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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区十九届人大

三 次 会 议 文 件

关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3年 12月 26日在铁西区第十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和资本运营部部长 张 健

各位代表：

受管委会委托，现将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

区”）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年财政预算安排（草案）

的报告提交大会审议，并请区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经开区财政工作在区委、区政府和管委会的正确领

导下，在区人大依法监督和区政协民主监督下，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坚持过紧日子，大力优化支出结

构，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兜牢“三保”底线，防范化解政府

债务风险，不断提高财政保障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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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完成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786,151万元，

比上年增长 7.3%。其中：税收收入预计完成 762,347万元，比上

年增长 9.2%；非税收入预计完成 23,804万元，比上年下降 31.4%。

支出完成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362,609万元，

比上年增长 4.6%，具体项目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3,147 万元，比上年下降 12%；

（2）国防支出 135万元，比上年下降 10%；

（3）公共安全支出 6,877万元，比上年增长 2.4%；

（4）教育支出 26,100万元，比上年增长 12.8%；

（5）科学技术支出 26,267万元，比上年增长 6466.8%；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74万元，比上年下降 37.9%；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260万元，比上年增长 2.8%；

（8）卫生健康支出 12,914万元，比上年下降 33%；

（9）节能环保支出 1,732万元，比上年下降 23.6%；

（10）城乡社区支出 110,304万元，比上年下降 0.4%；

（11）农林水支出 17,992万元，比上年下降 2.1%；

（12）交通运输支出 1,795万元，比上年增长 17.9%；

（13）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26,911 万元，比上年下降

4.8%；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356万元，比上年下降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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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525 万元，比上年下降

19.9%；

（16）住房保障支出 11,794万元，比上年增长 4.3%；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061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8%；

（18）其他支出 2,806万元，上年未发生其他支出；

（19）债务付息支出 51,103万元，比上年下降 4.8%；

（2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56万元，比上年下降 6.6%。

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786,151万元，

加上级财政各项补助收入 215,287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7,045 万

元（含结转、下同）、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87,697万元、调入资

金 3,926 万元，收入总量为 1,200,10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2,609万元，加上解省市支出 638,802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87,698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0,997万元，支出总量为 1,200,106

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完成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完成 51,517万元，比上

年增长 17%。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预计完成 44,545万元，比上

年增长 18.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预计完成 4,662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4.5%；污水处理费预计完成 2,310 万元，比上年下

降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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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完成情况。政府性基金支出预计完成 119,624万元，比

上年增长 16.9%，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等支出 36,082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 18,542万元，新增专项债券支出 65,000万元。

收支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完成 51,517万元，加上

级财政补助收入 1,606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807万元、专项债务

转贷收入 144,080万元、调入资金 2,286万元，收入总量为 200,296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119,624万元，加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79,081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591 万元，支出总量 200,296 万元，实现

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2,0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769.6%，加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2万元，收入总量为 2,002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1,002万元，比上年增长 106.2%，

加调出资金 1,000万元，支出总量 2,002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以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待市、区财政决算后将会有些变化，

届时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2023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不断增强资金保障能力

积极组织税收工作，深挖税收潜力，持续加强对米其林、三

一重装、东药股份等重点税源企业税收收入的调度，实现地方级

税收分别增长 1.4亿元、0.7亿元和 0.4亿元。加强增值税留抵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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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企业后续管理，密切关注增值税留抵退税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实现回补金额 3亿元。成立土地增值税清算小组，积极推进房地

产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实现清算补税 0.5亿元收入入库。

强化非税收入调度，充分利用非税收入项目储备库，动态把握各

重点项目进展情况，不断拓宽非税收入来源。对移村再建存量房

产等闲置资产进一步盘活，通过委托销售、对外租赁等方式增加

非税收入入库 0.4亿元。

推动经开区“三争取”和“新增债券”工作。积极争取新增

债券发行，全年包装谋划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 17 个，已

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 3个，资金 6.5亿元，分别为中

德园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4亿元、中德园基础设

施提升改造工程 2 亿元、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供水工程 0.5

亿元，为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资金保障。全面梳理上级转

移支付项目清单，及时发送各部门，指导其精准对接，全年共争

取上级各类转移支付资金 1.08亿元，增加了区可支配财力资金。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贯彻落实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保障待遇落到实处。全年

共保障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7,610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补助资金 5,245万元，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1,286万元。

将城乡低保、特困、孤儿及困难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救助补助资金

足额纳入预算安排，共安排特殊群体救助补助资金支出 2,22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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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保障特殊群体人员救助补助资金按时发放到位，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解。

支持卫生健康及教育事业稳定优先发展。全年投入资金

12,914万元，加快推进基层医疗机构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针对区

内 8家基层卫生院、服务人口 31.64万人，调整和完善经费保障

机制，助力区内基层医疗机构向好发展。投入资金 26,100万元，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保障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依法保障教师权益和待遇。加大力度投入资金 4,500万元，保障

勋望中德、勋望西峡湾、勋望远大、勋望文海、杏坛云海远大校

区及清乐曙光等 7所新建学校按时投入使用。

投入资金 17,992万元，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全力做好村

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保障村级运转经费支出 2,343万元，

充分调动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维护种

地农民合法权益，将耕地地利保护补贴资金 1,737万元按时足额

发放到位。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保障农村环境整治经费

751万元，投入 794万元用于农村清洁取暖项目，改善村民居住

环境，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三）支持重点项目支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年投入征收补偿资金 35,004万元，保障化工园环保督察整

改 306户征收补偿支出，有效解决历史欠款问题。全年投入资金

43,653万元，支持经开区、中德园重点项目建设，全力保障新能



- 7 -

源汽车产业、宝马第三工厂、亿纬锂能等区内重点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积极推进新增债券资金用于重大项目使用，保障中德园基

础设施提升改造、智慧交通建设及基础设施配套、中关村科技创

新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进度。落实消费补贴资金 74 万元，

支持消费市场复苏，打造中德国际风情街，聚焦各领域消费需求，

拉动汽车、文旅、零售和餐饮等消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

造中欧合作新标杆，落实补贴资金 26,003万元，保障经开区、中

德园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全力支持招商引资，投入资金 1,356

万元，鼓励优质外商投资项目发展，支持各部门提升招商引资水

平。

（四）完善预警机制，切实严防债务风险

坚持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为主线，坚决遏制政府

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政府隐性债务存量。在政府债务方面，

积极筹措资金，按期足额偿还债务本息。在政府隐性债务方面，

压实责任，细化措施，积极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依法依规用好债

务风险缓释政策。按照上级政府债务专项工作部署要求，通过争

取债券资金和统筹本级财力等方式完成本次债务系统拖欠企业

账款 29,200万元的全部清欠工作。按期完成 254,314万元到期政

府债券再融资，及时完成隐性债务 6,785万元的化债任务，积极

筹集财力按时偿还债务利息 79,195万元。扎实稳妥开展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形成经开区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方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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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基础工作。

（五）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严把政策项目准入关，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

2023年 1007 个项目从立项必要性、项目可行性、预算合理性等

方面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估。二是严把绩效目标编制关和绩效监控

流程关，对 2023年 115个部门单位整体、987个特定目标类项目

共计 35.33亿元进行了审核和监控，进一步提高部门单位绩效目

标编制水平。三是严把绩效评价质量关，2023年首次运用预算管

理一体化软件开展部门单位整体自评，累计对 2022年 118个部门

单位整体、273个特定目标类项目涉及资金 23.8亿元开展绩效自

评工作。四是严把绩效结果运用关，在开展常规监控基础上，对

本地区社会关注度较高、资金规模较大的项目开展重点监控，对

监控过程中存在偏差的项目及时纠偏，并将绩效监控结果应用于

当年预算调整或以后年度预算编制、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

总体来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支持指导和监督下，2023

年经开区财政运行平稳，呈“紧平衡”特征。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财政工作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财

政收入增长乏力。今年税收收入恢复性增长，主要原因为去年基

数较低，实际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土地收入持续下滑，房地

产市场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市场信心不足，不确定性较大，财政

收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二是财政支出刚性增加。财政支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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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持续增长，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支出以及债务还本付息支

出，刚性特征明显。保障经开区重大项目落地，配套建设、土地

征拆以及政策兑现均需要大量财力资金投入。同时，增加保障铁

西区“三保”支出责任，财政可使用财力资金捉襟见肘，经开区

财政收支矛盾愈加突出。为此，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

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三、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安排情况

2024年财政预算安排和财政工作总体思路：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一中二

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委、区政府

和管委会工作部署，认真贯彻“收支平衡”原则，加强财政资金

统筹，不断提升筹资能力，优化支出结构，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

求，守住“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为推动经开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财力资金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收入安排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837,243万元，比上

年增长6.5%。其中：税收收入安排 812,343万元，比上年增长6.6%；

非税收入安排 24,900万元，比上年增长 4.6%。

支出安排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437,434万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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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20.6%。具体项目安排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449万元，比上年下降 7.3%；

（2）国防支出 144万元，比上年增长 6.7%；

（3）公共安全支出 6,559万元，比上年下降 4.6%；

（4）教育支出 29,849万元，比上年增长 14.4%；

（5）科学技术支出 2,934万元，比上年下降 88.8%；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26万元，比上年增长 13.9%；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998万元，比上年增长 24.8%；

（8）卫生健康支出 19,806万元，比上年增长 53.4%；

（9）节能环保支出 2,318万元，比上年增长 33.8%；

（10）城乡社区支出 112,257万元，比上年增长 1.8%；

（11）农林水支出 17,885万元，比上年下降 0.6%；

（12）交通运输支出 1,713万元，比上年下降 4.6%；

（13）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98,202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4.9%；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47万元，比上年增长 14.1%；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75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1%；

（16）住房保障支出 7,930万元，比上年下降 32.8%；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461万元，比上年增长 9.8%；

（18）债务付息支出 54,000万元，比上年增长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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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00万元，比上年增长 28.2%；

（20）预备费安排 10,000万元。

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837,243万元，加已

确定的上级财政各项补助收入 180,705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0,997

万元（含结转、下同）、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25,981 万元、调入

资金 79,945 万元，收入总量为 1,234,87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437,434 万元，加上解省市支出 657,458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

支出 139,979万元，支出总量为 1,234,871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收入安排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199,118万元，比上年

增长 286.5%，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 181,618万元，比上年增长

307.7%；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5,0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221.8%；污水处理费收入 2,500万元，比上年增长 8.2%。

支出安排情况。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119,379 万元，比上年

下降 0.2%，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52,000 万元，债务本

息支出 39,600万元，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15,000万元等支出。

收支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199,118万元，加已确

定的上级财政各项补助收入 2,642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591 万

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54,243万元，收入总量为 257,594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 119,379万元，加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60,270万元、

调出资金 77,945万元，支出总量 257,594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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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4,000万元，比上年增长 1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2,000万元，比上年增长 99.6%，

加调出资金 2,000万元，支出总量 4,000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四、2024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加强财源建设，提高财政资金保障能力

全力组织调度收入，锚定“全年红”目标加压奋进，坚持以

月保季、以季保年，加大力度提升深挖增收潜能。积极配合税务

部门依法依规加强增值税征管，持续跟踪重点纳税企业、重点行

业走向及重点项目进展情况，推动相关收入形成税收增收的有力

支撑。加大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建好非税收入项目库，谋划好

全年非税收入任务，加大黑财收入等罚没收入的组织力度，实现

应收尽收。强化各征收单位责任，持续推动财政收入实现量的合

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努力争取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再次

突破、再创佳绩。

（二）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坚持常态化过紧日子，大力压减非刚性、非急需、非重点支

出，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对收回的结

余、沉淀资金重新统筹安排，增加可用财力。依托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强化预算执行刚性，原则上禁止无预算、超预算支出。

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及时足额落实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救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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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等各项民生补助、提标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支

持产业发展，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宝马第三工厂、亿纬锂能等

区内重点项目建设，有效促进我区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开创招商

引资工作新局面。

（三）加强“三争取”和“新增债券”工作，不断提升筹资

能力

持续推进“三争取”工作，牢固树立“谋争抢拼”意识，督

促各部门继续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衔接，持续优化、细化项目前

期准备工作，大力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及新增债券支持。加强与省、

市财政沟通，做好债券项目发行遴选工作计划，多渠道多角度汇

报我区债券项目实施进展及债券资金需求，全力为我区争取新增

债券资金支持。继续做好前期已发行的中德园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中德园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项目、沈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农村供水工程项目的债券续发工作。

（四）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坚决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积极筹措资金，有效盘活管理政府资产资源，加大协税护税

和依法征收力度，推动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按期足额偿还债务

本息。坚决遏制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政府隐性债务存量，

严禁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依法依规用好债务

风险缓释政策。严格按照化债方案执行，压紧压实责任，全力完

成化债任务，建立职责清晰、分工明确、上下联动、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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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高效的化债工作机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市决策

部署落实到位。

（五）坚持科学理财，持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扎实推进财政法治建设，切

实把贯彻执行预算法作为财政管理重要准则。不断提升预算绩效

管理水平，在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的基础之上，会同第三方

机构开展绩效目标审核工作，严格把控绩效目标编制质量，为后

续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工作夯实基础。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关于

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围绕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情况、财经秩序、财务会计行为、财会监督等重点领域，扎实有

序推进各项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持续做好政府采购、会计人

员、行政事业性资产、工程预结算、在建工程转固等财政管理工

作。

各位代表，2024年财政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经开区财政将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决贯彻落实

省委、市委、区委全会精神，在区委、区政府和管委会的坚强领

导和区人大的依法监督下，牢记嘱托、扎实工作、恪尽职守、再

创佳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铁西新篇章贡献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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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经开区 2023年财政收入预计情况表

2.经开区 2023年财政支出预计情况表

3.经开区 2024年财政收入预算安排情况表

4.经开区 2024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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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1.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

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

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

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

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

收支预算。

4.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

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

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者准公共需要的财政

资金。

5.预备费：《预算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

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

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

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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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收支平衡：是指年度预算执行的结果，即总收入等于总支

出。若总收入大于总支出为预算结余；总支出大于总收入为预算

赤字。

7.地方政府债务：根据《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等文件要求，地

方政府债务是指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需要由各级政府直接偿

还的债务。主要包括 2014年底经国家相关部委和各级政府清理

甄别锁定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2015年以来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

及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中央转贷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

贷款。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严格限定举债程序和资金用

途，并应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除此之外，各级政府还

有为相关债务单位承诺提供担保或承担救助责任的或有债务，具

体分为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救助责任的债

务。政府或有债务一般不需要由各级政府直接偿还，但如债务单

位无力偿还或有债务本息，政府需依法履行代偿义务。地方政府

债务和政府或有债务统称为政府性债务。

8.预算绩效管理：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力争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为关键点和突破口，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提高公共服务供给

质量。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主要是创新预算管理方式，更加注

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力争用 3—5年时

http://10.24.1.27/XJS/htmleditor/blank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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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

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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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9.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

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采取竞争、择优、公开的形式，使

用财政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方法取得货物、工

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则是采购政策、采购方式、采购

程序和组织形式等一系列政府采购管理规范的总称。

10.“三保”：是指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2019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及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2020年要兜实兜牢“三保”支出底线，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

保基本民生。

11.“留抵退税”：是指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优惠，就是对现

在还不能抵扣、留着将来才能抵扣的“进项”增值税，予以提前

全额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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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年财政收入预计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2年
决算数

2023年
预计数

2023年预计数比

2022年决算数

增减额 增减%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32,691 786,151 53,460 7.3

（一）税收收入 698,011 762,347 64,336 9.2

增值税 234,523 323,421 88,898 37.9

企业所得税 227,670 226,413 -1,257 -0.6

个人所得税 17,697 19,082 1,385 7.8

城市维护建设税 64,027 68,973 4,946 7.7

房产税 55,826 54,479 -1,347 -2.4

印花税 11,969 14,113 2,144 17.9

城镇土地使用税 44,083 31,550 -12,533 -28.4

土地增值税 11,683 5,315 -6,368 -54.5

车船税 2,467 1,199 -1,268 -51.4

耕地占用税 463 1,835 1,372 296.3

契税 16,200 15,591 -609 -3.8

环保税 429 358 -71 -16.6

其他税收 10,974 18 -10,956 -99.8

（二）非税收入 34,680 23,804 -10,876 -31.4

专项收入 2,534 2,500 -34 -1.3

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 3,032 3,735 703 23.2

罚没收入 1,686 619 -1,067 -63.3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1,525 12,450 -9,075 -42.2

其他收入 5,903 4,500 -1,403 -23.8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 44,036 51,517 7,481 17.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4,073 4,662 589 14.5

土地出让金收入 37,631 44,545 6,914 18.4

污水处理费 2,332 2,310 -22 -0.9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30 2,000 1,770 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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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年财政支出预计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2年
决算数

2023年
预计数

2023年预计数比

2022年决算数 备注

增减额 增减%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6,654 362,609 15,955 4.6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6,307 23,147 -3,160 -12.0 主要是按照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

性支出。

国防支出 150 135 -15 -10.0 主要是基层武装部经费需求减少。

公共安全支出 6,719 6,877 158 2.4 主要增加法院诉讼费支出。

教育支出 23,144 26,100 2,956 12.8 主要增加新建 6 所学校建设资金及新入职

老师费用。

科学技术支出 400 26,267 25,867 6,466.8 主要增加上级专项宝马物流补贴 26,003万
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02 374 -228 -37.9 主要减少上年一次性工业互联网创新基地

设计方案支出 240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311 35,260 949 2.8 主要是增加困难群众、优抚对象补助提标等

民生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19,277 12,914 -6,363 -33.0 主要是减少疫情防控物资、卡点、隔离宾馆

等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 2,266 1,732 -534 -23.6 主要减少上年一次性水体达标第三方机构

管控服务费用。

城乡社区支出 110,717 110,304 -413 -0.4 与上年基本持平。

农林水支出 18,372 17,992 -380 -2.1 主要减少上级专项农村基础建设村内绿化

400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1,522 1,795 273 17.9 主要增加上级专项农村公路维修改造工程。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28,265 26,911 -1,354 -4.8 主要减少上年赛伦轮胎一次性固投政策补

贴 1,000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983 1,356 -2,627 -66.0 主要减少上年一次性优质外商投资奖励上

级专项。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905 1,525 -380 -19.9 主要减少上年一次性沈阳炼焦煤气土壤环

评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11,312 11,794 482 4.3 主要增加环保督察项目回迁安置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568 4,061 493 13.8 主要增加环保督察整改项目化工园消防特

勤站建设支出。

其他支出 2,806 2,806 主要增加上级专项重点地区转型发展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53,667 51,103 -2,564 -4.8 主要是再融资债券发债期限缩短，相应利率

下调，利息支出减少。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67 156 -11 -6.6 主要是再融资债券本金减少。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 102,310 119,624 17,314 16.9
主要增加新增债券 9,000万元，环保督察整

改项目 5,000万元，新增专项债利息 1,400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86 1,002 516 106.2 主要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调

整壳企业费用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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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4年财政收入预算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3年
预计数

2024年
预算数

2024年预算数比

2023年预计数

增减额 增减%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86,151 837,243 51,092 6.5

（一）税收收入 762,347 812,343 49,996 6.6

增值税 323,421 344,443 21,022 6.5

企业所得税 226,413 244,526 18,113 8.0

个人所得税 19,082 20,609 1,527 8.0

城市维护建设税 68,973 73,456 4,483 6.5

房产税 54,479 56,113 1,634 3.0

印花税 14,113 15,242 1,129 8.0

城镇土地使用税 31,550 32,497 947 3.0

土地增值税 5,315 5,847 532 10.0

车船税 1,199 1,100 -99 -8.3

耕地占用税 1,835 1,000 -835 -45.5

契税 15,591 17,150 1,559 10.0

环保税 358 360 2 0.6

其他税收 18 - -18 -100.0

（二）非税收入 23,804 24,900 1,096 4.6

专项收入 2,500 2,200 -300 -12.0

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 3,735 4,000 265 7.1

罚没收入 619 11,000 10,381 1,677.1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2,450 7,700 -4,750 -38.2

其他税收 4,500 - -4,500 -100.0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 51,517 199,118 147,601 286.5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4,662 15,000 10,338 221.8

土地出让金收入 44,545 181,618 137,073 307.7

污水处理费 2,310 2,500 190 8.2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00 4,000 2,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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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4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3年
预计数

2024年
预算数

2024年预算数比

2023年预计数 备注

增减额 增减%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2,609 437,434 74,825 20.6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3,147 21,449 -1,698 -7.3 主要是政府过“紧日子”压减一般性支出。

国防支出 135 144 9 6.7 主要增加街道武装经费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6,877 6,559 -318 -4.6 主要是按照过“紧日子”要求压减公检法

部门一般性支出。

教育支出 26,100 29,849 3,749 14.4 主要是增加新建校设备采购及新聘任教师

工资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26,267 2,934 -23,333 -88.8 主要是调整上级专项宝马补贴列支科目。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74 426 52 13.9 主要是增加群众文化活动支出，提升区内居

民幸福感。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260 43,998 8,738 24.8

主要是增加困难群体及优抚对象保障资金

3,400万元，养老保险提标补助 2,300万元，

农民工工资应急金 1,050万元，新招社工及

工资提标支出 1,200万元等重点民生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12,914 19,806 6,892 53.4
主要是增加上级专项计划生育奖励及基本

公卫支出 3,100 万元，城乡居民医保 2,400
万元，清欠企业账款 1,136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1,732 2,318 586 33.8 主要是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增加污染防治和

秸秆焚烧巡查管控经费。

城乡社区支出 110,304 112,257 1,953 1.8 主要是优化营商环境，增加企业账款支出。

农林水支出 17,992 17,885 -107 -0.6 主要是减少农村供水项目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1,795 1,713 -82 -4.6 主要是减少农村公路养护支出。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26,911 98,202 71,291 264.9
主要是增加上级专项宝马、采埃孚固投物流

补贴 56,390 万元，国有企业注册资本金 1
亿元和企业政策补贴 4,900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356 1,547 191 14.1 主要是增加商务服务业管理业务经费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525 1,756 231 15.1 主要是增加规划编制费用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11,794 7,930 -3,864 -32.8 主要是减少棚户区改造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061 4,461 400 9.8 主要是增加环保督察整改项目化工园消防

特勤站投入使用相关支出。

其他支出 2,806 - -2,806 -100.0 主要是减少上级专项重点地区转型发展支

出。

债务付息支出 51,103 54,000 2,897 5.7 主要是预估 2024年发行一般债券利率上升。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56 200 44 28.2 主要是增加 2024年新增一般债券发行费用。

预备费 10,000 10,000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 119,624 119,379 -245 -0.2 主要是减少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支出，增加征

地拆迁补偿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002 2,000 998 99.6 主要是增加解决国企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

成本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