定预算支出规模，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

行，预算安排应与合作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有利于促

进合作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3．严控一般，保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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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控楼堂馆所建设，

加强办公资产配置管理，积极盘活低效闲置资源资产，大力压

减一般性支出，继续从严控制“三公两费”预算。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围绕合作区党工委管委会中心工作，优先保障已明确

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改革和重点项目。

4．绩效管理，统筹平衡

创新预算管理方式，牢固树立绩效理念，更加注重结果导

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

化，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

实施效果。建立健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强项目库滚动管

理，完整规划项目实施进程，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将当年确

需支付的金额纳入年度预算，提高其对预算执行的约束力。

二、2023年预算草案编制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项目明细详见附表）

2023年合作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150000万元，增长

50%。2023年合作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249677万元，增长

29.5%。支出安排的主要情况为：

教育支出21408万元，增长40.9%。

科学技术支出6500万元，2022年未安排预算。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4525万元，增长58.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464万元，增长41.6%。

卫生健康支出3663万元，增长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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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支出358万元，下降83.1%。

城乡社区支出114477万元，增长4.4%。

农林水支出711万元，增长44.8%。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23年合作区财政可用财力

25320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150000万元，中央

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收入扣除上解上级支出-37238万元，上年

结转及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调入资金140443万元；安排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253205万元（含年初预算安排249677万

元、收到上级转移支付安排支出2762万元、上年结转资金安排

支出766万元），收支相抵，保持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项目明细详见附表）

2023年合作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415000万元，下降8.1%，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363661万元，增长9.0%。

2023年合作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415000万元，动用上年

结余80000万元，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363661万元，政府性

基金结余131339万元，其中125000万元拟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

筹使用。

（三）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进一步完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建立以绩效目标为

先导的预算编制模式，推动绩效目标设定与预算编制有机融合；

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确保绩效

目标按期保质完成；通过自评价、再评价、重点评价相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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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预算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并对评价结果有效运用，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扩大预算绩效管理范围。财政支出

绩效管理项目从 2022年的 21个增加至 2023年的24个，覆盖“两

本预算”和所有部门，涉及预算资金35.89亿元。深化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管理。13个部门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强化

部门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2023年财政重点工作任务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合作区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两

区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全面向好，有效应对各类困难挑战，

继续坚持过“紧日子”要求，严格厉行节约，把每一分钱都用到

事关民生事业、经济发展等关键领域，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保障作用，重点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全力做好财政收入组织。提高税源谋划前瞻性，做好

收入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加大税源培育力度，加强优质税源型企

业的引进。落实财税政策，涵养重点企业税源。在全面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基础上，抓好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税收协同共治，做到

应收尽收，保障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2023年预计实现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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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着力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完善预算决策机制和管理程

序，进一步明确重点支出预算安排的基本规范，合理确定支出结

构和保障次序，做到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

衡。继续深入实施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评价，严把事前绩效关口，

强化事中绩效监控，加强事后绩效评价，深化绩效结果运用。

三是财政支出坚持民生优先。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财

政可支配能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精准发力。坚决兜牢基本民

生底线，集中有限资金财力，进一步补齐民生短板，稳步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标准化建设，支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