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之１０

关于牡丹江市２０２２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３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４日在牡丹江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牡丹江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２０２２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３年财政预算 (草案)提请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一、２０２２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全市预计全年收入７２９亿元,

同比增长２０％.全市预算收入加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等,预计收入总额３８３亿元;支出加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上解省级支出等,预计支出总额３２５３亿

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５７７亿元.

市级预计全年收入３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６２％,主要受转让

特许经营权一次性收入因素影响.市级预算收入加税收返还、转

移支付补助、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等,预计收入总额１２９２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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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出加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上解省级支出等,预计

支出总额１１４４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１４８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全市预计全年收入９１亿元,

同比下降３７４％,主要是一次性土地出让收入减收.全市预算

收入加转移支付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等,预计收入总额

３６７亿元;支出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调出资金等,

预计支出总额２７３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９４亿元.

市级预计全年收入４１亿元,同比下降５６６％.市级预算收

入加转移支付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等,预计收入总额

１６亿元;支出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调出资金等,预

计支出总额１４３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１７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全市预计全年收入００９亿

元,同比增长３８％.全市预算收入加转移支付补助、上年结转

等,预计收入总额０６１亿元;支出加调出资金,预计支出总额

００９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０５２亿元.

市级预计全年收入００９亿元,同比下降１３％.市级预算收

入加上年结转等,预计收入总额０１３亿元;支出加调出资金,

预计支出总额００４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００９亿元.

４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全市预计全年收入６６亿元,同

比增长１７２％;预计支出６１５亿元,当年收支结余４５亿元,

历年滚存结余５９５亿元.

市级预计全年收入４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８６５％,主要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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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家文件要求县 (市)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由市

级统筹填报.预计支出４１８亿元,当年收支结余２４亿元,历

年滚存结余４７８亿元.

(二)政府债务情况

１法定债务限额及余额.市级政府债务限额预计２１０１亿

元 (一般债１５１６亿元,专项债５８５亿元).政府债务余额预计

２０７８亿元 (一般债余额１４９６亿元、专项债余额５８２亿元).

２地方政府债券争取使用情况.市级争取地方政府债券

２４６亿元.按类别划分,争取一般债券１５６亿元,争取专项债

券９亿元.按品种划分,争取新增债券１４２亿元,主要用于铁

路、生态环保、市政建设、教育、医疗卫生、仓储物流基础设

施、新型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争取再融资债券１０４

亿元,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

３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市级地方政府债券到期还

本付息额１７６亿元,其中:本金１０５亿元,利息７１亿元,均

已如期偿还,未发生兑付风险.

(三)２０２２年财政主要工作

１积极对冲疫情影响,全力稳住经济大盘.按照省市十三

次党代会部署和要求,在坚持科学防疫基础上,把稳经济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充分释放财税金融政策效应,促进全市经济步入正

轨、回暖向好.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制发 «牡丹江市减税降费工

作实施方案»,明确各级各部门责任分工,开启人民银行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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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９亿元,惠及企业２３９２户.

落实就业社保政策.将中小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等政策延迟到年底,餐饮、零售、旅游、运输等企业缓缴

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缓缴期内免收滞纳金.落实财政扶持政

策.预算安排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专项资金０５亿元,兑现高

新技术企业研发补助、规上企业奖补等政策资金０６亿元,减免

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房屋租金０１亿元,发放政府消费券

９００万元,稳定了实体经济.市直财政安排农发资金６３４万元,

各级财政发放粮食生产者补贴等资金１６９亿元,培育特色产业,

支持乡村振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望继续领跑全省.落实金

融扶持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搭建 “网格化” “一站式”金

融服务体系,推广 “信易贷”线上融资,市金融服务队全年发放

贷款１４６亿元,“首贷贴息”政策扶持力度超北京、深圳等前沿

城市,利率１％以下的担保贷款业务占比达到７２％,我市获批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

２聚焦全市中心工作,保障重点任务落实.把不折不扣落

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作为提升能力、转变作风的主攻方向,加大

筹资力度,优化支出结构,向重点领域、重点任务精准发力.加

力推进项目建设.市本级１－１１月份争取到位中省专项资金２６９

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１５９亿元,支持省市 “百大项目”开

复工率１００％、投资到位率９９８％,惠及全省东南部的市二院急

救中心项目启动建设,接续推进多年的林海水库重大水利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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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全线开工,火车站北广场、公铁联运中心、红旗医院疫情救治

基地感染楼建成投入使用.持续推进环境整治.市本级、六县市

协同发力,多渠道筹集落实资金９７亿元,支持集中整治碳排

放、市区排水管网改造、应急水源地建设等重点工程,专项推进

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城市生态环境明显改观.稳步推进风险

防控.加大防范金融风险宣传力度,强化地方金融机构监管,深

化非法集资风险排查,专班处置涉众涉稳隐患９起,化解陈案２

起,清退 “伪金交所”４家.发挥财政、金融、国资统筹联动优

势,综合推进稳债化险,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债务风险的

底线.纵深推进国企改革.组织开展三个 “十周攻坚战”,探索

系统化集成、清单化操作、定量化督办推进方式,国企改革 “三

年行动”６４项任务圆满完成.开发区国企整合重组有序推进,

国投公司 “１＋４”产业板块建设成效明显,与国投公司错位打造

金融牌照多样、经营产品丰富、盈利性较强的综合性国有资本运

营公司进展顺利,国企监管实现了由 “管企业”向 “管资产”的

实质性转变.

３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２０２２年全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

重达到８５％.持续提高社保水平.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养老金人均月提高１０７４元、１４８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新增３０元,达到每人每年６１０元.计划生育死亡家庭

特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５６０元提高到７００元.伤残家庭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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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４３０元提高到５４０元.加大社会救助力

度.坚持应救尽救,安排城乡社会救助资金０８亿元,兜住兜牢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惠及困难群众１２４４０人.安排城乡医

疗救助资金０１亿元,缓解困难群众病痛疾苦.及时下达优抚退

役安置专项补助经费１亿元,保障１９３４名优抚对象享受待遇.

繁荣发展社会事业.足额落实教育经费,支持义务教育、中职教

育发展;积极争取中省专项资金,支持牡丹江大学城开工建设,

市二十一中迁建主体封闭.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药物制

度补助等投入３２亿元,启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取消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封顶线,住院报销比例由６０％提高到６５％.促

进社会局面稳定.支持稳企稳岗稳就业,发放就业创业补助０９

亿元,“返降缓补”社保资金１１亿元,稳定岗位１３４万个.市

本级累计投入３６亿元,推进疫情防控流调溯源、隔离转运、核

酸检测、救治 “清零”,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筹

集落实专项资金０９亿元,支持信访维稳、 “核心使命—２０２２”

系列战役,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４严格预算收支管控,各级财政平稳运行.深入贯彻 «预

算法»等法律法规,依法组织收入,加强精细管理,财政资金使

用、资源利用规范高效.提升预算收入水平.强化专班统筹调

度,落实驻企代表制度,压实包扶项目责任,出台支持企业融

资、数字经济发展等政策措施,促进实体经济创收,深挖非税财

源潜力,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上年１２５亿元,增幅超预期

—６—



９９个百分点.精准对接上级政策.学深吃透全国全省重要会议

精神,把握政策机遇,全市争取到位政策资金２４５３亿元,市本

级到位８３３亿元,保障了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顺利实施.

规范资源资产管理.筹建 “政府公务仓”,创新资产管理模式,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经营收益突破１０００万元.纵深推进国有资源

清查,市区停车泊位、 “国有林”及镜泊湖水面经营权出让增加

收益２７９亿元.严格财政资金管理.制定预算支出管控清单,

健全预算绩效目标、监控、评价全覆盖全链条管理体系,严格政

府出资项目投资评审、政府采购管理节省支出１３亿元,推进市

本级历史建设项目欠缴税费专项行动清收资金０３亿元,统筹财

力保障了 “三保”支出,兜牢了民生底线.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各级财政部门在市委坚强领导下,

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和要求,面对多重压力挑战,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凝心攻坚收支矛盾,聚力化解债务风险,担当推进国企

改革,为全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和活力.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财政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容忽视:一

是我市现有财源支撑不足,刚性支出增长较快,地方财力缺口逐

年加大,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较低,可持续增收面临严峻挑

战;二是历史债务包袱较重,国有企业作为承债主体正处于成长

期,偿还到期债务压力较大;三是财政干部队伍统筹财政、国

资、金融融合发展的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对此,我们正在

—７—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以时不我待的政治责任感突破解决.

二、２０２３年财政预算安排

２０２３年是深入实施 “十四五”规划、加快建设现代化牡丹

江的关键之年.科学编制好财政预算,做好财政各项工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２０２３年预算安排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决策部署,自觉

站在推动振兴发展、支持高质量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共同

富裕的政治高度研究推进财政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创新财政管理方式、

优化财政资源配置,为牡丹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得新突破提

供财政支撑和保障.

围绕上述指导思想,收入预算坚持实事求是、与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相适应.支出预算安排坚持过 “紧日子”,优先保障 “三

保”支出,统筹保障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支出,纵深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提质增效行动,促进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２０２３年全市预算草案

１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收入７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６％.全市

预算收入加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等,收入总额２８４８亿元;

支出加上解支出等,支出总额２８４８亿元,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２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安 排 收 入 １５１ 亿 元,同 比 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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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５％,主要是受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增收影响.全市预

算收入加补助收入等,收入总额２４６亿元;安排支出加调出资

金等,支出总额２４６亿元,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３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收入 ００３ 亿元,同比下降

６７９％,主要是受国有企业利润收入减少影响.全市预算收入加

上年结转等,收入总额０７７亿元;安排支出加调出资金,支出

总额０７７亿元,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４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收入 ６８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２％.其中养老保险４０５亿元,医疗保险２７９亿元,工伤保

险０４亿元;安排支出６１８亿元,其中养老保险３７３亿元,医

疗保险２３９亿元,工伤保险０６亿元,当年收支结余７亿元,

历年滚存结余６６５亿元.

(三)２０２３年市级预算草案

１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收入４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２％.市

级预算收入加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等,收入总额９３４亿元;

支出加上解支出等,支出总额９３４亿元,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２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安 排 收 入 １０３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５４６％,主要是受专项债务对应专项收入增收影响.市级预算

收入加补助收入等,收入总额１２１亿元;支出加上解支出等,

支出总额１２１亿元,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３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收入 ００３ 亿元,同比下降

６８５％,主要是受国有企业利润收入减少影响.市级预算收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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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结转等,收入总额０１７亿元;安排支出加调出资金,支出

总额０１７亿元,预算收支平衡.

４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收入 ４３５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６％,主要是２０２３年起失业保险基金由省级统筹.其中:养老

保险１５２亿元,医疗保险２７９亿元,工伤保险０４亿元;安排

支出３９１亿元,其中:养老保险１４６亿元,医疗保险２３９亿

元,工伤保险０６亿元,当年收支结余４４亿元,滚存结余５２３

亿元.

(四)市本级专项安排支持重点

１培育现代产业体系.一是支持促进文旅融合.安排文旅

发展金及文化创意、智慧旅游、会展招商等专项资金,广泛推介

产品,打造区域品牌,培育壮大旅游文化产业,提升城市知名度

和吸引力.二是支持改造传统工业.落实产业发展资金,争取省

研发奖补、规上奖励等专项资金,促进中小企业成长,扶持骨干

企业做强,培育科技型企业群体.三是支持发展现代农业.及时

足额兑现地力补贴、农机具补贴等资金,全力争取中省高效示范

农业、地理标志品牌、农副产品市场流通等专项资金,促进农业

增产增效,带动农民致富增收.四是支持壮大新兴产业.加强横

纵协调,促进恒元汉麻、奥丰碳基新材料、富通新能源压缩机等

项目纳入省重点扶持行列,加速项目建设,扩大企业产能,提升

新兴产业辐射带动能力.

２提升发展内生动力.一是支持增强创新能力.设立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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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和重大科技项目专项资金,鼓励自主研发创新,推动科研成

果转化.安排人才专项资金,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吸引各领

域专业人才到牡丹江落户从业.设立大学生 “种子资金”,安排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奖补资金,鼓励本土人才创业兴业.二是支

持扩大招商引资.安排招商引资专项资金,围绕放大区位优势、

拉长延伸产业链条,大力引进附加值高、成长性好、动力较强的

高大外企业和立市型项目落户我市.三是支持释放国有经济活

力.开展国企振兴专项行动,明确责任和义务,建立完善现代企

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国有企业独立参与市场竞争、

持续提升经营实力和偿债能力.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深

化开发区国有企业改革,支持国投公司纵深推进 “１＋４”产业板

块建设,不断增强国有经济对全市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３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支持城市改造升级.安排城市

建设发展金,统筹用好地方政府债券,加快推进老旧小区、供水

管网改造,完成城市停车泊位特许经营项目建设,支持做好 “三

区三线”规划,提升城市能级品位,夯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基

础.二是支持推进生态保护.安排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筹集落实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和支持县级环保机构上收资金,持续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有序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三是支持推进乡村振兴.采取预

算安排、债券投入、股权融资、市场化运作等方式,支持乡村建

设和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增强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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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性、协调性.

４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一是支持稳定社会就业.安排就业专

项资金,筹集创业担保贷款基金,落实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等政策,

推进 “充分就业社区”和人才科技产业园、数字经济产业园等园

区建设,吸纳城乡居民充分就业.二是支持强化社会保障.安排

城乡困难群体两节救助、残疾人临时救助、城镇优抚对象供热补

贴、城乡优抚对象物价补贴等资金,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持

续提高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标准.全面实施职工基本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进一步减轻困难

群众和大病患者负担.三是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安排公

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补贴和疾病应急救助资金,筹集落实重点医

疗卫生项目建设资金,加快推进城市网格化医联体、社区卫生服

务站及市二院全省东南部急救中心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医疗卫

生服务保障水平.四是支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落实学前教育引导资金,安排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及援藏教师

经费,配套公办高中及在牡高校助学金,支持职教中心等学校与

海尔集团共建产业学院,推进教育教学多样化、特色化发展.

５统筹保障公共安全.一是支持科学防控疫情.坚定不移

地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重要要求,安排常态化疫情防控专项资金,支持科学精准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持续提升疫情防控救治能力,最大程度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二是支持防范重点领域风险.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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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谋划特许经营权出让及资产购置项目,最大限度争取省级化债

周转金支持,有效应对到期债务,坚决守住债务风险底线.深入

开展金融风险排查,持续推进第三轮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清收行

动,妥善处置化解非法集资案件,有效防范金融领域风险.安排

储备粮专项资金,保障粮食安全,稳固粮食 “压舱石”地位.安

排议军及征兵经费、义务兵优待金、退役军人安置期间养老、医

疗及生活补助,支持军队建设,保障国防安全.三是支持维护社

会治安稳定.安排信访维稳资金,争取省政法专项资金,支持健

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牡丹江”.

三、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重点工作

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市委、市人大工作要求,严格履行财政

保障职责,放大金融服务推动效应,有效防控财政运行风险,确

保圆满完成年度财政预算任务.

(一)提升依法理财水平.严格执行 «预算法»和 «预算法

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市人大、市政协、代表委员和

社会各界监督.明晰压实预算编制和执行工作各方主体责任,依

法依规组织收入,完善罚没收入管理办法,促进税费收入应收尽

收.坚持党政机关过 “紧日子”,严控 “三公”经费预算和支出,

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列支.严格执行 «会计法»,做好政府财务

报告编制工作.

(二)提升资金管理效能.深化预算一体化管理改革,将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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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嵌入预算管理全流程,提高财政资金、资源配置效率和使

用效益.严格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源头上压减非刚性、非急

需、非重点支出.加强预算项目事中绩效监控,建立低效项目叫

停整改或退出机制,保障财政资金使用安全高效.健全绩效指标

和标准体系,注重结果导向,硬化责任约束,加强预算绩效执行

结果考核,纳入目标管理.

(三)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抢抓我市获批 “中央财政支持普

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有利契机,完善金融开放招商政策,补齐做

强金融产业链条.支持市属国有企业发债融资,推动私募投资基

金发展,助推企业股权融资.深入落实支持金融机构发展的政策

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加大骨干企业、财源项目、民生工程、乡村

振兴等领域资金投放力度,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牡丹江持续注入源

头活水.

(四)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发挥财政调度专班作用,实施旬

调度、月例会、季考核.加强预算收入监督,跟踪收入进度,加

强沟通协调,构筑征管合力,促进预算收入均衡入库.加强预算

支出监督,依法依规下达预算,加快资金支出进度.严格预算执

行、预决算公开监管,加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会计信息监督检

查,规范财经秩序.

牡丹江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秘书处

共印６５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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