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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２０２２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受经济下行、疫情反复、落实国家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等因素影响,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 收 入

１３２７９７３亿元,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２％,扣除留抵退税因

素后同口径 (以下简称同口径)增长 ０６％,自然口径下降

５８％.其中,税收收入９２８５２２亿元,同口径下降５４％,自

然口径下降１３９％;非税收入３９９４５２亿元,增长２０３％.加

上上级补助收入、债务收入、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上年结转收入等后为总收入,具体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８５０９９３

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８５％,增长１６％.加上上解中

央、债务还本、调出资金、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后为总支

出,具体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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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有关数据按四舍五入作了处理,个别数据散总略有差异,具体数据详见预算草案附

件二、三.
根据财政部年中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等情况,省级及部分市县按法定程序编制了预算调整

方案,因此,全省预算数按全省各地调整后的预算汇总统计,下同.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况是:教育支出

３８７３６１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 ９９４％;科学技术支出

９８４６１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８８％;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３５０１２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２％;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２１４９０１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２２％;卫生健

康支出２０７５９１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１６２％;节能环保

支出４５７６１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７９％;城乡社区支

出１４０８７２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８３％;农林水支出

１０６６０４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 ９７１％;交通运输支出

７４５５９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８３％.个别支出科目未完

成汇总调整预算,主要是受年底疫情影响,部分地市项目形成实

际支出情况不及预期,但不影响已定重点任务落实.

　　 (二)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０６３２５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７％,同口径下降４％,自然口径下降

１３％.收入降幅大于全省,主要是省本级收入以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等主体税种为主,相应受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减收影响大于

全省.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４９６６９亿元、下级上解收入１２８３７４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８１５７８亿元、调入资金５０２７亿

元、上年结转收入２２５亿元、债务收入９３３９１亿元 (包括:新

增一般债券收入３５５６４亿元、向国际组织借款收入２９７亿元、

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５７５３亿元)后,总收入为８６６６１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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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具体情况是:一是税收收

入２３６６４５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９％,同口径下降５９％,

自然口径下降１７％;二是非税收入６９６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２０１％,增长４３％.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４４９６５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９９％,下降６５％,主要是严控本级支

出,加大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加上上解中央支出３０８９１亿元、

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５３１５１５亿元 (包括:返还性支出

６９２３５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３９３５６８亿元、专项转移支

付支出６８７１２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７２７１３亿元、债务还本支

出１０７６１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７３６２亿元后,总支出

为８５８２０８亿元.

　　省级预备费２４亿元,实际支出１０亿元,用于支持市县疫情

防控工作,剩余１４亿元全部按规定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一)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１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根据我省经济形势,预计２０２３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３９４３７２亿元,增长５％.一是税收

收入１０８１７２８亿元,增长１６５％;二是非税收入３１２６４４亿

元,下降２１７％,主要是上年盘活政府资源资产等一次性收入

抬高基数.

　　２ 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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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９５０３亿元,增长１％,其中,教育支出３９１８７２亿元,增长

１２％;科学技术支出９９６４３亿元,增长１２％;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支出３５２９２亿元,增长０８％;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１７０５亿元,增长 １％;卫生健康支出 ２０９６６６ 亿元,增长

１％;节能环保支出４６２６４亿元,增长１１％;城乡社区支出

１４２２８１亿 元,增 长 １％;农 林 水 支 出 １０７７７７ 亿 元,增 长

１１％;交通运输支出７５３０５亿元,增长１％.

　　 (二)省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编制情况.２０２３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３７１亿元,增长１０％.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９２１７５亿元、下级

上解收入７９１８９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４０１亿元、调

入资金３４９１亿元、财政部提前下达新增一般债券收入２０７亿元

后,总收入为７０６６６４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具体情况是:一是税收收

入２８７１亿元,增长２１３％,其中,增值税１４８６３５亿元,增长

４０％,主要是２０２２年集中实施留抵退税后基数偏低;企业所得

税７２１７８亿元,增长１５％;土地增值税等３９４２４亿元,下降

１０７％,主要是２０２２年清算收入基数较高;个人所得税２６８６３

亿元,增长１４％.二是非税收入５００亿元,下降２８２％,主要

是上年盘活政府资源资产等一次性收入抬高基数.

　　———支出预算编制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４８００６

亿元,加上上解中央支出３１６４４亿元、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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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支出５０１４５４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１４１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９０６亿元、预备费２４亿元后,总支出７０６６６４亿元.

　　１ 省本级支出１４８００６亿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３７％,

主要是按照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压减省级部门预算一

般性支出.安排预算部门行政经费７２８亿元,占省本级支出的

４９％,下降１７％.省级部门预算 “三公”经费４３９亿元,减

少０１４亿元,下降３２％,包括:因公出国 (境)费用０５９亿

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３０６亿元 (公务用车购置０７８

亿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２２８亿元)、公务接待费０７５亿元.

　　２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５０１４５４亿元,较上年

年初预算增长６３％,包括:税收返还支出７１４３５亿元,一般

性转移支付支出３４９５７２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８０４４７亿元.

　　３省级预备费２４亿元,与上年年初预算持平,占省本级支

出的１６％,比例符合预算法规定.预备费执行中根据实际用途

分别计入省本级支出和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

　　按照预算法规定,２０２３年预算年度开始后、预算草案经批

准前,提前安排必须支付的部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２６５５５亿

元、对市县转移支付４６２５４亿元、债务还本付息６１７亿元,合

计７３４２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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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广东省政府性基金预算２０２２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５１９６１９亿元,为汇总调

整预算的９６９％,下降３８８％,主要是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较多.加上上级补助收入、调入资

金、上年结转收入、债务收入等后为总收入,具体金额待决算完

成后报告.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８５８７２３亿元,完成汇总调

整预算的９９４％,下降１０９％.支出降幅小于收入降幅,主要

是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新增专项债券加快发行使用,对冲了因

收入下降带来的支出减少.加上调出资金、债务还本支出等后为

总支出,具体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二)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共有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

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小型水库移民扶

助基金、彩票公益金、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

用、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民航发展基金、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基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１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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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０４１亿元,为调整预

算的１０４２％,增长１８９％,主要是专项债券项目上缴用于付息

的专项收入增加较多.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３０２９亿元、新增专项

债券收入３７２３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６３１７５亿元、上年结

转收入７４７亿元后,总收入４４７２９２亿元.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２４３０６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８３７％,主要是珠三角城际铁路项目存量债券调整至市

县,相应冲减本级支出;省本级支出下降３９５％,主要是根据

项目年度资金需求,省本级承贷使用的专项债券规模减少.加上

补助下级支出３８７４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７５１亿元、债

务转贷支出４１６６１７亿元后,总支出４４６５４８亿元.结转７４４

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２０２２年收入１０５亿元,为

调整预算的４５１％,主要是受疫情反复、上映影片数量减少等

因素影响,票房收入未达预期;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

入后,总收入为１５３亿元.总支出１２１亿元 (含补助市县支

出、调出资金等,下同).

　　２农业土地开发资金.２０２２年收入２４５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８７６％,主要是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下降,相应计提的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减少;加上上年

结转收入后,总收入为２７８亿元.总支出２７８亿元,全部调入

至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乡村振兴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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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２０２２年收入０４亿元,为调整预

算的１３３４％,主要是我省降水量增加,相应从上网销售电量中

计提的收入增加.总支出０３１亿元.

　　４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２０２２年收入２９７亿元,为调整

预算的１１０１％,主要是广东电网公司在我省区域内扣除农业生

产用电量后的销售电量增长,相应计提的收入增加;加上上年结

转收入后,总收入３９６亿元.总支出３７１亿元.

　　５ 彩票公益金.２０２２年收入１９９９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２２２％,主要是彩票销量超出预期,相应计提的公益金增加;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３０３１亿元.总支

出２６３２亿元.

　　６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２０２２年收入

１２４７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２１９％,主要是彩票市场销量超出

预期,相应计提的业务费增加;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

入后,总收入１６５４亿元.总支出１３７４亿元.

　　７民航发展基金.２０２２年上级补助收入１３８亿元,相应安

排支出１３８亿元.

　　８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２０２２年上级补助收入

１９８９亿元,相应安排支出１９８９亿元.

　　９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２０２２年上级补助收入０３１

亿元,相应安排支出０３１亿元.

　　１０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及支出.２０２２年专项债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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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项目专项收入４０９９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９６６％,主要是珠

三角城际铁路项目存量债券调整为转贷市县,原计划用于付息的

收入无需上缴.相应安排支出４０９９亿元,其中付息支出４０８

亿元、发行费用支出０１９亿元.

　　１１专项债券.２０２２年专项债券４３５４７５亿元,其中新增专

项债券３７２３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６３１７５亿元.

　　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一)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５３５２０７亿元,增长３％,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４７９８３７亿元,增长２８％.全省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８６７３１亿元,增长１％.

　　 (二)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按照有关规定,纳入２０２３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范围

包括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地方水库

移民扶持基金 (含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大中型水库库区基

金)、彩票公益金、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民航发展基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基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

　　预计２０２３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９９亿元,增长

１１８％;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２６５亿元、财政部提前下达新增专

项债券资金２５４３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７４４亿元后,总收入

２６６３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２２５８亿元,加上对市

—９—



县转移支付４０１７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２４８７亿元、向一般公共

预算调出１３２５亿元后,总支出２６６３亿元.收支具体安排如下:

　　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根据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财

税 〔２０１５〕９１号),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经营性电影放映单位按其

电影票房收入的５％缴纳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按照４∶６比

例分别缴入中央和省级国库.

　　２０２３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预算１６亿元,

增长５３％,主要是２０２２年受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收入基数偏

低,预计２０２３年可实现恢复性增长;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

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２０９亿元.总支出２０９亿元,主要用于资

助影院建设和设备更新改造、奖励优秀国产影片放映和资助文化

特色、支持艺术创新影片放映、资助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等.

　　２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根据 «转发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

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府 〔２００４〕５９号)和 «广东省用于农业土地

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财综 〔２００４〕

１８６号),各市县从征收的土地出让金平均纯收益中划出２０％用

于农业土地开发,其中３０％集中上缴省,专项用于土地整理复

垦、宜农未利用地开发、基本农田建设以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

土地开发.

　　２０２３年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预算２５亿元,增长２％.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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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２５亿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相关项目,纳入涉农资金统筹管理.

　　３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根据 «广东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粤府 〔２００６〕

１１５号)和 «广东省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

行办法» (粤财综 〔２００９〕１２９号)的规定,对广东电网公司在

我省区域内扣除农业生产用电量后的全部销售电量,按每千瓦时

０５厘钱征收小型水库移民扶助资金,并按照每人每年６００元的

标准对经核定并纳入扶持范围的小型水库移民给予补助.

　　按照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 〔２００７〕

２６号)和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修订稿)»要求,我省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起开始征收大中型水

库库区基金.对省内装机容量２５万千瓦以上的有发电收入的大

中型水库和水电站,按照其实际上网销售电量每千瓦时８厘钱的

标准征收,主要用于大中型水库库区及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库区移民安置等.

　　(１)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

　　２０２３年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预算３亿元,与上年基

本持平;加上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３２５亿元.总支出３２５

亿元,主要用于补助我省小型水库移民、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扶持移民发展生产和劳动技能培训等.

　　(２)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２０２３年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预算０４亿元,与上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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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加上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０４９亿元.总支出０４９亿

元,主要用于库区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库区经济发展,

提高移民生活水平.

　　４彩票公益金.

　　按照财政部和我省关于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规定,彩票公

益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５０∶５０的比例分配.地方留成部分由

省级按６％计提专项公益金后,剩余９４％彩票公益金由省级和市

级按比例分成,具体为:福利彩票公益金,省级２４％、市级

７０％;体育彩票公益金,省级３７％、市级５７％,分别用于支持

社会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本级留成部分按

２０％的比例用于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各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按

２０％的比例用于残疾人补助资金.

　　２０２３年省级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１９４９亿元,下降２５％,

主要是受世界杯等一次性因素影响,２０２２年彩票销量增长,相

应计提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增加较多,抬高基数;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２９２２亿元.总支出２９２２亿元.

其中:

　　 (１)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６６９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１３４８亿元.总支出１３４８亿元,

主要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城乡医

疗救助、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社会福利

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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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１２８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１５７４亿元.总支出１５７４亿元,

主要用于全民健身活动与服务、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备战重大体育赛事、运动队保障、资助承办竞技类

体育赛事以及支付运动员退役补偿金等.

　　５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根据 «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５４号)、«彩票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财政部令第９６号)规定,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是

指彩票销售机构按照彩票销售额一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彩票

发行销售活动的经费.

　　２０２３年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预算

１２４２亿元,下降０４％,原因同彩票公益金;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１５７５亿元.总支出１５７５亿元.

　　 (１)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预算４８８亿元,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６１５亿元.总支出６１５

亿元,主要用于保障福利彩票销售机构运转及销售业务支出.

　　 (２)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预算７５４亿元,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９６亿元.总支出９６

亿元,主要用于保障体育彩票销售机构运转及销售业务支出.

　　６民航发展基金.

　　民航发展基金由中央征收并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２０２３

年,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资金１７７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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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中小机场补贴、机场建设贷款贴息等.

　　７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根据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

见»(国发 〔２００６〕１７号)、«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 〔２００６〕２９号),中央通过提高销售

电量 (扣除农业生产用电)的电价统一筹措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基金,并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

　　２０２３年,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

金１４１３亿元,用于大中型水库移民补助、支持库区和移民安置

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等.

　　８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根据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 〔２００９〕９０号),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由中央按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扣除农业排灌用电后的全部销售电量和规

定征收标准计征,并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

　　２０２３年,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三峡工程后续工作)０３１亿元,主要用于解决三峡库区移民生

产生活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９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及支出.

　　２０２３年,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５０４９亿元,增长

２３２％,主要是根据专项债券付息计划据实增加.安排支出５０４９

亿元,其中付息支出５０３５亿元、发行费用支出０１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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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专项债券收入及支出.

　　２０２３年,财政部提前下达广东地区新增专项债券额度２５４３

亿元,相应安排支出２５４３亿元,其中,省本级使用５６亿元,主

要用于铁路、机场、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转贷市县２４８７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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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三

广东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２０２２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全省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收 入 ３３４２５ 亿 元,为 汇 总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１８６％,增 长

２１％.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０７５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１０１９亿元

后,总收入３４５１９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７５５８亿

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３１％,增长７８％.加上向一般公

共预算调出１６５１亿元后,总支出３４０６９亿元.结转４５１亿元.

　　 (二)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省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５２３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０％,增长２７６％.加

上上级补助收入０７２亿元后,总收入５３０２亿元.省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３６５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８９８％,下降

１０２％,主要是部分项目不具备实施条件,据实减少支出.加上

对市县转移支付０８５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２８５２亿元后,

总支出５３０２亿元.

　　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一)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８０９９亿元,下降１５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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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上年产权转让等一次性收入抬高基数,其中,利润收入

１８１８３亿元、股利股息收入６３６４亿元、产权转让收入１９７５

亿元、清算收入００５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１５７２亿元.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０７６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４５１亿元后,总收

入２８６２５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５９５２亿元,其

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１５８２亿元、国有企业资

本金注入１１４７２亿元、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１７３３亿元、其他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１６６亿元.加上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

１２６７４亿元后,总支出２８６２５亿元.

　　 (二)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１预算收支总体情况.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４９５８

亿元,下降５２％,主要是预计国有控股公司分配股利、股息减

少,其中,利润收入４７４１亿元、股利股息收入２０４亿元、其

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０１３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０７２亿元

后,总收入５０３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９１９亿

元,增长２３４％,主要是支持省属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任务,

加大资本金注入力度,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３９８亿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１２８亿元、国有企业政策性补

贴１２２８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１３亿元.加上补

助下级０８５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资金２０２６亿元后,总

支出５０３亿元.

　　２编制依据和范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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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广东省省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

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 (粤财工 〔２０１３〕２８４号)、 «广东省省属

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分类分档收缴实施方案» (粤财资 〔２０１９〕２５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扩大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

通知»(粤财资 〔２０２０〕７１号)等规定,２０２３年省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将省属一级企业共３２１户全部纳入编制范围,其中４３户企

业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３００万元以上)应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３预算编制的主要举措.

　　(１)强化资源统筹,持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机制.一是

扩大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将省属一级企业全部纳入

编制范围,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完整性和规范性.二是合理

确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比例,加强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

事,对金控投资及资本运营类企业的利润收入按照５０％收缴,

对其他企业按３０％收缴,对归属母公司净利润３００万元以下的

小型微利企业免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三是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力度,调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３０％,统筹

用于保障教育、社保等民生支出,让国有企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好

惠及人民群众.

　　(２)加强支出管理,切实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效益.

一是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范围,严格支出预算审核,突出

保障重大战略任务,统筹安排资金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建设、支持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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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二是规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切实加快资金支出进度,

对当年度无法支出的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民生支

出.三是强化支出绩效管理,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及指标,实行绩

效执行监控,开展绩效评价,加强评价结果应用,提升资金使用

效益.

　　(３)规范预算编制,持续提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质量.

一是细化预算编制要求,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流程和格

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全部纳入项目库实施全生命周期管

理,提升预算编制工作质量.二是严格执行预决算公开制度,按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公开工作,细化预决

算公开内容.除涉密信息外,预决算收支全部按规定公开.三是

加强监督检查,定期对各级预算单位及其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执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督促其严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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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四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２０２２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９９２３９９亿元,为汇总调整预算

的１００５％,增长６％.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８０４０３５亿

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９％,增长１１１％.当年收支结余

１８８３６４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２１１７１９１亿元.

　　 (二)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５８０９１２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２％,增长８９％.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４４９４２９亿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９３％,增长２３９％,主要是加大援企稳

岗支持力度、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贴等带动支出增加.当年收

支结余１３１４８３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５５０５５６亿元.

　　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一)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和方法

　　１编制范围.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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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失业保险基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含生育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等７项.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等４项,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工伤保

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已实现省级统筹.

　　２编制方法.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坚持收支平衡,适当留有结余.编制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草案综合考虑统筹地区上年基金预算执行情况、本

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社会保险事业发展计划、社会保险政策和

财政补助政策等因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与我省国民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情况相适应,在保障各项社

会保险待遇支出的基础上,从严从紧编制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二)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８２４９９亿元,增长９１％.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８２５０２１亿元,增长２６％.当年收

支结余２５７４７８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２３７４６７亿元,其中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年末滚存结余１７１３９７８亿元、失业保险年末滚

存结余１４９８７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含生育保险)年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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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结余４１４５０３亿元、工伤保险年末滚存结余１１７８７亿元、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年末滚存结余６１２３０亿元、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年末滚存结余８５７６３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年末滚存结余７２４２２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年末滚存

结余较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我省外来劳动力规模较大,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 (实际缴费人数/退休人数)高于全国水平;

二是养老金计发、待遇支付项目等严格按规定执行,养老金提标

执行全国统一政策,各省不得擅自突破.

　　 (三)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６５７１５２亿元,增长１３１％,

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６２３１９９亿元、失业保险收入

１２３３４亿元、工伤保险收入８８９５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收入１２７２４亿元.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４５３２１４

亿元,增长０８％,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４１４１３３亿

元、失业保险支出１４６９１亿元、工伤保险支出１２１３８亿元、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１２２５２ 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２０３９３８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７５４４９３亿元.

　　三、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相关社会保险政策和工作

　　 (一)稳步提高统筹层次,基金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七个险种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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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先后于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２年实现省级统筹;基本医疗保

险实行市级统筹管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基金市级管

理,研究推进省级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动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市级统筹.通过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进一步

提高基金共济和保障能力,增强制度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为稳步

提高待遇和降低费率打下坚实基础.

　　 (二)积极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稳住经济

一揽子措施的部署,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通过延续实

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实施社保费缓缴政策,

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等措施,

努力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三)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按照国家要求,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项目清理规

范工作.建立财政补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入长效机

制.充分发挥社保费税务全责征收优势,压紧压实地方扩面征缴

工作责任.强化省级基金收支管理,及时足额上解全国统筹调剂

资金.完善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常态化机制.

　　 (四)深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推动全省范围内医疗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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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制度名称、制度设置、政策标准等规范统一,为稳步推进

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打下坚实基础.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８０％和７０％

左右.发挥基本医疗保险职能,支撑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好确诊

及疑似患者救治、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等所需费用.

　　 (五)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评估基金市级管理情况的基础上,研究推进我省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管理.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的困难群体,继续实施政府代缴社保费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困

难群体应保尽保.加快推进征地社保留存资金分配工作,落实被

征地农民参保,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养老权益.

　　 (六)巩固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建设

　　根据国家部署,建立我省新业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印

发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制定相

关业务规程,全省如期启动实施新业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完善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管理,研究制定工伤保险浮动费率办

法.

　　 (七)持续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体系

　　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失业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实现失

业保险基金管理、参保范围和参保对象、费率政策和缴费政策、

—４２—



待遇和促进就业项目支付政策、经办规程、信息系统 “六统一”.

研究进一步完善我省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合理确定用人单位和职

工个人失业保险参保费用分担比例,建立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险

浮动费率动态调整机制.

　　 (八)稳步提高社保待遇水平

　　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财政补

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６１０元.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全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１９０

元.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工伤保险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提高至

９４８２万元;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提高至人

月均５１３０元、４４６８元、２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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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五

关于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

预算决议情况的说明

　　根据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对预算草案及其报告的决议、

审查结果报告及审议意见»,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省人大监督,认真

研究落实决议精神,具体落实情况已按规定向省人大常委会报

告.

　　一、全面落实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

准、可持续”的部署要求

　　根据党中央关于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重要要求,省政府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政府工作报

告»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

可持续,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保持财政收支平稳运行,为稳定宏

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１３２７９７３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同口径增长０６％,自

然口径下降５８％.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１８５０９９３亿元,

增长 １６％,保持了适当的支出强度,其中民生类支出完成

１２９６８４４亿元,占比保持在七成,实现只增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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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折不扣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按照应享尽

享、能减尽减、能快则快的原则,全省落实退税减税缓税降费

４６５６亿元,其中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２４０４亿元,惠及市场主体

２１万户,小微企业占比超过九成,全力支持稳市场主体.

　　 (二)加大财力下沉,保持县区平稳运行.２０２２年,省级

安排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５３１５１５亿元.第一时间分配下

达中央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一次性财力补助,资

金向退税压力大、财力困难地区倾斜,实现困难地区退税减税减

收全覆盖.“三保”专户管理全面覆盖８６个享受省均衡性转移支

付的县区,筑牢兜实基层 “三保”底线.

　　 (三)坚持节用裕民,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牢固树立过紧

日子思想,制定印发 «关于清理盘活存量和闲置资金的通知»

«关于贯彻落实过 “紧日子”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预算执行管

理的通知»等文件,大力推进清理盘活存量资金,从严从紧执行

支出标准,深入挖掘节支潜力,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刚

性、非重点项目支出.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要求,稳妥开展地方

财经秩序专项整治工作.２０２２年省本级支出完成１４４９６５亿元,

下降６５％,腾出财力支持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二、切实发挥财政资金 “撬动”作用,扩大有效投资

　　 (一)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２０２２年积极争取新增债券

额度４６７８亿元,其中专项债券额度４３２２亿元、增长１４９％,

近八成投向交通、产业园区等补短板、利长远、带动投资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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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出台 “专项债９条”,推动发行使用提速增效,支出进度

稳居全国前列.

　　 (二)加大助企纾困帮扶力度.全面落实国家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和稳经济３３条、１９项接续政策,出台我省两批２１４项具

体举措,聚焦 “降成本、扩需求、促增长”目标,连续出台促消

费、助企纾困、金融纾困等财政扶持政策,助力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纾困解难.稳岗就业政策提效加力,全省发放制造业小

型微利企业社保缴费补贴、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和扩岗补助超

１６８亿元,降低企业成本超１９２亿元,惠及市场主体３４８万户.

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复苏,投入２３８８亿元,落实 “促消费９条和

１６条”“促进服务业恢复发展４７条”,省市联动大规模发放消费

券,实施汽车和家电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等政策.加

力提速稳住外贸基本盘,投入２０５３亿元,落实 “稳外贸１１条

和４条”,全力畅通粤港跨境贸易通道,增加中欧班列发运,支

持企业包机、代参展方式开拓多元市场,扩大跨境电商等贸易新

业态,通过将事后奖补资金改为先预拨后清算方式,推动政策提

速兑现.政府采购精准发力,将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采购份额由

３０％以上提高至４０％以上.授予中小企业政府采购项目合同金

额超２０００亿元,约占全省采购总规模的七成.融资支持持续增

强,新增投入３亿元,综合运用贴息、降费奖补和代偿补偿等措

施,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扩面增效,撬动小微企业和涉农贷款超

过３００亿元,为小微企业和 “三农”主体提供担保业务规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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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亿元,占比超过７５％.

　　 (三)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加快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产业发展基金等政策性基金投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的乘数效应和政策引导作用,引入社会资本支持集成电路、先进

制造业等领域,积极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为补齐产业链

短板、完善产业发展生态发挥重要作用,有效促进全省产业转型

升级.

　　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精神,深入实施 “１＋１＋９”工作部署,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

增强国家和省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一)支持扎实推进 “双区”和三大平台建设.持续深化粤

港澳三地财税制度衔接,推动中央支持横琴合作区的财税政策落

地实施,推动广州南沙财税支持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积极争取

中央对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实施财税优惠政策.

　　 (二)支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２０２２年年初预

算安排产业发展、内外贸等相关支出１３４９６亿元,增长９９％,

聚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支持抓好战略性产业集群建

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

　　 (三)支持建设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强省.２０２２年年初预

算安排科学技术支出２２７３６亿元,增长１２９％,建立科技领域

重点项目保障清单,聚焦落实基础研究和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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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攻关,优先保障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全省

实验室体系建设、核心软件攻关工程、现代种业等重点科技任

务.

　　 (四)支持深入推进 “一核一带一区”建设.２０２２年年初

预算安排省对市县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交通运输支出

２４６５７亿元,增长６４％,进一步完善差异化转移支付体系,根

据各地区功能定位给予精准支持,在更高起点上推动老少边地区

加快振兴发展,支持打造新的增长极.研究制定促进省内产业有

序转移一揽子财政政策,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实现共同富

裕.

　　 (五)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深入实施 “三农”领域突出短板

“九大攻坚”行动.２０２２年年初预算安排农林水、自然资源及其

他相关支出６４２６亿元,增长５４％.进一步加大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力度,安排涉农资金超３００亿元,八成以上由市县统筹实

施.出台省级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实施意见,健

全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

　　 (六)支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２０２２年年初预算安排

节能环保和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支出 １９９３２ 亿元,增长

９７％,支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和绿色产业发展.

　　 (七)支持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２０２２年年初预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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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等支出７５４６亿元,增长１３１％,努力

塑造与广东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优势,支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宣传文化事业,进一步凸显文化在现代化建

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八)支持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东法治广东.２０２２年年初

预算安排公共安全、灾害防治与应急管理等支出３５６８２亿元,

增长４１％,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现代化建设的安全基石.支

持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补齐政法基础设施短板.支持

完善法治体系,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九)支持抓好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发展.２０２２年年初预

算安排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等支出

１８３３０３亿元,增长６３％,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加强民生资金

管理,持续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四、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持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按照创造型引领型改革

部署要求,推进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在各地市延伸拓展,推动

各地建立大事要事保障机制,强化集中力量办大事导向,加快构

建全省统筹、全域协同、全链条衔接的预算管理格局.进一步细

化省级重点领域大事要事保障清单,选取广州、深圳、东莞、中

山等４个珠三角市,汕头、湛江等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试点编

制市级清单,推动省市联动、同向发力.省政府印发 «关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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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改革切实提高省级年初预算到位率和资金使用效益的通

知»,按照 “先定事项再议经费、先有项目后有预算、先有预算

再有执行、没有预算不得支出”的原则,推动编早编细编实预

算,切实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力度.积极应对财政减收影响,加

大政府资源资产盘活力度,２０２２年全省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完成１４９１２１亿元,增长３４３％,带动全省非税收入

完成３９９４５２亿元,增长２０３％,有力支撑财政收入保持平稳.

积极研究制定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筹资方案,强化国有企业履

行政策性任务出资责任,用足用好债券资金、财政专项资金,积

极引入社会资本,支持我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三)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进一步扩大惠企利民

直达资金范围,将助企纾困专项资金、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直接面向市县基层、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

惠企利民资金新增纳入直达机制管理.鼓励市县结合实际稳步扩

大直达资金范围.２０２２年直达资金总规模达到２１１２５２亿元,

增长４８２％,惠及市场主体７４３万户,受益群众１７１亿人次.

　　 (四)全省 “一盘棋”提升市县财政管理水平.深入推进省

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促进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

范、财力分配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进一步提升财政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实施省对市县预算安排审核,首批完成

珠海、汕头、韶关、湛江等４个地级市预算审核试点,以审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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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以审促改效果明显.加快 “数字财政”系统建设,全面推进

预算管理业务线上办理.加强上下级财政干部交流和结对帮扶,

通过挂职锻炼、跟班学习等,强化省对市县财政预算业务指导.

　　五、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扎实推动财政资金提质增效

　　 (一)推动预算与绩效深度融合.加快建立全方位、全流

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将各级政府收支预算全面纳入

绩效管理,建立省市县多级联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完善绩效结

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优化等挂钩机制,充分利用绩效结果推动改

进预算编制和完善重大政策.加强绩效信息公开,按规定将重要

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与预决算草案同步报送同级人大、同步

向社会主动公开.

　　 (二)开展部门整体核心指标体系建设扩面.将党中央、国

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要求转化为部门整体核心指标,充分运用核心指

标体系衔接重大战略部署和具体项目安排,推动集中财力办大事.

　　 (三)健全事前绩效评审制度.对涉及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尚处于前期研究论证阶段的重大支出政策和建

设项目,开展年度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审.将财政承受能力

等重点绩效要求前置到前期论证阶段,从源头提高立项论证的质量

和效率,增强立项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强化事前绩效约束.

　　六、强化政府债务管理,积极稳妥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一)管好用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出台 “专项债９条”,

坚持 “急需、成熟、统筹、集中”原则,落实 “资金跟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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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要求,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和需求申报工作.新增债券额度分

配注重支持重点发展区域建设需求,充分保障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补短板强弱项的项目需求.精选优选新增债券发行项目,匹配实

际用款需求实行分批次滚动发行,限期办结额度分配下达、资金

转贷拨付手续,探索实施专项债券专户管理,建立支出使用进度

通报预警机制,规范办理项目调整手续,层层压实各地各部门主

体责任,推动债券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

　　 (二)切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格实施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管理,落实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制度.统筹安排财政资金,妥

善处理到期债务,确保按时足额还本付息.加强债务风险监测,

定期通报债务风险情况,新增债券额度分配与各地债务风险情况

挂钩,确保与偿债能力相匹配.督促指导各地级以上市多措并

举,积极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如期高质完成中央赋予的全域

无隐性债务试点任务,实现存量隐性债务全部化解目标,并向省

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规范隐性债务项目重大变动程序,按季

度通报全省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情况.

　　 (三)做好债务信息公开工作.认真落实省政府向省人大常

委会报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制度,积极配合做好人大加强政

府债务监督工作.主动及时做好地方政府债券预决算、债券发行

等信息公开工作,增强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度.及时主动提供

债务数据资料并通过联网系统推送,为省人大开展数据分析对比

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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