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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山市 2023年度财政决算和 2024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4年 8月 29日在黄山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吴振东

市人大常委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本市 2023

年度财政决算及 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3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3年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84.3亿元，下降 7.1%，其中：税收收入 41.9亿

元，税收占比 49.7%，较上年提高近 3个百分点。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21.7亿元，增长 0.2%，实现财政收入减少但

财政支出强度不减。2023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4 亿

元，下降 1.5%。加上级补助、债务转贷收入等，收入合计

74.1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8.2 亿元，增长 9.9%。

加上解上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等，支出合计 74.1亿元。其

中 2023年市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8亿元，下降 1.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5 亿元，下降 10.5%。从市级收支决算

具体情况看：1.转移支付情况。2023年，省对市级转移支付

56.8亿元（含转移三区支出），其中税收返还 4.5亿元、一

般性及专项转移支付 52.3亿元。2.政府债务情况。经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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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我市 2023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50.76亿元，政府

债务余额 442.87亿元，债务余额控制在省政府批准的限额内，

债务风险总体安全可控。其中：市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37.96

亿元，政府债务余额 133.28亿元。3.预备费使用情况。2023

年市级预备费预算 4200 万元，当年未支出，依法依规预算

调整年底全部收回。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市级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2023年年初余额 3.05亿元，当年动用 3.05亿元，

年末补充 0.66 亿元，2023 年末余额 0.66 亿元。5.“三公”

经费情况。2023年市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1868.6万元，

较预算下降 40.49%。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38.4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184.2万元、公务接待费 646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3年全市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 49.7亿元，下降 15.7%。全市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 128.4亿元，增长 10.3%。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 18.4亿元，下降 34.3%。加上级补助收入、债务转贷

收入等，收入合计 44.1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6.2

亿元，下降 9.9%。加调出资金、债务还本支出等，支出合计

44.1亿元。其中市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05亿元，下

降 20.9%；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02亿元，下降 98.8%。

（三）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3年市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 7.19亿元，除安排支出 6万元

外，其余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四）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3年市

级社保基金收入 42.68亿元，支出 36.03亿元，收支结余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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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32.69亿元。

二、2023年预算执行效果及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

一是多措并举实现平稳运行。抢抓政策机遇，争取上级

转移支付 122亿元，增长 11%，争取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72.55

亿元，增长 34%。连续三年出台过紧日子刚性措施，2023

年新“二十条”全市压减一般性支出 1.55亿元，“三公”经费

支出下降 2.5%。二是精准施策稳住经济大盘。全市新增减税

降费及退税缓费超 13 亿元，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

支持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一批政策措施落地，市财政拨

付涉企资金 4.4亿元。推动实施跨部门产业资金统筹整合，

将股权投资比例提升至 20%以上。出台政府采购系列举措，

全面建成政府采购“一网三系统”。三是尽力而为保障重大

战略。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实现提档扩

面升级，补偿资金总盘增至 10亿元。强化财政支农投入保

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超 9.6%，投入 4.47 亿

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市财政统筹 2.77亿元用于中心城区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四是全力以赴守好民生底线。

稳步增加民生投入，全市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超八成，持续加

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统筹财政资金 2.3

亿元支持 10项暖民心行动，全力抓好 50项民生实事。五是

创新发展强化战略支撑。深入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

调整，新组建的黄山建投集团、黄山旅游集团挂牌成立，实

现布局、规模、效益整体跃升。打造国企直融矩阵，旅游集

团获批 20 亿元公司债券，建投集团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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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优化产业布局，打造国企基金矩阵，为全市经济发展

提供强大支撑。市属企业资产总额突破 800亿元大关，利润、

营收、资产总额增速均位居全省前列。六是全面改革提升管

理效能。完成黄山高新区与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财税体制

整合。稳妥推进教育、生态环境、交通运输领域市以下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全面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坚持预

算法定硬化约束。牢固底线思维，把财政可持续发展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市财政局获“全省财政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总

的来说，财政国资各项工作在持续承压中走出一条回升向好

的复苏曲线，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殊为不易的成

绩。

三、2024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上半年财政运行情况

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3.4 亿元，下降

8.6 %，其中税收收入 19.8亿元，下降 11.8%。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完成 105.1亿元，下降 1.9%。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 9.9 亿元，下降 39.0%；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2.6

亿元，下降 36.8%。

（二）上半年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聚焦开源节流稳运行。面对土地出让形势严峻、

法定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叠加，各级财政

部门紧盯目标不放松，全面加强财源建设，健全税收征管秩

序，确保收入“颗粒归仓”，实现税收降幅收窄，尤其是黄山

区收入降幅由 50%收窄为 34%。主动攻坚财政风险，积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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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三保”支出压力，千方百计保障“三保”刚需，有效确保

上半年平稳运行。争取上级转移支付 107.3亿元、增长 5.6%，

其中新安江流域防洪治理工程等一批项目获中央国债支持。

制定出台政府习惯过“紧日子”新二十条措施，常态化开展

一般性支出压减和存量资金清理，全市“三公”经费支出下降

8.1%。二是聚焦政策扶持促发展。发行新增专项债券 22.85

亿元和再融资债券 24.94亿元，有力支持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市财政拨付涉企资金 1.05亿元，多领域深层次支持企业高质

量发展。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市级发放汽车消费券 400万

元。落实稳房地产政策，兑现中心城区购房补贴 2200万元。

开展 2023 年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

市场秩序。三是聚焦保障重点惠民生。全力保障防汛救灾资

金，争取上级转移支付 3.58亿元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

部署全市金融机构开展农房保险续签、助企纾困、保险理赔。

统筹财政资金 5.08亿元做好 50+1项民生实事。安排各级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24亿元，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

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推深做实新安江—千岛湖共同保护合作

区建设，累计拨付新保资金 1.99亿元。四是聚焦优化整合强

国企。持续构建“3+N”国资国企新布局，完成黄山产投集团

筹备，并成功挂牌，推进黄山旅游集团、黄山建投集团内部

整合。坚持服务全市重大战略，打造百亿国企基金矩阵，发

挥市属企业有效投资关键作用，上半年共落地项目 24 个，

总投资额 177亿元，完成黄山市首单国企并购业务，成功并

购光洋控股并落地产能，实现 3家市属企业均有一家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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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格局。五是聚焦风险防范守底线。继续贯彻落实政府过“紧

日子”要求，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防范

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常态化监测债务风险，严格执行政府债

务限额管理，规范政府举债融资。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在预算

执行中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基础

尚不牢固，税收收入增长困难，非税收入拓展空间不足；二

是财政收入增速趋缓与刚性支出增长的矛盾成为常态，财政

收支“紧平衡”失衡风险加剧，“三保”兜底压力持续加大；

三是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可用偿债手段单一，市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已严重收支倒挂，偿债资金来源受土地出让收入

锐减等影响波动较大，债务风险有抬升趋势；四是部分单位

零基预算理念不够深入，与过紧日子要求落实还有差距，集

中财力办大事机制仍待健全；五是社保基金系统性问题凸显，

基金收支缺口扩大，部分险种对财政补充依赖度高，导致财

政全面承压；六是国企在助力产业发展方面的“顶梁柱”作

用尚需强化等。对此，我们既要正视困难，又要坚定信心，

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三）年内工作举措

一是坚持稳预期促增长。严实组织收入，加强财源建设，

加大征管联动。压降政府行政成本，优化支出结构，提升财

政统筹能力。抢抓政策机遇，加大争取资金政策，落实好提

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健康运行政策措施。二是坚持兜底线补

短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民生领域稳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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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机制。落实落细财政金融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各项举措。保

持“三农”资金投入总体稳定，确保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

农村比例达 9.8%。三是坚持优布局强国企。深入实施新一轮

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指导市属企业加快重点产业布

局，全面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占比，不断增强企业核心

功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四是坚持强融资扶实体。大力

引导金融机构与行业主管部门做好项目信贷需求对接，进一

步扩大信贷投放。聚焦重点拟上市企业，建立“上市管家陪

跑”工作机制，开设绿色通道，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加快市级新兴产业基金运营，

打造市属企业投资基金矩阵。五是坚持抓改革提效能。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巩固零基预算改革成果，增强财政资金腾挪

及统筹调度能力。继续推进相关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提升绩效管理水平，推进成本绩效试点，提升国有

资产运营管理和资金使用效率，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六是坚持防风险守底线。密切跟踪监测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坚持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压实债务主体责任，落实隐性

债务风险化解任务，严格债务监测，合理控制债务规模，确

保全口径债务率持续稳控在合理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