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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呼兰区 2022 年财政决算（草案）

和 2023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哈尔滨市呼兰区财政局局长 王殿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安排，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2 年财政决算（草

案）和 2023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2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15568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354947 万元、使用上年结转

资金 57072 万元，新增一般债券收入 13480 万元，再融资债券

收入 36214 万元，预算外专户调入 736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15290 万元后，收入总量为 49330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完成 349957 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10610 万元、再融资债券

还本支出 36236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79885 万元、安排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16619 万元，支出总量为 493307 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2022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年初预算 800 万元，拟征收污水处理费，考虑到疫情期间不增

加百姓生活负担未启动征收，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源为

上级补助收入 47131 万元、使用上年结转资金 16215 万元、新

增专项债券收入 47500 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 15581 万元，

调入资金 1071 万元，收入总量为 127498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完成 81370 万元，加上结转下年支出 30526 万元、再融

资债券还本支出 15602 万元，支出总量为 127498 万元，收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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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为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为零。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2022 年，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上年结余 99 万元，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23799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20358 万元，加上利息、转移收入 278

万元，收入总计 4453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 44014 万元，加上转移支出、其他支出 520 万元，支出总

计 44534 万元，收支平衡。

(五)政府债务情况。2022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55.73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22.97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32.76 亿元。

省核定政府债务限额 57.2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24.18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33.11 亿元，全区政府债务余额在省核定

限额内。2022 年，举借政府债务 112775 万元，全部为省财政

厅转贷的地方政府债券。主要构成：一是省转贷新增债券 60980

万元（一般债券 13480 万元，专项债券 47500 万元），平均利

率 3.13%，平均期限 17.5 年，主要用于呼兰区光谷标准化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龙江光谷产业园）项目（一期）、农村供水保

障工程等项目。二是省转贷再融资债券 51795 万元（一般债券

36214 万元，专项债券 15581 万元）,平均利率 2.96%，平均期

限 9.17 年，全部用于偿还到期的政府债券本金，不增加政府债

务规模。2022 年，全区到期政府债券本息 69214 万元，其中，

本金 51838 万元（一般债券本金 36236 万元，专项债券本金

15602 万元），利息 17376 万元（一般债券利息 7998 万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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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债券利息 9378 万元），均已通过省发行再融资债券、财政资

金、项目专项收入等方式偿还，未发生逾期。

二、2023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基本情况

1.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11914万元，同比增长50%，完成预算的68.4%，顺利完成

“双过半”目标。从收入结构情况看，税收收入完成6653万元，

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55.8%，同比增长71.1%，剔除

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可比增长40.3%。拉动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

为：一是哈尔滨明悦房开欠税回收本年增收1170万元；二是去

年同期增值税留抵退税拉低2022年税收基数。非税收入完成

5261万元，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44.2%，同比增长

29.7%，非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法院罚没收入同比增加970万元。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89570万元，完成预算的43.5%，同

比增长26.5%，支出增长原因是都市圈环线项目支出22000万元、

哈绥铁路项目支出31228万元抬高本期支出规模。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 57 万元，全部为污水处理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9046

万元，为预算的 25.1%，同比下降 24.8%。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上半年，全区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收入 8355 万元，为预算的 52.9%，

同比增长 18.6%。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2939 万元，占

年初预算的 49.7%，同比增长 7%。

4.政府债务举借偿还情况。上半年，新举借政府债务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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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转贷的地方政府债券，其中：再融资债券 67100 万元

（一般债券 21820 万元，专项债券 45280 万元），平均利率

2.73%，平均期限 6.17 年，全部用于偿还到期的政府债券本金；

新增政府债券 69008 万元，全部为一般债券，平均利率 3.13%，

平均期限 15 年，主要用于哈尔滨至绥化铁力铁路征拆、三电小

区老旧小区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呼兰河治理、公路提质改造

等项目。截至目前，全区到期债券本息共计 61548 万元。其中，

本金 51538 万元（一般债券本金 7660 万元，专项债券本金 43878

万元），利息 10010 万元（一般债券利息 4059 万元，专项债券

利息 5951 万元），均已如期偿还，未发生逾期。

（二）2023 年上半年财政工作主要举措

1.攻坚克难抓收入,提升财政保障能力。一是主动争取上

级支持。面对财政自给率不足 5%的实际，我们意识到争取上级

财政资金是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上半年，我

们围绕重点项目投资领域，结合全区总体发展规划和实际资金

需求，谋深谋实项目储备，抢前抓早向上沟通、争取支持。特

别是争取疫情防控补助资金 5025 万元；新增政府债券 69008

万元，争取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154106 万元，有力弥补了财力缺

口，有效缓解我区重点项目建设资金压力。二是加强税费征收

管理。建立财税收入联合调研机制，及时动态开展重点税源重

点行业分析，压实税源征管工作责任，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强

化与各非税收入执征部门的配合联动，及时掌握重点项目、重

大案件推进情况，全力促进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三是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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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保重点支出。对各部门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进行全面清查，

加大清理盘活力度，对短期难以形成实际支出的资金，按规定

收回统筹利用。

2.统筹财政资源，强化重点领域财政保障。一是加强财政

运行监控。我们统筹调度财政资源，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合

理确定保障重点和保障顺序，集中财力优先保障行政事业单位

人员工资、机关运转、刚性民生项目需求和国家、省、市、区

重大战略资金需要，保障地方财政平稳运行。二是加大民生投

入，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上更加突出位置，把更多资金投

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农业、教育等方面，切实解决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累计投入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 41422 万

元，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及城乡居民及企业养老保险缴费、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大病救助及低收入家庭困难救助、职业技

能提升补贴等；投入医疗卫生资金 3129 万元支持基本和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优抚对象医疗等；投入农林水资金 15276 万元用

于耕地地力补贴、衔接乡村振兴、农田建设等；投入 17835 万

元，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帮困助学、普高助

学金、中职免学费等教育资助政策，保障教师待遇足额及时发

放。三是着力保障省重点工程项目资金及时下达，哈尔滨至绥

化铁力铁路项目 39879 万元，已支出 31228 万元，支出进度

78.3%；都市圈环线 115500 万元，已支出 87752 万元，支出进

度 76%。

3.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制度防风险。一是防范和化解

政府债务风险，落实偿债主体责任，推进两区债务交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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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末，纳入交接范围债务 1401 笔，债务交接工作专班已经审

核 1117 笔。二是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推进“互联网+政府

采购”，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均在新版政府采购平台实施，意向

公开、计划申报、招标采购、结果公示、合同签订、资金支付

等全流程“一网通办”，上线了询问、质疑、投诉功能，让信

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持续优化我区政府采购营

商环境奠定坚实基础。上半年，完成政府采购项目 54 个，采购

金额 3611 万元，节约资金 160 万元，节支率 4.5%。三是提高

投资评审服务质量与效率，项目拦标价评审由 15 个工作日缩短

为 10 个工作日。上半年，完成拦标价评审项目 29 个，评审额

28970 万元，审减额 4964 万元，审减率 17.1%。四是开展严肃

财经纪律专项治理，建全完善财务审批制度。对检查整改进度

及质量进行跟踪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出台预算

单位现金管理暂行办法、机关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机关单位

会议费管理办法，强化对现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杜绝使用现金

支付办公费、发放扶贫补助等相关费用。五是严格执行公务卡

结算制度。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务卡结算工作的通知》，

督促各相关单位及时办理公务卡，完善公务卡台账，推进公务

用卡全覆盖。

三、存在困难及下半年工作重点

上半年，全区财政工作围绕稳预期、保盘子，推动收入持

续增长，稳住了预算执行的盘子，主要指标如期实现“双过半”，

但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一是经济结构不优。我区经济

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单一，制造业空心化，缺乏大型的龙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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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企业，支撑财源的支柱产业还未形成规模，税收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只有哈尔滨华电能源第三发电厂 1户企业，超过 100

万元企业有 42 户，其余税源零星分散，缺乏高附加值、高税率

产业，财政收入来源渠道过窄且不稳定。二是自有收入保障率

较低。2022 年本级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的比重为 3.1%，

支出缺口主要靠上级补助、地方债券等弥补。伴随上级提出的

财政供养标准提高、民生待遇提标扩面、重点领域投入加大等

硬性要求，支出需求也不断扩大。收入增长与支出刚需之间的

矛盾日益加剧，财力缺口越来越大，区级财政调度资金入不敷

出。三是公共预算收入结构不合理。本级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比

由 2020 年 10.4%上升到 2022 年 37.4%，非税收入快速增长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对平衡财政收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非税收入过快增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过高,不利于促进

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和提高财政收入水平。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将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下半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执行区委全会、区“两会”

精神，锚定全年财政目标任务，继续发扬和传承财政精神，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守正创新，踔厉奋发，扎实推进财政各项

工作。

（一）聚力深耕财源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在充分挖

掘现有收入潜能的同时，更加注重财源培植，促进财政收入长

期可持续增长。一是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不断增加科技创新投入，优先扶持经开区园区经济发展，

着力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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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收费监管力度，坚决制止各种乱收费行为，坚持激发市场

活力和经济竞争力。三是用好用足各项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落实中央直达资金监管要求，常态化监

督直达资金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直接惠企利民。

（二）强化财政收入征管，实现年初预算目标。一是持续

推进财税信息共享机制，以重点税源和重点行业为突破口，以

项目为抓手，以数据为支撑，扎实做好税源信息采集和行业分

析，实现税源“看得见、够得着、拿得到”，促进税收收入依

法征收、应收尽收。二是强化非税收入源头管理，加大非税收

入征收力度，提高相关职能部门非税收入执收效率和水平，确

保及时足额上缴国库。三是继续深化扫黑除恶战果。推进抵税

房产拍卖工作，积极与相关案件审判机关沟通，开展涉案企业

欠税清缴工作，力争清偿执行工作取得积极战果。

（三）严格预算提质效，加强监管控支出。一是严格落实

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安排支出，严格执

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二是严格财政支

出清单管控，分类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从严控制

会议费、差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等支出，大力压减非急

需、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 坚决禁止新建楼堂馆所、办公

用房等。三是兜牢“三保”支出。加强年初“三保”支出预算

审核，坚持“三保”支出在预算安排中的优先地位，做好财政

支付风险监控分析，兜牢兜实“三保”支出。

（四）加强政府债务监管，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一是积极

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将偿债资金纳入年度预算，按时偿还，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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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二是科学合理规范举债，在上级下达债

务限额内，根据财力承受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适度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并确保债券资金投向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偿

债资金有稳定来源，按时支付本息，不发生债务逾期违约，产

生债务风险；三是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管，及时掌握项目建设

和资金使用进度情况，加快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发挥资金使用

效益，避免资金闲置浪费。

总之，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支持

下，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扎实推进财政各项工作，为聚力落

实七大战略、打造“七彩呼兰”，奋进二次创业贡献财政的智

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