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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宜阳县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5年1月23日在宜阳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财政局局长 姚强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预

算草案提请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查，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人士提出意见。

一、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承上启下之年，也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攻坚之年。面对严峻复杂形势，我们在县委的正确

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县委安排部

署，坚持以创新引领，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财政

支出强度，支持全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全县财政

运行总体平稳，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较好。

（一）2024年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县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

的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5000万元，实际完成17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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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为预算的100.3%，增长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17767万

元，增长1.4%，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7%；非

税收入完成57802万元，增长9.8%。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年初支出预算325806万元，

执行中因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增加、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动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等，支出预算调整为423019万元，实际

完成399639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4.47%，增长2.9%。

（3）收支平衡情况。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4828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5569万元；返还性收入

4220万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206679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3831万元；市级补助收入7807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

入7300万元；调入资金27324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278

万元；上年结余15824万元）。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

计45945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99639万元；上解省级支

出34000万元；上解市级支出6802万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7336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675万元），收支相抵，年末结

余23380万元，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目标。

2．政府性基金预算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县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

准的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59697万元，执行中按程序

调增收入预算40380万元，调整后收入预算100077万元，实际完

成100704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6%，增长32.9 %。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年初支出预算688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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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中因上级新增转移支付补助、新增政府专项债券、调出资金

等，支出预算调整为214145万元，实际完成192566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90%，下降31.4%。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情况。2024年全县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按程序调增收入15320万元，调整后收入预算15320万元，

实际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5320万元。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年初支出预算52万元，

执行中因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增加、调出资金等因素，支出预算调

整为15373万元，全年实际完成49万元，调出资金15324万元（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

（二）2024年政府债务情况

2024年，河南省财政厅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748582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7880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569782万元。上

级下达我县债券资金195100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36000万元

（再融资一般债券7200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28800万元）；新

增债券159100万元（新增一般债券10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159000

万元）。根据上级债券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再融资债券全部用于

偿还2024年到期的债券本金；新增债券均按照县人大常委会批准

的方案安排使用。

上述财政收支和政府债务数据为快报数，在完成决算审查汇

总及办理上下级财政年终结算后还会有所变动，决算结果届时报

县人大常委会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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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4年落实县人大决议和主要财政工作情况

1. 千方百计开拓税源，多措并举壮大财政综合实力。一是

积极培育税源财源，加大组织收入力度。进一步做好经济运行分

析，从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深入分析企业和行业税收，巩固和

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二是以税费共治为抓手，强化非税收入征收管理，衔

接县域土地规划和土地供应，破解征缴难点堵点，加大土地出让

金征收力度，研究闲置资产盘活路径，做到应收尽收。三是强化

协作联动，规范涉税信息管理，主动探索综合治税新渠道，发挥

和利用信息平台作用，积极开展涉税信息采集，拓宽涉税信息采

集范围，做好综合治税相关信息的采集和交换，掌握税源变动情

况，将“信息”变“税源”，将“税源”变“税收”，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2. 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助力全县经济稳中向好。一是

加大向上对接力度，紧盯2024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积极申报项目，最大限度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争取上级政策性资

金253177万元。二是紧抓政策窗口机遇，精心谋划专项债项目，

组织做好优质项目筛选和储备工作，提高谋划项目质量，加大优

质项目储备力度。2024年共谋划项目124个，资金需求703700万

元，主要涉及市政基础设施、城乡冷链物流、医疗卫生等领域，

其中已发行新增专项债券项目24个，发行金额89700万元；偿还

拖欠企业账款27个项目，金额10300万元；增量再融资专项债券

140个项目，金额59000万元。三是积极向上级争取最大限度再融

资金额，减轻财政偿还压力，争取再融资债券3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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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化支出结构，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坚持“大钱大方，

小钱小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办大事，把钱用到关键处，

全力保障上级决策部署和全县中心任务落地落实。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把紧预算关口，加强预算执行监控，切实做到“无预算

不支出”。严控一般性支出，不该开支、不必开支的，一律不开

支，必要支出从紧安排。

4.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强化各

类民生领域支出保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县民生支出达到

299206万元，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5%。一是支持教

育事业提质增效。落实“一个一般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要求，

优先确保教育教学，筹措教育资助及教育建设提升改造项目资金

26522万元，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加快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支持改善普通高中基本办学条件。二

是公共卫生服务保障进一步增强。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

求，支持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6757

万元，城乡医疗救助资金5519万元，全力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三是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城镇低

保金、农村低保金、特困供养资金及护理补贴、高龄补贴等资金

27338万元，保障了困难群众、优抚对象、老年村医、独生子女、

公益性岗位等各项惠民惠农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到位，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四是文化事业全面发展。筹措资金1481万元支持文旅融

合，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等，提高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覆盖面和适用性，支持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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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

5. 扛牢“三农”责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全面落实财政政策，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

动乡村振兴实现新发展。一是筹措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29787

万元，对接项目73个，有力支持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

发展。二是及时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10119万元，雨露计

划职业教育补贴资金688万元，小额贷款贴息129万元，农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资金646万元，把党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更好

地服务“三农”。三是不断探索和美乡村建设新机制，将和美乡村

建设统一到乡村振兴总体部署上，努力打造和美乡村的典型，申

报公益事业重点村项目7个，争取资金1050万元。四是持续发挥

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政策效能，加大县级投入力度，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带动社会各方面共同投入，争取资金

1526万元，申报公益事业普惠项目62个，有效改善农民生产生活

条件。

6. 改进工作方法，财政改革管理提质增效。一是确保评审

质量，狠抓评审效率，评审工程项目249个，送审金额229653万

元，审定金额190893万元，审减金额38760万元，审减率16.9%。

二是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开展政府采购活动286次，政

府采购预算金额39446万元，实际完成采购合同金额36882万元，

资金节约率6.5%。强化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管理，为中小企业融资

702万元。三是扎实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顺利完成了350

个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的重点审核、79个部门整体和2658个项目的



— 7 —

绩效自评工作；选取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项目评价工作，实现

预算安排与绩效深度融合，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7. 守牢两条底线，推动财政平稳运行、更可持续。一是兜

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把“三保”工作作为各项工作重中之重，

严格执行上级“三保”政策规定，始终将“三保”支出摆在财政支出

的最优先顺序，把“三保”支出作为最基础、最重要的财政保障项

目，预算优先安排，支出优先保障，穷尽全力保“三保”，确保“

三保”不出任何问题。每月先行支付带有“三保”标识的支出后，

其他支出按轻重缓急进行安排。严格落实“三保”月度支出额度控

制、预算支出全流程电子化管理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各项“三保”

政策落实整体较为平稳。二是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落实政府债务偿债责任，多渠道筹措化债资金，确保到期政府债

务本息按时偿还。申请长期限、低利率的地方政府债券，科学置

换到期存量债务，减少利息支出，缓解短期偿债压力，优化债务

期限结构，有效化解债务风险点，债务偿还安排更加合理有序。

各位代表，上述成绩的取得，是县委正确领导、全县各级各

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县人大、县政协监督支持的结果。但

我们也要清醒看到，财政工作中还面临一些困难，主要有：一是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财政与经济密切相

关，财政收入增幅趋缓，重点支出需求增大，财政运行的压力较

大。二是部分项目策划不够扎实，部分支出政策效能不高，财政

资源配置效率还有提升空间。三是部分领域潜在风险需要重视，

防范风险的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对此，我们将强化问题导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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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导向，用改革的办法、创新的思维破解发展中的问题。

二、2025年预算草案情况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发展谋

篇布局之年，做好财政工作至关重要。编制好2025年预算，对做

好各项财政工作，保持经济健康平稳运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

（一）2025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

市委、县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扎实

推动高质量发展，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推进“十

大建设”，按照县委“三高四最”工作路径，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强

化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加大财政支出强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强化全县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格

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为预算支

出安排的基本方针；坚持预算法定，落实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主

体责任，强化约束和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支出使

用效果；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债务风

险可控，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

社会和谐稳定，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实现“十

五五”良好开局、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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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2025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增

长4%左右。

（二）2025年收支预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2600万元，其中：税收收入122600万元；非税收入60000万元，

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67.1%。根据现行财政体制，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财力预计41456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2600万元；返还性收入4220万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15824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44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675

万元；上年结余23380万元；调入资金30000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根据财力情况，预计可安排支出

41456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1350万元，上解支出3000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210万元）。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725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1328万元；教育支出82985万元；科

学技术支出989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466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6589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7703万元；城乡社区

支出21588万元；农林水支出57296万元；预备费4000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025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87300万元，上级提前告知转移支付收入958万元，上年结余

21579万元，收入总计109837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10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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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要用于政府专项债务还本付息支出23143万元；城乡社

区支出46656万元；其他支出18130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

出1509万元；农林水支出256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3

万元；上解支出100万元；调出资金20000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按照“以收定支、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结余结转下年安

排使用”的原则全部安排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25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10000万元，上级提前告知转移支付收入52万元，收入

总计10052万元。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0052

万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休社会化管理52万元；调出资金10000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三、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的主要措施

（一）积极涵养税源，不断壮大财政实力。想方设法聚财生财，

培育壮大更多经营主体，发展富民产业，扩大财源渠道，增强综

合实力。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财源建设作为重

中之重，深入研究自身财力可持续增长问题。突出做强航空装备

首位产业，引进更多符合产业导向、财政贡献大的项目，壮大财

源蓄水池，更好服务全县经济发展。

（二）优化支出管理，保障重大政策部署。进一步完善预算

管理制度，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强化量入为出，坚持以收定支，

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财政支出“有增有减、有保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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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三保”在预算编制中的优先顺序和支出执行中的首要地位，

加强财政收支运行监测和预判分析，及时排除潜在风险，坚决兜

牢“三保”底线。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强化重大战

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努力降低公务运行成本，按照在县

域内只减不增原则编制“三公”经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强统筹策划，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切实增强争取资

金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积极主动作为，努力争取更多政

策资金支持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一是深入研究政策，提高争取资

金的针对性。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财政困难形势，打破惯性思维、

惰性思维，克服畏难情绪，摸清、摸准、摸细、摸透自身情况，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精准把握上级政策走向和资金投向，找准上

级政策与我县发展实际的契合点，强化向上争取资金意识，自觉

做好跑项争资工作。二是主动汇报对接，提高争取资金的能动性。

克服“等靠要”思想，各显神通，积极主动向上级对口部门汇报对

接，紧盯上级资金分配动态，聚焦重点项目、重点资金，及时了

解资金规模、投资方向、分配因素，结合我县实际，研究可争取

空间，做到应争尽争。三是加强统筹衔接，提高争取资金的使用

质效。统筹用好财政资金、政府专项债券，与政策性开发性金融

工具做好衔接，发挥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贴息作用，集中支持“

三个一批”重大项目快建设、早投产。

（四）加强项目谋划，做好专项债券管理。按照扩大专项债

券使用范围，允许专项债用于土储和收购存量房、用于保障性住

房政策等要求，会同发改委、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全方位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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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可申请项目的资源，谋划高质量土储及存量房用于保障性

住房项目。做好2025年专项债券储备工作，做到优中选优，提高

谋划项目质量，加大优质项目储备力度，力争将项目储备工作做

细做精做实，为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提供有力的保障。

（五）加强财政监督，深化预算绩效改革。聚焦保障重大政

策贯彻落实，开展专项检查，强力推动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

到实处。推进整体绩效预算编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构建

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闭环系统，落实绩效成果应用办法，健全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建立与绩效结果挂钩的财政资源配置激

励约束机制，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绩效。

各位代表，2025年，人民群众对政府给予厚望，对财政工作

要求更高。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在县委的正确

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

务实的作风，投入到财政工作中，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谱

写现代化宜阳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 名词解释

2. 2025年宜阳县一般公共预算方案（草案）

3. 2025年宜阳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方案（草案）

4. 2025年宜阳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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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名 词 解 释

一般债券是指省级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

定一定期限内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专项债券是指省级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

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

付息的政府债券。

三保是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

三公两费三公是指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车辆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两费是指财政拨款安排的

会议费、培训费两项经费。

三个一批是指投资项目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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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5年宜阳县一般公共预算方案（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上年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项 目 上年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一、收入 175569 182600 一、支出 399639 381350

税收收入 117767 12260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8261 57259

增值税 33229 39250 国防支出 145 99

企业所得税 10152 9200 公共安全支出 14018 11328

个人所得税 1829 2040 教育支出 95374 82985

资源税 4127 5600 科学技术支出 32407 9890

城市维护建设税 3196 375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394 2466

房产税 4490 56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6344 65899

印花税 2582 1600 卫生健康支出 35843 2770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1393 13500 节能环保支出 6479 6656

土地增值税 6986 8500 城乡社区支出 21228 21588

车船税 2121 1600 农林水支出 61334 57296

耕地占用税 23780 19500 交通运输支出 9670 9388

契税 11165 973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 907

环境保护税 225 230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83 173

烟叶税及其他税收收入 2492 2500 金融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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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支 出

项 目 上年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项 目 上年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非税收入 57802 6000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920 4312
专项收入 4244 3500 住房保障支出 9539 10158
行政事业性收费 1979 1770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861 1345
罚没收入 9335 626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794 2432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770 5500 预备费 4000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收入
37519 42270 其他支出 1125

捐赠收入 1442 100 债务付息支出 5614 5466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513 600 二、上解上级支出 40802 30000

其他收入 三、债务还本支出 7336 3210

二、上级补助收入 242537 166905 其中：再融资一般债券还本支

出

返还性收入 4220 4220 四、年终结余 23380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14486 158245 五、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675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3831 4440
三、上年结余收入 15824 23380
四、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7300
其中：新增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00
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7200
五、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278 11675
六、调入资金 27324 30000
收入总计 482832 414560 支出总计 482832 41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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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5年宜阳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方案（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上年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项 目 上年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一、收入 100704 87300 一、支出 192566 87837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723 160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 43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543 500 城乡社区支出 96920 46656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89345 80000 农林水支出 33 256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480 100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546 1509

污水处理费收入 947 1200 其他支出 80424 18130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4666 3000 债务付息支出 13616 21243

二、上级补助收入 10570 958 其他债务支出 26

三、上年结余收入 11005 21579 二、上解上级支出 1100 100

四、债务转贷收入 187800 三、债务还本支出 91714 1900

其中：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00000 其中：再融资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28800

再融资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87800 四、调出资金 3120 20000

五、年终结余 21579

收入总计 310079 109837 支出总计 310079 109837



— 17 —

附件4

2025年宜阳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案（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上年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项 目 上年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一、利润收入 一、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二、股利、股息收入 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 52
三、产权转让收入 三、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四、清算收入 四、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5320 10000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地方本级收入合计 15320 10000 地方本级支出合计 49 52
转移性收入 53 52 转移性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5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上解收入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解收入 上解支出

上年结余收入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解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年结余收入 调出资金 15324 100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年终结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收入总计 15373 10052 支出总计 15373 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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