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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境镇 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财政预算的报告

——在高境镇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2023年 1月 11日）

一、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镇级地方财政收入执行情况

2022年全镇镇级地方财政收入 77573万元同比下降 8.13%，

完成调整后预算数的 100%，其中：增值税 40458万元、企业所

得税 10667万元、个人所得税 15760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3842

万元、房产税 4189万元、印花税 2492 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

165万元。

按照现行区镇财政体制结算办法，2022年镇级可用财力预

计 78023万元同比下降 7.46%，完成调整后预算数的 100%，其

中：镇级地方财政收入 77573万元、返还性收入及专项补助 500

万元（土地增值税补助 500万元）、转移性收入 24449万元（一

般转移支付 683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17616万元），结账支出

12414万元 、上解支出 12085万元（体制上解 8638万元、转移

支付 5%上解 3447万元）。

2、镇级地方财政支出执行情况

2022 年全镇镇级地方财政支出预计 78023 万元同比下降

7.46%，完成调整后预算数的 100%。2022年公共财政收支相抵

平衡。镇级地方财政支出主要科目完成如下：一般公共服务 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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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公共安全 91万元、教育 248万元、科学技术 3884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89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2636万元、卫

生健康 20011万元、城乡社区事务 14571 万元、资源勘探电力

信息 30400万元、住房保障 844万元。

3、2022年全镇公共财政收支相抵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2022年区对镇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预计 10万元，完成

调整后预算数的 100%。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彩票公益金收

入 10万元。

2、2022年镇政府性基金支出预计 10万元，完成调整后预

算数的 100%。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 10

万元。

3、2022年全镇政府性基金收支相抵平衡。

（三）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特点

围绕科创兴镇，依法加快财源建设步伐，围绕民生福祉，

持续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围绕疫情防控，全面展现财政担当作

用，围绕制度建设，积极探索提高财政效益。

二、2023年财政预算

（一）公共财政预算

2023 年镇级地方财政收入按照增长 6%编制。全镇镇级地

方财政收入预计 82230万元。其中：增值税 41570万元、企业

所得税 11760 万元、个人所得税 17780 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4050万元、房产税 4360万元、印花税 2540万元、城镇土地使

用税 1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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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区镇财政体制结算办法，2023年镇级可用财力预

计 65557万元，同比下降 15.97%，其中：镇级地方财政收入 82230

万元、返还性收入及专项补助 500万元、转移性收入 14105 万

元（一般转移支付 683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7272 万元）、结

账支出 14382 万元、上解支出 16896万元（体制上解 13365 万

元、转移支付 5%上解 3531万元）。

2023年全镇镇级地方财政预算支出预计 65557万元，比去

年同期下降 15.97%。按照突出重点、确保民生、促进发展、控

制一般性经费增长的工作要求，全年支出安排如下：一般公共

服务 4603 万元、公共安全 73万元、教育 116 万元、科学技术

3402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97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3394

万元、卫生健康 7364万元、城乡社区事务 15292万元、资源勘

探电力信息 28800万元、住房保障 839万元、预备费 700万元。

2023年全镇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严格落实“艰苦奋斗、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进一步控制

“三公”经费预算。经统计汇总，2023年全镇“三公经费”预算 62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下降 7.46%，其中：公务接待费 15 万元

（持平），车辆运行维护费 22万元，车辆购置费 25万元（更

新车辆）。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2023年区对镇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预算 10万元，其中：

政府性基金收入--彩票公益金收入 10万元。

2、2023年镇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10万元，其中：政府性

基金支出--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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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年全镇政府性基金当年收支平衡。

（三）2023年财政工作重点

一是强韧性，促发展，稳住经济基本盘。以招商促增量，

以创新优存量，以转型提质量。二是保重点，促协同，加速实

现产城融合。聚焦疫情常态化精准化防控、保障和改善民生和

城市品质升级。三是强管理，促监督，构建现代财政体系。全

力做好组织收入“文章”，持续念好“紧”字诀，充分发挥监

督“利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