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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２０２３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４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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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３８５１３亿

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４３％,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９１％,

具体情况为:税收收入１０２４２５５亿元,增长１０３％,为汇总调

整预算的９７１％,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部分

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收入增长不

及预期;非税收入３６０８７５亿元,下降９７％,为汇总调整预算

的１０５２％,下降原因主要是受政策和市场调整等因素影响,相

关专项收入、资源资产出让等非税收入减收较多.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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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０９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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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有关数据按四舍五入作了处理 (绝对数保留２位小数,相对数保留１位小数,四舍

五入后末位数为０的舍去),个别数据散总略有差异.
增 (降)幅相对的是上年执行数,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此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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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预算数为全省各级调整后的预算汇总统计数,下同.



元,实现稳中有增,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８８％,主要是年中

清理收回部分执行完毕、无需再使用的剩余资金,不影响当年预

算确定的重点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上解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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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况是:教育支出

４００８３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９％;科学技术支出９７１３５

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３５８９９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７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２２５６５２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１８％;卫生健康支出

２０１７９４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７７％;节能环保支出

４４３１亿 元,完 成 汇 总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２０６％;城 乡 社 区 支 出

１３７４２８亿 元,完 成 汇 总 调 整 预 算 的 ９４９％;农 林 水 支 出

１０７１８２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６５％;交通运输支出

６１０４２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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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２５

亿元,增长４２％,为调整预算的９４７％,主要是税收收入增长

不及预期.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２６９６７１亿元、市县上

解收入１３５３３１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４０１亿元、调入

资金４０５２亿元、新增一般债券收入３２２６６亿元、向国际组织

借款２０１亿元、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８５５４１亿元后,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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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３２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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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５５９４亿元,增长１２２％,为调整预算的９２５％,未完成

调整预算的原因与全省税收收入情况相同.二是 非 税 收 入

５３６５６亿元,下降２３％,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７３％,下降原因主

要是资源资产出让等收入减收较多.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５５３８７

亿元,增长７２％,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１％.加上上解中央支

出３５１３９亿元、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５７２３２亿元

(包括返还性支出７０４３５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４２５９３３亿元、

专项转移支付７５９５２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９４６８８亿元、债务

还本支出９０４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４８５０５亿元后,总

支出９１５０７９亿元.总收支相抵,剩余５２４２亿元按规定结转下

年使用 (以下同类情况简称结转).

　　２０２３年省级预备费年初预算２４亿元,实际支出００７亿元,

主要用于落实上级年中部署的不可预见的专项工作,剩余２３９３

亿元全部按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２０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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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２０２４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１４２６６８４亿元,增长３％.其中,税收收入１０８０７９４亿

元,增长５５％;非税收入３４５８９亿元,下降４２％,主要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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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各地加大政府资源资产盘活力度,收入基数较高,继续保持

盘活力度的难度加大.

　　２ 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１８６９６０１亿元,增长１％.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况是:教育支出

４０５０３８亿元,增长 １％;科学技术支出 ９８１０６ 亿元,增长

１％;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３６１８７亿元,增长０８％;社会

保障 和 就 业 支 出 ２２８３６ 亿 元,增 长 １２％;卫 生 健 康 支 出

２０３８１２亿元,增长 １％;节能环保支出 ４４７９７ 亿元,增长

１１％;城乡社区支出 １３８８０２亿元,增长 １％;农林水支出

１０８４６８亿元,增长１２％;交通运输支出６１６５３亿元,增长

１％.

　　 (二)省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编制情况.２０２４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２８６７亿元,增长３％.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７９７７７亿元、下级

上解收入１００５０７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７００１亿元、

调入资金４６７２亿元、财政部提前下达新增一般债券收入１９８亿

元后,总收入７１０４２７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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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９７亿元,增长６５％,其中,增值税１６０３６亿元,增长

６７％;企业所得税６２７２亿元,增长６％;土地增值税等３６２１

亿元,增长６％;个人所得税２３６８亿元,增长７５％.二是非

税收入４５７亿元,下降１４８％,主要是２０２３年一次性收入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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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高基数.

　　———支出预算编制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５５６３

亿元,加上上解中央支出２８７５９亿元、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支出４９４８４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７１６５亿元、债务还本支

出１５８１７亿元、区域转移性支出５８１５亿元、预备费２４亿元

后,总支出７１０４２７亿元.

　　１ 省本级支出１５５６３亿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５２％.

安排 部 门 预 算 行 政 经 费 ７２６３ 亿 元,较 上 年 年 初 预 算 下 降

０２％,占省本级支出的４７％.省级部门预算 “三公”经费

４３８亿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００１亿元、下降０２％,包括:

一是因公出国 (境)费用０７９亿元,较新冠疫情发生前的２０１９

年预算下降５１％;二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２８９亿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０７３亿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２１５亿

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５６％;三是公务接待费０７亿元,

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５６％.

　　２ 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４９４８４亿元,考虑到

２０２４年中央不再实施留抵退税补助政策,剔除补助市县部分后

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２１％.包括:税收返还支出７１４４３亿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３４６３１３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７７０８４

亿元.

—５—

按财政部规定,该科目反映省及以下无隶属关系的政府间转移性支出,如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跨省域调剂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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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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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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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５６亿

元、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４７０２２亿元、债务还本付息

１２７９亿元,合计７５４５６亿元.

—６—



附件一之二

广东省政府性基金预算２０２３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４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４５０１５２亿元,下降１３４％,为

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５４％,下降和未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原因主

要是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收较

多、不及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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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５６８４亿元,下降３８％,完成

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５３％,下降和未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原因主

要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实行以收定支,支出随收入下降而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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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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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发展基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国家重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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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建设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及支出等.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２６亿元,增长１５２％,为调

整预算的１０９１％,增幅较高主要是彩票销量超出预期,相应计

提的彩票公益金、销售机构业务费用收入增加较多.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３４９５亿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３９９５亿元、再融资专项

债券收入１０１５６４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７２４亿元后,总收入

５１４５４２亿元.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２８５８９亿元,增长１７６％,完

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１３％.加上补助下级支出４２７８亿元、向一般

公共预算调出１５２８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４７８９８４亿元后,总支

出５１３３７９亿元.结转１１６４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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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收入０６７亿元,较

上年下降３５７％,为调整预算的４２％,主要是根据 «财政部 国

家电影局关于阶段性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的公

告»,阶段性免征６个月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

入后,总收入１１４亿元.总支出１０７亿元 (含补助市县支出、

调出资金等,下同).

　　２农业土地开发资金.２０２３年收入１９亿元,较上年下降

２２７％,为调整预算的７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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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１９亿元.总支出１６２亿元.

—８—



　　３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２０２３年收入０４３亿元,较上年增

长７１％,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７２％,主要是我省上网销售电量增

加,相应计提的收入增加;加上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０５２

亿元.总支出０５２亿元.

　　４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２０２３年收入３１４亿元,较上年

增长５７％,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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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增长,相应计提

的收入增加;加上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３３９亿元.总支出

３３９亿元.

　　５彩票公益金.２０２３年收入２７６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８％,

为调整预算的１４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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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５６亿元.总支出３２２９亿元.

　　６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２０２３年收入

１６３７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１２％,为调整预算的１３１８％,主要

是彩票销量超出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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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亿元.总支出１５８５亿元.

　　７民航发展基金.２０２３年上级补助收入５亿元,相应安排

支出５亿元.

　　８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２０２３年上级补助收入

２０６亿元,相应安排支出２０６亿元.

　　９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２０２３年上级补助收入０３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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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专项债务对

应项目专项收入４２５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７％,用于安排债务

付息支出和发行费用支出.

　　１１专项债券.２０２３年专项债券５０１０６４亿元,其中新增专

项债券３９９５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１０１５６４亿元.

　　二、２０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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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９１５５亿元,增长２％,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３８９５１５亿元,增长２％.全省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８３３９４１亿元,增长１％.

　　 (二)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按照有关规定,２０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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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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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及支出等.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６４２亿元,增长４１％.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２６６亿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２８０７亿元、再融资

专项债券收入６３亿元、下级上解收入３２７１亿元、上年结转收

入１１６４亿元后,总收入３０３７３７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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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１４１１６亿元,加上对市县转移支付６４２２亿元、上解上级

支出８６８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２２３１亿元、债务转贷支

出２７３８亿元、债务还本支出６３亿元后,总支出３０３７３７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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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预算２亿元,增长

１９７７％,预计２０２４年可实现恢复性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一是

２０２３年按照财政部公告要求免征６个月收入,基数偏低;二是

随着电影消费复苏,预计２０２４年电影票房收入保持增长,带动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增加.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

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２２６亿元.总支出２２６亿元,主要用于扶

持各地影院发展、支持粤产电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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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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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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预算２亿元,增长５５％,加

上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２２８亿元.总支出２２８亿元,主要

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纳入省级涉农统筹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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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５元征收小型水库移民扶助资金,并按照每人每

年６００元的标准对经核定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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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０８元的标准征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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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预算３１５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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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总收入３１５亿元.总支出３１５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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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预算０４３亿元,增长

０３％;总收入０４３亿元.总支出０４３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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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调入一般公共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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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省级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２２６５亿元,下降１７９％,

主要是体育彩票销售受即开型彩票供应和竞彩赛事资源供应能力

影响,２０２３年增幅较高,预计２０２４年出现回落;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３６６３亿元.总支出３６６３亿

元.其中:

　　 (１)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７１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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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１４２３亿元.总支出１４２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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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１５５５亿元,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２２４亿元.总支出２２４亿元,

主要用于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场馆维修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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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预算

１４２１亿元,下降１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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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６亿元.总支出１８８６亿元.

　　 (１)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预算５１３亿元,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６１８亿元.总支出

６１８亿元,主要用于保障福利彩票销售机构运转及销售业务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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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预算９０８亿元,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入后,总收入１２６８亿元.总支出

１２６８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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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年,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资金３５７亿元,

主要用于机场建设、航线和机场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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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

金１５１９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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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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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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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支持三峡库区移民生

产生活.

　　９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及支出.

　　２０２４年,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５１９８亿元,增长

２２３％,主要是根据专项债券付息计划据实增加.安排支出

５１９８亿元,其中付息支出５１８６亿元、发行费用支出０１２亿

元.

　　１０专项债券收入及支出.

　　２０２４年,中央提前下达广东地区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额

度２８０７亿元,相应安排支出２８０７亿元,其中,省本级使用６９

亿元,主要用于铁路、机场、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转贷市县

２７３８亿元.根据省级债务还本计划,通过再融资专项债券 (６３

亿元)偿还到期的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本金.

　　１１下级上解收入及支出.

　　２０２４年,下级上解收入３２７１亿元.一是根据中央关于耕

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有关工作要求,实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

任制年度考核,省根据考核结果核定地市需上解的收入;二是根

据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的有关考核要求,省级从

地级以上市新增计提用于农业农村的土地出让收益中统筹３０％,

用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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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三

广东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２０２３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４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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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４２７亿元,下降９％,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８３％,

下降原因主要是股利、股息收入以及产权转让收入减少.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０７５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６３９亿元后,总收入

３１１４１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５２６２亿元,下降

１３１％,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５７％,下降和未完成汇总调整

预算的原因主要是支出随收入下降而减少.加上向一般公共预算

调出１５３３４亿元后,总支出３０５９５亿元.结转５４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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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４９亿元,下降５４％,为年初预算的９９８％,下

降和未完成年初预算的原因主要是股利、股息收入减少.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０７２亿元后,总收入５０２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２８４５亿元,增长２０３％,完成年初预算的９７５％,

未完成年初预算主要是部分据实清算的政策性支出减少.加上对

市县转移支付０８５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２０９亿元后,总

支出５０２亿元,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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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２０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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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８５亿元,下降２６１％,主

要是国有企业利润收入减少,其中,利润收入１４１６亿元、股利

股息收入５７０５亿元、产权转让收入９６８亿元、清算收入０３１

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１６２１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０７５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５４６亿元后,总收入２３１０６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２９４８亿元,其中,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１６２亿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８０１５亿

元、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１７８５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１５２８亿元.加上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０１５９亿元后,总支

出２３１０６亿元.

　　 (二)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１编制依据和范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２４〕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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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省属一级企业共２８４户全部纳

入编制范围,其中５３户企业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３００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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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上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其他小微企业及整体性改制企业等免

交.根据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２预算收支总体情况.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５１７５

亿元,增长４６％,其中,利润收入４６６３亿元、股利股息收入

３３８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１７３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０７２亿元后,总收入５２４７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２８３８亿元,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４３４亿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１１１１亿元、国有企业政策性

补贴１２７８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１４亿元.加上

对市县转移支付０８５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资金２３２４亿

元后,总支出５２４７亿元.

　　３加强预算管理的主要举措.

　　(１)完善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机制.一是扩大省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覆盖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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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算收益上交比例,加强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２０２４年,

继续按照５０％的比例收缴金控投资及资本运营类企业利润收入,

按照３０％的比例收缴其他企业利润收入,对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３００万元以下的小型微利企业继续免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三是

落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制度,调入资金统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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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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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提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效能.一是优化支出结构,

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增强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

障,支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重点用于支持重大项目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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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二是加强支出管理,坚持

政策导向,区分轻重缓急,提升资金安排使用的科学性、有效性

和精准性.严格预算约束,严禁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支出.切

实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对无法支出的资金,清理收回并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统筹使用.三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完善对重大支出政

策的事前绩效评估,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加

强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全面提升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

　　(３)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监督管理.一是严格执行预决算

公开制度,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做好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信息公

开工作,细化预决算公开内容.二是加强监督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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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财经纪律.三是主动接受人大和审计监督,全面落实人

大关于加强预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各项要求,

健全预算管理和资产管理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更好配合人大和审

计审查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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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四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２０２３年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４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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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６６８５亿元,增长６７％,

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９２％,未完成调整预算主要是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不及预期.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８２５５２６亿元,增长３７％,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９８％,未完

成汇总调整预算主要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不及预期.当年收

支结余２５１１５９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２３９３１４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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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６７４４亿元,增长１０７％,

为年初预算的９６９％,未完成年初预算的原因与全省相同.省

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４６６１０９亿元,增长４５％,完成年初

预算的１０２８％.当年收支结余１７０６３５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１７１９１１９亿元.

　　二、２０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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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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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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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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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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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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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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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严从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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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４０１亿元,增长８１％.全

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８７６４４２亿元,增长６２％.当年收支

结余２８７５６８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２６８０７１２亿元,其中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年末滚存结余１９１５０１９亿元、失业保险年末滚

存结余１８８３９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含生育保险)年末滚

存结余５１９６１２亿元、工伤保险年末滚存结余１１９６５亿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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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年末滚存结余６３８３６亿元、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年末滚存结余８４７４２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年末滚存结余６６６９９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年末滚存

结余较大的主要原因:一是从收入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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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从支出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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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４１５２亿元,增长１０６％,

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６５５７５３亿元、失业保险

基金收入２１２５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１４６亿元、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１２５４９亿元.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支出４６６２０３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４１５３４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２１１７７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支

出１４１２６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５５６亿

元.当年收支结余２３７９４９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９５７０６８亿元.

　　三、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相关社会保险政策和工作

　　 (一)提高社会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

　　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已实现

省级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管理;２０２３年推进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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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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落实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

　　贯彻落实国家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统一部署,积极发

挥稳定市场主体、稳就业的作用,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２０２３年１－４月全省参保单位统一阶段性下调其工伤保险

单位缴费费率２０％,减轻企业缴费成本１１０８亿元;继续执行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同时实施浮动费率政策,２０２３

年减轻企业缴费成本１６３９３亿元.

　　 (三)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按照国家要求,研究制订我省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项目有关实施方案.落实地方财政补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投入长效机制.２０２３年稳步提高养老待遇,按３８％的平均

增幅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２０２３年,省财政投入１７０３２亿

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１０元,

达到每人每月２００元,进一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强化省级基

金收支管理,及时足额上解全国统筹调剂资金.积极争取国家支

持,稳妥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费基过渡工作.

　　 (四)深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全面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在国家统一框架下逐步推

动全省范围内医疗保障制度框架、政策标准、基金支付范围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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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统一.逐步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制度,更好提高职工医

保参保人员门诊保障水平.进一步细化我省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

险和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政策,完善生育支持措施,健全各类人群

生育保障机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８０％和７０％左右.２０２３

年,省财政投入２８９２５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继续提高３０元,达到每人每年６４０元.

　　 (五)强化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能力

　　２０２３年我省委托投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２１００亿元,累计达

到３２００亿元,继续居全国首位.委托运营以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年均收益率５１６％,高于五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有力强

化了基金保值增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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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五

广东省２０２３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和

２０２４年工作安排

　　一、２０２３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一)基本情况

　　１限额余额情况.全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３０３１７９７亿元,

新增债务限额４９６８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３３５亿元、新

增专项债务限额 ４６３３亿元.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执行数

２９８８１９９亿元,控制在债务限额以内.一是按债务形式分,政

府债券２９７２９６８亿元、非债券形式债务１５２３亿元;二是按偿

债来源分,一般债务７６３０８２亿元、专项债务２２２５１１７亿元.

　　２ 发行使用情况.全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６８７１３３亿元.

一是新增债券４９４４６６亿元,包括一般债券３３１６６亿元、专项

债券４６１３亿元.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２０１４２亿元、

交通基础设施１０９２５４亿元、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６８２８６亿元、

农林水利５２６３６亿元、生态环保２３７４２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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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经清理甄别认定的截至２０１４年末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以及２０１４年以后

由财政部转贷且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债务.

２０２３年全省发行新增一般债券３３１６６亿元＝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３３５亿元－财政部带项目

转贷我省外债限额３３４亿元.
财政部下达我省２０２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４６３３亿元,并对２０２２年安排使用的结存限额

进行清算调整,２０２３年实际可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为４６１３亿元.



１７８９４亿元、其他领域２１２３５亿元.二是再融资债券１９２６６７

亿元,包括一般债券８７３４１亿元、专项债券１０５３２６亿元,用

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

　　３还本付息情况.全省通过合理利用再融资债券、统筹财

政资金和项目收益偿还等方式足额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２０５４５３亿元,包括一般债券本金８９７５３亿元、专项债券本金

１１５７亿元.其中,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１９２６６７亿元,统

筹财政资金等方式偿还１２７８６亿元.全省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

息８９９１３亿元,包括一般债券利息２５４２１亿元、专项债券利息

６４４９１亿元.

　　 (二)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

　　２０２３年,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

焦政府债务 “借用管还”各环节全方位持续提质增效.一方面,

将管好用好新增债券作为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推动

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有力发挥新增债券稳经济和促投资的重要

作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牢固树立底

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抓实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工作,确保政府法定

债券不出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全省政府债务风险继续

保持总体安全可控的良好态势.

　　１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一是规范专项债券

管理.坚持问题导向,出台进一步加强专项债券管理的制度文

件,聚焦管好存量、做实增量,促进专项债券规范管理、提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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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二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要求,建立防范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属地管理

责任,有力有序有效化解风险.三是健全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机

制.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地方人大加强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意

见,落实政府债务管理报告制度,扎实做好地方政府债券预决

算、发行、存续期等信息公开工作.

　　２严格债券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是扎实做好项目

储备.充分发挥跨部门工作机制作用,指导各地各部门科学开展

专项债券项目常态化储备,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强化审

核把关,提高项目质量,及时组织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入库,为

争取新增专项债券额度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二是

精准保障重大项目.紧扣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聚焦国家与省

部署的重点领域与重大项目,近八成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交通、产

业园区基础设施等带动投资明显的领域.全年安排超６００亿元专

项债券用作重大项目资本金,支持粤东城际铁路等新建项目迅速

开工建设,继续支持白云机场三期、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黄茅

海跨海通道等项目加快建设使用,有力有效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

与基建投资.三是高效规范支出使用.债券发行款收缴当天即全

部拨付,资金在省级国库 “不过夜”、直达市县国库.分地区分

项目开展债券资金使用情况跟踪监测,实行支出进度通报预警、

债券额度调整收回等措施,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

为全年稳增长、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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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守住风险底线,严防严控债务风险.一是落实债务限额

管理.严格在政府债务限额内通过发行新增债券举借政府债务,

坚持举债与财力相匹配,科学合理分配新增债务限额和安排具体

项目.二是强化专项债券投后管理.加强专项债券项目投后管理

情况跟踪监测,压实项目单位等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还本付息安

排,确保法定债券本息按时足额偿付.三是实施风险评估预警和

常态化监控机制.持续开展债务数据共享比对,强化跨部门协同

监管.定期对债务风险进行分析评估,督促指导风险较高地区采

取措施尽快缓释风险.

　　二、２０２４年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安排

　　 (一)基本情况

　　１提前下达新增债务限额情况.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２０２４

年新增债务限额３４４９亿元.一是一般债务２０４亿元,其中广东

地区１９８亿元 (省级承贷１２６３５亿元、转贷市县７１６５亿元),

深圳市６亿元.二是专项债务３２４５亿元,其中广东地区２８０７亿

元 (省级承贷６９亿元、转贷市县２７３８亿元),深圳市４３８亿元.

　　２还本付息情况.２０２４年全省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１４２３９８亿元,包括一般债券本金４７９３４亿元、专项债券本金

９４４６５亿元;全省安排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９９１４２亿元,包

括一般债券利息２４９１５亿元、专项债券利息７４２２７亿元.

　　 (二)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主要措施

　　２０２４年,我省将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高质量发

—９２—



展和高水平安全,全面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不断提升全省政府债

务管理工作水平.一是夯实债券项目基础.下好 “先手棋”,坚

持 “资金跟着项目走”,指导各地各部门做好新增专项债券项目

常态化储备.锚定落实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围绕 “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制造业当家、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海洋

强省建设等重点任务多谋项目、谋好项目.二是科学合理分配额

度.结合债务风险、债券资金使用效益等科学合理分配新增债券

额度,分类控制风险较高地区新增债务规模;坚持绩效导向,年

中跨地区收回额度,重新分配至管理使用较好的地市,充分发挥

正向激励作用.三是加快资金支出使用.深化分批次滚动发行机

制,合理安排发行节奏,优化债券项目安排,推动发行进度与项

目进度合理有效衔接.落实支出进度通报预警机制,加强支出使

用调度管理,推动债券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四是常抓不懈

防控风险.科学精准编制年度还本付息计划,督促指导各地将还

本付息资金足额编列预算,统筹做好还本付息安排,切实履行到

期债券本息偿还责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严格资金供需两端管

理,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不断巩固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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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六

关于落实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预算决议情况的说明

　　省政府高度重视 «省十四届人大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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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各地、各部门认真

抓好落实,具体落实情况已按规定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现将落

实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预算决议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推动经济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落实情况

　　２０２３年,省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省委有关工作要求,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

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锚定 “走在前列”总目标,按

照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注重精准、更可持续”的要

求,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和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推动经

济回升向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保持适当的财政支出强度.２０２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１８５万亿元,其中,民生类支出完成１３万亿元,占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超过七成.积极争取中央加大新增债券

额度支持,２０２３年中央下达我省新增债券额度４９６８亿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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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４６３３亿元,为我省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

保障.

　　 (二)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效能.一是全面落实国家税费支

持政策.落实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全省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

费超２０００亿元.特别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加计５％抵

减应纳增值税税额、将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比例提高至１２０％等政策落地实施,精准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进一步优化完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税费支持政策,降低

经营主体税费负担.二是加大助企帮扶力度.一季度省政府集中

出台 «广东省关于激发企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粤府 〔２０２３〕２３号)、«广东省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政策

措施»(粤办函 〔２０２３〕３４号)、«２０２３年广东金融支持经济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粤办函 〔２０２３〕３５号)等系列助企政策,在

年初预算已作倾斜支持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聚焦稳定外贸、提振

消费、支持融资等重点领域,加大支持力度,改善市场主体预

期、提振发展信心.三是深入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尊重人

大代表主体地位,通过走访、座谈等方式,在研究制定财政政策

时,广泛征求和听取人大代表和有关方面意见建议,涉及面广的

政策,按规定公开征询意见.

　　 (三)全力保持财政收入平稳增长.一方面,依法依规组织

财政收入.在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依法依规加

强税收收入征管,落实协同办税机制,全力推动盘活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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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土地和政府股权等政府资源资产,多措并举开源增收.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３８５１３亿元,增长４３％,其中省本级收入

３１９２５亿元,增长４２％.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巩固培植地方优

质税源.推进实施 «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源培植巩固工作的通知»

(粤办函 〔２０２２〕３４４号),综合运用税收优惠、以奖代补、股权

投资、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精准支持产业项目,有效发

挥财政资金和财税政策的税源引导和撬动作用.

　　二、关于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强化重大战略任务财政保

障”的落实情况

　　 (一)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一是把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作

为预算编制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２０２３年 “三公”经费预算按

“只减不增”安排,进一步压减部门预算一般性支出,严控部门

预算中的政府履职辅助性服务支出,推动各部门聚焦主责主业,

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将有限的财力用到关键处、紧要处.二

是强化零基预算理念.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到期政策额度收回财

政统筹,２０２３年落实预算安排 “四挂钩”机制,扣减有关项目预

算５１１亿元.充分发挥绩效、评审、监督 “三把利剑”作用,运

用支出标准、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及功能,

合理确定项目支出内容和规模,从源头压减无效、低效和不必要

支出.三是加强支出政策统筹和资金协同.强化同领域资金统筹

管理,优化财政资金支持方式,保障重大战略任务落地实施.

　　 (二)集中力量办好大事要事.将落实中央和省重大决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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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作为预算安排的首要任务,全力支持稳经济、促发展、强信

心.一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揽子财政政策,支持纵深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高水平建设横琴、前海、

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推动深化粤港澳三地财税制度衔接、资

金流动互通、合作平台共建、民生领域合作.二是支持实施 “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把县镇村发展的短板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的潜力板,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

进.三是支持制造业当家,聚焦 “大产业、大平台、大项目、大

企业、大环境”五大提升行动,推动制造强省建设迈出新步伐.

四是支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强化基

础性、战略性支撑,把现代化建设的地基打得更稳更牢.五是支

持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为引领,加力支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努力探索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广东路

径.六是支持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省,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蓬勃发展,推动 “两个文明”相协调、相促进.七是支持推出

更多暖民心、惠民生的举措,让老百姓的生活步步高、喜洋洋.

谋划实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育儿、交通、食品安

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安等 “民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

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扎实办好省十件民生实事,全省投入

７７８１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１９７％,其中省级投入３０８３４亿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１２９％.八是支持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东、法治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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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 “强化预算管理,加大财力下沉力度”的落实情况

　　 (一)推进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一是巩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

率.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预算管理改革　切实提高省级年初预算

到位率和资金使用效益的通知»(粤府函 〔２０２２〕２３６号),持续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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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推动

编早编细编实预算,２０２３年省级使用和确定项目的资金年初预

算到位率超过９０％,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修

订印发 «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粤府 〔２０２３〕３４

号),进一步强化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的制度保障,推动提升专

项资金使用效益.将改革向市县延伸扩展,推动各地 “带项目申

请预算、带项目安排预算”.二是深化财政资金分配管理改革.

印发实施部分财政资金 “补改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帮助基层

积累资产、壮大财政实力、激活发展动力.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

分配的激励导向,坚持 “谁的项目好支持谁”,资金向 “能打粮

食”、做贡献的地方倾斜,切实减少简单按因素法切块分配、“撒

胡椒面”或搞平均主义.三是扎实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印

发实施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粤府办 〔２０２３〕

１５号),进一步健全县级财力长效保障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权责

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

障更加有力的省以下财政体制,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

基础.四是有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均衡、生态等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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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制定实施促进梅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振兴发展财

政政策,落实老区苏区、民族地区、省际边界地区、生态地区、

资源枯竭城市地区转移支付政策,缩小区域财力差距.五是完善

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２０２３年,省级进一步扩大直达资金

范围,着力提高资金分配、拨付、使用效率,全力支持惠企利

民.全省累计安排直达资金１４７７８亿元,惠及市场主体１１万

家、受益群众１亿人次.

　　 (二)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坚持保基本、促均衡,完善差异

化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健全基层财力长效保障机制,提升老区苏

区、民族地区、北部生态发展区和省际边界地区财力水平,省对

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及债务转贷支出６６７００８亿元、增长

１０４％,有效缓解基层运行压力.

　　四、关于 “强化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

落实情况

　　 (一)管好用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一是严格实施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将额度分配与各地债务风险挂钩,确

保与偿债能力相匹配.加强项目投后管理,建立专项债券项目定

期梳理机制,统筹做好还本付息安排,确保法定债务不出风险.

二是加快新增债券发行使用.督促指导各地围绕省委确定的重点

工作任务,对照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清

单,做深做细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工作,加强审核把关,切实提

高项目质量.优选严选在建、续建项目和前期工作扎实的成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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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组织发行,持续深化债券资金滚动安排,落实分批次滚动发行

机制,推动发行进度与项目进度、资金需求相匹配.全年安排超

６００亿元专项债券用作重大项目资本金,支持粤东城际铁路等新

建项目迅速开工建设,继续支持白云机场三期、珠三角城际轨道

交通、黄茅海跨海通道等项目加快建设使用.２０２３年新增专项

债券已基本使用完毕.三是推动债券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加强资

金支出使用跟踪监测,有效压实各地各部门主体责任,加快支出

进度,落实支出进度通报预警、闲置资金超期调整、债券额度调

整收回 “三个机制”,推动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尽快形

成实物工作量.

　　 (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是强化风险监测预

警.落实定期通报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情况制度.强化跨部门协

同监管,严格资金供需两端管理,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依法接受人大对隐性债务监管与政府举债审查,实现政府债

务和隐性债务按照统一规则合并监管.二是全面落实政府债务报

告制度.认真执行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制

度,配合做好关于地方人大加强政府债务审查监督意见的贯彻落

实.健全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机制,积极配合省人大开展线上全过

程监督.主动及时抓好地方政府债券预决算公开、债券发行公开

等信息公开工作,按要求公开省本级债券存续期信息的同时,指

导各市县落实信息公开要求,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推动我省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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