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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随州市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4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4年 1月9日在随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随州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

预算草案提请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

提出意见。

一、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面对复杂严峻的财政形势，全市财税部门紧紧围

绕中央、省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

预算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

策，统筹做好组织财政收入、保障重点支出、提升资金质效、

防范化解风险、深化财政改革等重点工作，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2637145万元，为预算

（调整后预算，下同）的 100.3%，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610861万元，为预算的 101.4%，同比增长 20.7%（税收收入

完成 391601万元，为预算的 97.9%，同比增长 13.7%，税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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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导致同比税收基

数较低；非税收入完成 219260 万元，为预算的 108.3%，同比

增长 35.6%，非税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盘活国有“三资”

一次性收入增加较多）；转移性收入 1700748 万元，为预算的

101.1%；上年结余收入 154708万元，为预算的 89.2%；政府一

般债券收入 170828万元，为预算的 100%。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2429649万元，为预算

的 99.6%，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59518 万元，为预

算的 100.8%；转移性支出 163487万元，为预算的 99.4%；政府

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06644万元，为预算的 100%。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 207496万元（主要是跨年度执行的中央、省拨项目资

金和当年超收需结转下年安排使用的部门非税收入）。

2、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607197万元，为预算

的 99.8%。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546713万元，为预算的

100%。收支相抵，结余 60484万元（主要是跨年度执行的中央、

省拨项目资金和当年超收需结转下年安排使用的部门非税收

入）。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具体包括：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6525万元，为预算的 100%，

其中：税收收入 113889万元，为预算的 100%；非税收入 92636

万元，为预算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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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收入 336392万元，为预算的 99.7%，其中：返

还性收入 28518 万元，为预算的 100%；转移支付收入 230761

万元，为预算的 100.4%；体制结算下级上解收入 6090 万元，

为预算的 100%；调入资金 60023万元，为预算的 96.7%；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000万元，为预算的 100%。

——上年结余收入 39136万元，为预算的 100%。

——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25144万元（新增债券 14165万元，

再融资债券 10979万元），为预算的 100%。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具体包括：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48649万元（含中央、省级补

助收入和政府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为预算的 100%。

——转移性支出 81436万元，为预算的 100%，其中：上解

省财政支出 32385 万元，对下转移支付支出 18056万元，安排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995万元。

——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6628万元，为预算的 100%。

3、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3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73121万元，为预算

的 88.8%（主要是调入资金减少）。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

出 73121万元，为预算的 88.8%。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具体包括：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2826万元，为预算的 105.5%，

其中：税收收入 27533万元，为预算的 99.7%；非税收入 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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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为预算的 151.1%（主要是罚没收入增加）。

——转移性收入 40088 万元，为预算的 78.6%（主要是土

地出让收入未实现，导致调入资金减少），其中：返还性收入

333万元，为预算的 100%；转移支付收入 22806万元，为预算

的 182.9%（主要是结算补助收入和省重点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资

金增加）；调入资金 16949万元，为预算的 44.4%。

——上年结余收入 207万元，为预算的 100%。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具体包括：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7121万元（含中央、省级补

助收入和政府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为预算的 89.1%。

——转移性支出 6000万元，为预算的 85.7%，其中：上解

支出 600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1、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3年，全市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811508万元，为

预算的 100.9%，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327542 万元，转

移性收入 16888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62054万元，政府专项债

券转贷收入 305024万元。

2023年，全市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662666万元，为

预算的 101.2%，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 519561 万元，转

移性支出 84919 万元，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58186万元。收

支相抵，结余 148842万元（主要是部分专项债券资金下达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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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未形成支出，需结转下年支付）。

2、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3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289082万元，为预

算的 99.8%。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193603万元，为预

算的 100.2%。收支相抵，结余 95479万元（主要是部分专项债

券资金下达较晚，暂未形成支出，需结转下年支付）。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具体包括：

——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125561万元，为预算的 100%，

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0062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 101879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807万元，污

水处理费收入 3453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320万元，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专项债务对应专项收入 3204万元，其他政府

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4836万元。

——转移性收入 9461万元，为预算的 94.2%，其中：政府

性基金补助收入 2871万元，调入资金 6590万元。

——上年结余收入 47377万元，为预算的 100%。

——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06683万元，为预算的 100%。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具体包括：

——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 164639万元，为预算的 100%，

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83274万元，其他支出 63602万元，债务

付息支出 17655万元，债务发行费用 108万元。

——转移性支出 10300万元，为预算的 103%，其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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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 300万元，调出资金 10000万元。

——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8664万元，为预算的 100%。

3、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3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26271万元，为预

算的 56.8%（主要是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未实现）。高新区政府

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26271 万元，为预算的 56.8%（主要是土地

收入未实现，支出同步减少）。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具体包括：

——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17261万元，为预算的 46.5%（主

要是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未实现），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 15187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735万元，污水处

理费收入 339万元。

——转移性收入 300 万元，为预算的 66.7%（主要是上级

专款减少），其中：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300万元。

——上年结余收入 8710万元，为预算的 100%。

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具体包括：

——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 17307万元，为预算的 100.3%，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1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6847万

元，其他支出 119万元。

——调出资金 8964万元，为预算的 25.9%（主要是当年土

地出让收入未实现，调出减少）。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 7—

1、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2023 年，全市

社保基金收入 715713 万元，为预算的 121.4%（超预算较多的

主要原因是 2023 年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中包含补收的

2022 年缴费基数调整差额及实施准备期结算地方财政补助资

金），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96508 万元，工

伤保险基金收入 2099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34849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06590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75667万元。

2023年，全市社保基金支出 526819万元，为预算的 102%，

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78086万元，工伤保险

基金支出 3721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86065万

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90774万元，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68173万元。

全市社保基金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188894万元，累计结余

696738万元。

2、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2023 年，市

本级社保基金收入 89921万元，为预算的 103.4%，其中：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34011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801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5109万元。

2023年，市本级社保基金支出 64957万元，为预算的 101%，

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26191万元，工伤保险

基金支出 1442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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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24万元。

市本级社保基金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24964万元，累计结

余 112826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1、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2023 年，全市

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4237万元，为预算的 94%。全市

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3698 万元，为预算的 93.9%。收

支相抵，结余 539万元。

2、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2023 年，市

本级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882万元，为预算的 100.5%。

市本级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882万元，为预算的 100.5%，

其中：其他支出 4650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9万元，调出资金 4223万元。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五）政府债务情况

1、债务限额情况。省政府核定我市 2023年政府债务限额

270684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168099万元，专项债务限

额 1538750万元。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834463万元，其中：一

般债务限额 217235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617228万元。县市区

政府债务限额 187238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950864万元，

专项债务限额 921522万元。

2、债务余额情况。2023年，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2594343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95819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49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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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82160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204380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617228万元。县市区政府债务余额

177273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891439万元，专项债务余

额 881296万元。全市政府债务余额未超过省政府规定的限额。

以上预算执行具体情况详见附表，上述数据为初步汇总数

据，在市级决算办理、省财政结算批复后还会有所变化，我们

将依法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落实市人大决议和主要财政工作情况

2023年，全市财政部门全力克服财政运行面临的困难形势，

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扎实做好稳

增长、保民生、促发展等各项工作，有力支持全市经济社会稳

中向好发展。

（一）积极组织收入，稳定财政运行。一是加强收入征管。

坚持依法征管，应收尽收，克服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低迷、

结构性减税降费因素影响，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60

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20.7%。二是加强对上争资。抢抓重大政

策、重大战略实施机遇，积极对上争政策、争资金，2023年争

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首次突破 120亿元，同比增长达 23%，再

创历史新高。三是加强盘活“三资”。全市压减一般性支出 1.8

亿元，统筹盘活闲置资金 9.6亿元，清理盘活出让国有“三资”

10.3亿元，用于兜牢“三保”底线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二）提升政策效能，激发发展动力。一是全力落实惠企



— 10 —

政策。全市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 15亿元，惠及纳税人 13

万户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免申即享”惠企政策清单扩增至

50项，兑现各类奖补资金 3.87亿元，助推特色产业提档升级。

二是全力优化融资环境。累计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注资

4.25亿元，为 105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担保贷款 17.46亿元，担

保费率持续保持在 1%以内。全面推广新型“政银担”风险分享机

制，新增新型“政银担”金额 16亿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01亿

元，全面上线“政采贷”，为企业融资 1.87亿元，缓解市场主体

融资难问题。三是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全市争取政府债券资金

38.61 亿元、中央和省预算内资金 10 亿元，带动社会投资 100

亿元以上，支持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不断夯实经济发展底

盘。四是全力释放消费潜力。发放惠民消费券 2500余万元，直

接拉动消费 2.5亿元。全面落实出口退税和奖补政策，激励市场

主体拓展外贸市场，拉动外贸出口 115亿元。

（三）加大民生投入，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民生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75%以上。筹措资金 25.51 亿元，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6726人消除致贫返贫风险，

新改建农村公路 700公里，新建高标准农田 17.7万亩，打造美

丽乡村示范片 4 个、示范村整治村 209个，农村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实现村组全覆盖，乡镇污水治理位居全省前列，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改善。筹措资金 32.85亿元，落实好财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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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投入“两个只增不减”要求，新增幼儿托位 1580个，编钟小学、

文帝学校等投入使用，新增学位 7620个，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组建教联体 61个，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落实各项学生资助

政策，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92234人次。筹措资金 41.72亿元，

支持稳就业，建成零工驿站 59 家、暖新驿站 30家，新增城镇

就业 2.1万人。社会救助标准“十二连增”，退休人员社保待遇

持续提标，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 640元，职工医

保门诊共济政策改革顺利落地，门诊慢特病种类增至 37种，不

断减轻群众医疗负担。完成居家适老化改造 961户，新建幸福

食堂 20家，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筹措资金 30.13亿元，完

成老旧小区改造 160个，整治背街小巷 43条、危房 1.7万套，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56部，发放租赁补贴 720户，新增停车位 3468

个，分配保障性租赁住房 1496套、公租房 467套，交付保交楼

1255套，持续提升宜居环境。筹措资金 25.58 亿元，补齐公共

卫生服务短板，妇幼保健院新院、曾都医院综合楼投入使用，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新建 7 个县域医共体，为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的医疗服务，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

筹措资金 2.88亿元，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和全民健身行

动，引导健康生活方式。成功举办癸卯年寻根节，28个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额 646.9亿元，打造文商旅融合的随州样本。

（四）守牢安全底线，防范化解风险。一是坚决兜牢“三

保”底线。坚持“三保”支出两个优先顺序，争取省级调度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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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7亿元，调度县市区资金 31.55亿元，开设“保工资”专户，

保障“三保”支出刚性兑付。二是严防地方债务风险。根据最新

政策动向，制定一揽子化债计划，将化解措施具体化、清单化。

加强政府债券全周期管理，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实施，积极应对

到期政府债券偿还高峰，按时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24.2亿元，债

务风险不断降低。三是筑牢资金安全底线。开展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资金“一卡通”、重点民生资金、预算执行、财会监督等专

项整治行动，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资金安全。四是守住生态环

保红线。筹措资金 3.77亿元，支持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空气优良天数 302天，19个国控省控断面和 3个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优良，土壤污染风险得

到有效管控，新增湖北森林城镇 2 个、森林乡村 8个，流域综

合治理效果显著。五是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筹措资金 32.6亿元，

推进法治随州、平安随州、灾害防治、应急管理等公共安全体

系建设，提升社会综合治理水平。

（五）深化财政改革，提高管理质效。一是强化资金绩效

管理。完善全过程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结果应用，压减和取消

低效无效项目 35个，压减资金 5597万元。加大财政投资评审

力度，全年完成评审项目 51 个，审减资金 1.52 亿元，审减率

12.68%。二是推进预算管理改革。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各模块

全面上线，实现全覆盖，直达资金管理不断扩面提速，预算管

理、资金管理更加规范科学透明。全面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改



— 13 —

进预算编制方式，引导预算单位谋项目、讲效益。三是完善区

县财政体制。根据行政管理体制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完善高新

区、大洪山风景名胜区财政体制，确保正常运转。四是加大预

决算公开力度。不断细化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优化预决算公

开方式，实现地方人民政府网和省厅预决算公开平台“双公开”，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2023年，全市财政运行保持平稳，各项财税政策有效落实，

财税改革稳步推进，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

市人大、市政协及代表委员们依法监督、加强指导的结果，是

各地、各部门和全市人民群策群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主要是：经济发展动能不足，房地产市场低迷，财政收入增长

的难度越来越大；刚性支出只增不减，收支矛盾不断加剧，财

政可持续性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逐年递增，防

范化解债务风险任务越来越大；部分单位财务管理基础薄弱，

预算编制和执行的水平不高，资金使用效益不高，财政监督管

理需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虚心听取

各位代表、委员的意见和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2024年预算草案

2024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是打造城乡融合

发展示范区的攻坚之年，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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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 年预算编制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024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一中、

二中全会、中央、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落实中央、省

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全

力保障重大政策落实；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

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强部

门收入预算管理，强化财政资源统筹，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集中财力办大事；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强

化预算评审和监管，持续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着力构建科学

规范的现代预算制度。

2024年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依法编制。按照《预

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要求编制预算，加强与有关法律、

法规和制度衔接，体现中央、省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收入预算坚持实事求是，科学预测，与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适应。支出预算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与可用财力

相适应。二是兜牢“三保”底线。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

优先顺序，足额安排“三保”支出不留缺口，强化“三保”支出全流

程动态监测，确保“三保”不出任何问题。三是强化资源统筹。

加强政府预算间统筹、财政资金与非财政资金统筹，更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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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国有“三资”，千方百计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四是优化支出

结构。严格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坚持厉行节约办一切事

业，2024年市级各部门一般性支出项目一律压减 10%以上，集

中财力全力保障重大战略、重要政策、重要改革和重点项目实

施。突出预算绩效导向，大力压减和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提升

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能。五是加强风险防控。规范政府债务

管理，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加强财政运行监测，强化风

险防控和分类处置，促进财政平稳运行。加强对重大支出政策

和重点项目支出的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提高财政可持续性。

（二）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综合考虑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和各项政策性收支增减因素，

预计 2024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 8%，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我省相关实施办法的规定，各县

市区预算经同级人代会审查批准后，市财政局再将汇总的全市

预算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1、全市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计 2484090万元，比上年减少

5.8%（2024年收入中不含新增一般债券收入，剔除此因素后，

可比增长 0.7%），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9726万元，

转移性收入 154871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07496万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68149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预

计 2404824 万元，比上年减少 1%（2024 年支出中不含新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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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债券支出，剔除此因素，可比增长 6.5%），其中：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186448万元，转移性支出 135133万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83243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79266

万元。

2、市本级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计 569564万元，比上年减少

6.2%（不含新增一般债券收入，剔除此因素影响，总收入可比

减少 2.1%）。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预计 565298 万元，

比上年增长 3.4%。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4266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具体包括：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222250万元，比上年增长

7.6%。

——转移性收入预计 281820万元，比上年减少 16.2%（主

要是部分转移支付是中央、省人代会通过后下达，暂未列入预

算），其中：返还性收入 28518万元，转移支付收入 198259万

元，体制结算下级上解收入 8619万元，调入资金 30000万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6424万元。

——上年结转收入 60484万元，比上年增长 54.5%。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再融资债券）收入预计 5010万元，

比上年减少 80.1%（主要是未包含 2024年新增债券收入）。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具体包括：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503430万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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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转移性支出安排 50747 万元，比上年减少 37.7%（主

要是减少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其中：上解省财政支

出 36358万元，对下转移支付支出 14389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安排 11121万元，比上年减少 33.1%。

3、高新区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计 76380 万元，比上年增长

4.5%。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预计 76380万元，比上年增

长 4.5%。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具体包括：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33711万元，比上年增长

2.7%，其中：税收收入 30109万元，非税收入 3602万元。

——转移性收入预计 42669万元，比上年增长 6.4%。其中：

返还性收入 333万元，转移支付收入 16441万元，调入资金 25895

万元。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具体包括：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69780万元，比上年增长

4%。

——转移性支出安排 6600万元，比上年增长 10%，其中：

上解支出 6600万元。

（三）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1、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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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预计 619345万元，比

上年减少 23.7%（2024 年收入中不含新增专项债券收入，剔除

此因素，可比增长 18%），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419461

万元，转移性收入 14713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48842万元，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36329万元（再融资债券）。

2024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预计 546917万元，比

上年减少 17.5%（主要是不含新增专项债券支出，剔除此因素，

可比增长 5.6%），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 371241 万元，

转移性支出 54818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20858万

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72428万元。

2、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2024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预计 279394万元，

比上年减少 3.4%（不含新增专项债券收入，剔除此因素，可比

增长 11.2%）。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预计 254871万元，

比上年增长 31.6%（主要是结转的专项债券支出增加）。收支

相抵，年终结余 24523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具体包括：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170988万元，其中：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6704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127296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000万元，污水处理费

收入 3500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专项债务对应专项收入

21361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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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转移性收入预计 2595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 2595

万元。

——上年结余收入 95479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再融资债券）收入预计 10332 万

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具体包括：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84540万元，其中：城

乡社区支出 94796 万元，其他支出 69551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0143万元，债务发行费用 50万元。

——转移性支出安排 22999 万元，其中：调出资金 22999

万元。

——年终结余 24523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安排 47332万元。

3、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2024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预计 50032万元，比

上年增长 90.4%（主要是划转商业用地收入增加）。高新区政

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预计 50032 万元，比上年增长 90.4%（主

要是划转商业用地收入增加，安排的支出增加）。收支相抵，

当年收支平衡。

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具体包括：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49955 万元，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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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47655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

入 18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500万元。

——转移性收入预计 77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77万元。

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具体包括：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26213 万元，其中：城

乡社区支出 26136万元，其他支出 77万元。

——转移性支出安排 23819 万元，其中：调出资金 23819

万元。

（四）2024 年社保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1、全市社保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2024 年，全

市社保基金预算收入预计为 628073万元，比上年减少 12.2%（主

要是 2023 年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中包含补收的 2022年

缴费基数调整差额及实施准备期结算地方财政补助的一次性资

金，导致上年基数偏高），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收入 101523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43974 万

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96345万元，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86231万元。

2024年，全市社保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557423万元，比上年

增长 5.8%，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82519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9689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03047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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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174965万元。

全市社保基金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70650万元，累计结余

762132万元。

2、市本级社保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2024 年，

市本级社保基金预算收入预计为 68448万元，比上年减少 23.9%

（主要是 2023 年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中包含补收的

2022年缴费基数调整差额及实施准备期结算地方财政补助的一

次性资金，导致上年基数偏高），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收入 3596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2480万元。

2024年，市本级社保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66664万元，比上

年增长 2.6%，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27482万

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9182万元。

市本级社保基金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1784万元，累计结余

112598万元。

（五）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1、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2024年，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预计为 55952万元，比上年增长

63.4%，主要是广水市、随县增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2.2亿

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安排 55443万元，比上年增

长 64.5%。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509万元。

2、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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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为 8389万元，比上年减

少 5.6%，其中：利润收入 8233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155 万

元，转移支付收入 1万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8389万元，比上年减少 5.6%，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

成本支出 1 万元，其他支出 3238 万元，调出资金 5150 万元。

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四、2024年重大支出政策和重点支出安排情况

2024年全市预算安排重点围绕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重

大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民生福祉改善、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重

点支出，具体安排情况为：

（一）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筹措资金 13亿元，支持实施

“工业强市”三大行动，高质量推进供应链建设，推动专汽产业

向新能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带动汽车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扎实推进农产品加工业链式升级行动，加快“两香一油”特色

产业发展。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生物

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精心培育

专精特新企业。支持科技兴市、人才强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施，汇聚更多创新资源，推动产业创新。完善鼓励和引导消

费财税政策，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新型消费。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实施惠企政策，提升发展软实力。

（二）支持民生福祉改善。筹措 32亿元，全面落实国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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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教育惠民政策，提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多渠道增加普

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支持改善县域高中基本办学条件和本科高

校建设，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筹措 41亿元，实施好就业优先

战略，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就业创业，开展免费技能培训，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完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

加快养老托育服务供给能力建设，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支

持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织牢扎密社会保障网。

筹措 29亿元，完善租购并举的保障性住房制度，积极落实购房

补贴政策，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筹措 23亿元，继续提高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加强重大

传染病防治，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进医养融合，健全

公共卫生体系。筹措 2 亿元，支持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支持文

体农旅深度融合，推进五大休闲度假区建设，更好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筹措 33亿元，支持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应急管理等，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随州。

（三）支持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深入实施花园城市

建设三年行动，多方筹资 90亿元，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筹措资金 32亿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推进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和农机购置补

贴等政策，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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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乡村合作公司提

质增效，提升联农带农水平，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支

持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不断提高基层公共服务水

平。加大对下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强县工程，打造更多镇域小

老虎，支持县域经济争进百强、争先进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四）支持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筹措资金 3.1 亿元，深

入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守牢流域安全底线。一体化推进“水土气

音矿”共治，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支持融入“襄十随神”城市群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筑牢鄂北

生态屏障。持续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推动产业结构和生产

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升美丽随州、绿色随州、健康随州水平。

五、完成 2024年预算的主要措施

（一）优化收入质量。建立健全财税联席会议制度，完善

协税护税机制，加强收入形势分析研判，抓好入库协调督办，

坚持依法征管，做到应收尽收，确保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不断提高收入质量。继续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坚决防止乱收费、

乱罚款、乱摊派。加大清理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力度，千方百计

增加地方可用财力，不断提高财政保障能力。认真研究和准确

把握中央和省转移支付政策调整动态，抢抓新一轮财税体制改

革调整的机遇，精准对接，争取更多的政策资金，支持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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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发展环境。聚焦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痛点、难

点、堵点，组合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包，精准施策，对症下药。

一是优化政策环境。坚决贯彻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以政

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

法”。进一步完善财政奖补政策，加大全市产业类专项资金整

合力度，更加有效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全市产业加

快优化升级。在强化政策协同发力上下功夫，使财政惠企政策

与金融、产业、科技等政策保持取向一致、同频共振，放大组

合效应，形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合力。在保持政府债务风险

稳定可控原则下，继续争取发行适当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券，合

理保持政府投资规模，发挥好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二是优

化融资环境。完善全市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提高担保机构运

行效率，着力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是优化

服务环境。全力推进“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事联办”，深

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三）优化支出结构。牢牢坚持量入为出，更加注重优化

支出结构，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分配机制。一是把该压

的坚决压下来。切实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进一步压减一

般性和非刚性、非重点支出，清理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可以

省的钱都省下来，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乱花，集中财力办大事。

二是把该保的坚决保到位。坚持将“三保”摆在财政工作的最

优先位置，健全和落实分级责任体系，研究建立范围清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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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明确、动态调整的“三保”清单制度，完善基层财政运行监

控，做好预算安排和库款调度，筑牢兜实“三保”底线。三是

把该补的坚决补起来。紧紧抓住“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主要

矛盾，集中财力逐步补齐重大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发展、民生

保障改善、乡村振兴战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短板，推动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四）优化理财机制。一是推改革。继续对标对表中央和

省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

向，坚决落实各项改革举措，着力构建财政管理精细化、预算

支出标准化、拨付流程规范化、市县预算一体化的管理格局。

二是提绩效。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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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机制，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

要问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三是抓统筹。进一步完善一

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四本预算”与政府债务计划一体化编报机制，从各

类收入、存量资金、单位资金、转移支付、债券资金等方面加

大财力综合运筹力度，聚“散钱”为“整钱”，增加资金有效

供给，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四是防风险。严格落实既定化债举

措，加大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力度，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健

全化债长效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深入开展财政

承受能力评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保财政行稳致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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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监管。进一步加大财会监督力度，完善财会监督体系和工

作机制，扎实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切实提升财会监督效能。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

拓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和市人大要求，自觉接受预算决

算审查监督。认真听取吸纳代表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回应

代表委员关切，提高支出预算和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积极配

合做好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强化预算执行全过程监督，落实审

计问题整改，加大财政预决算、预算绩效、政府债务等信息公

开力度，自觉主动接受各方监督。

各位代表：2024年预算工作任务艰巨繁重，我们将认真贯

彻落实本次会议决议，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

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下，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扎实做好 2024

年的预算执行和各项财政工作，确保圆满完成2024年预算目标，

为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1、随州市 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年预算草案

2、2024年随州市政府预算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