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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六届人大

（18）

三次会议文件

关于武昌区 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3年12月25日在武汉市武昌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武昌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武昌区 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区十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请区政协各位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3 年全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区财

政工作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指导

下，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积极应对税源基础不够牢固、

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政府偿债高峰来临的重大挑战，加快项

目推进，巩固发展基础；强化收入征管，优化支出结构；加

强资源统筹，深化绩效管理，努力实现全年财政平稳运行。



2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武昌

区 2023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全年一般公共预算预计执行

情况与调整方案一致：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370,000 万元，同比增长

0.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153,665 万元，同比下

降 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科目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5,771 万元；

2.国防支出 1,429 万元；

3.公共安全支出 84,217 万元；

4.教育支出 287,472 万元；

5.科学技术支出 28,175 万元；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086 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8,359 万元；

8.卫生健康支出 129,599 万元；

9.节能环保支出 1,879 万元；

10.城乡社区支出 124,378 万元；

11.农林水支出 9,262 万元；

12.交通运输支出 103 万元；

1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3,775 万元；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411 万元；

15.金融支出 18,229 万元；

16.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3,67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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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住房保障支出 59,441 万元；

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830 万元；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065 万元；

20.债务付息支出 16,412 万元；

21.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00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是：收入总计 2,043,137 万元，

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70,000 万元，转移性收入

449,051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86,200 万元，调

入资金 36,188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9,681 万元，

上年结余 62,017 万元。支出总计 2,043,137 万元，其中：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53,665 万元，各项上解支出

823,472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66,000 万元。以上收支相

抵，当年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武昌

区 2023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预计执

行情况与调整方案一致：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1,259,290 万元，其中：区级

政府性基金收入 94,105 万元；转移性收入 551,960 万元，

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51,404 万元，彩票公益金

收入 556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440,000 万元；

上年结余 173,225 万元。支出总计 1,128,182 万元，其中：

城乡社区支出 529,185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75,40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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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42 万元，其他支出 143,148 万元；债务

还本支出 350,000 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 30,000 万元。

以上收支相抵，累计结余 131,108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武昌

区 2023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计

执行情况与调整方案一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13,061 万元，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011 万元，转移性收入 2,310 万元，上

年结余 6,740 万元。支出总计 8,986 万元，其中：国有企业

资本金注入 2,773 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25 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 6,188 万元。以上收支相抵，

累计结余 4,075 万元。

（四）全区政府债务情况

经省政府批准，预下达我区 2023 年末政府债务限额

3,102,446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566,627 万元，专项

债务限额 2,535,819 万元。

2023 年新增政府债券 180,0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40,000 万元，专项债券 140,000 万元。重点投向医疗卫生、

教育、武昌古城更新改造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有力

保障了全区重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截至 2023 年底，武昌区政府债务余额 2,689,797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508,702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18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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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全区债务余额均控制在省政府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以

内。

上述各项财政收支执行情况均为预计数，待市区财政体

制结算完毕后，再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2023 年财政决

算，报请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二、2023 年落实区人大决议及主要工作情况

（一）精准施策、靠前发力，财政政策效应积极释放

政策撬动激发发展活力。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的导

向、激励作用，在支持经济发展上接续发力，助力经济承压

回升。安排区域经济发展资金及稳经济大盘助企纾困等经费

64,833 万元，聚焦数字经济和双碳产业新赛道，支持打造全

国碳金融集聚区和有影响力的科创强区。注入首义科创母基

金 20,000 万元，发挥引导基金作用，放大资金效能。安排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2,000 万元，推进区属国企提质升级、

发展壮大。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全年中小微企

业采购份额占比达到 86.9%；在全市中心城区率先上线“政

采贷”融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实施常态化

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拨付直达资金 161,233 万元，惠企利民

政策落实精准高效。

组合发力推进财源建设。集合各方力量，形成联动机制，

做优做实市场主体和落地项目服务，规范税收征管秩序，推

进新兴产业载体建设，统筹存量涵养壮大与增量培育发展，

推动形成传统财源持续稳固、新兴财源动力强劲、后续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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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勃勃的可持续财源建设新局面。

依法依规强化收入征管。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和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加强部门协作配合，针对重点税源

和征管薄弱环节，强化数据分析，紧盯项目建设链条，有序

推进土地出让，全面掌握税源变化趋势，提升收入组织的精

准性和时效性。加大国有“三资”清理盘活力度，加快低效

和闲置资产处置利用，深入挖掘非税收入潜力。

（二）以民为本、守牢底线，重点领域财政保障有力

优化结构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

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基础性、

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的支持，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

的民生支出 865,579 万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达到 75.0%。完善厉行节约的长效机制，行政运行成本持续

降低的同时，集中财力用于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教育、社会

保障和就业、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同

比实现正增长，医疗卫生、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

得到有效保障。

统筹财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整合预算内投资、中央转

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券等资金 270,256 万元，重点支持市七

医院迁建项目、南湖中学及大东门小学等义务段教育项目、

武昌古城更新改造、滨江地下环路建设、轨道交通 12 号线

等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切实发挥政府投资对

稳增长的带动放大作用，满足项目建设需求，稳固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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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多措并举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严格落实“借、用、管、

还”全流程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做实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工作，多点发力推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全年安排政府

债券还本付息支出 507,819 万元，按时足额偿还到期法定债

务本息，确保不出现逾期、违约等风险事件。坚持“资金跟

着项目走”，对专项债券资金实施全过程、穿透式监管，确

保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尽早发挥债券资金效益。

（三）拓宽思路、深化改革，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完善预算管理机制。修订武昌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系列制度，把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全过

程，全年共开展 28 个项目绩效重点监控和整体评价，形成

评估、反馈、整改、提升良性循环，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

效率和使用效益。完善“制度+技术”预算管控机制，资产

管理、政府采购等多个管理模块上线运行，预算管理一体化

信息共享机制加快建立。

夯实基层财力保障。调整街道财力分配体制，加大向街

道财力倾斜力度，出台《武昌区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

造“以奖代补”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发挥财政资金在共同

缔造中的引导和激励作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为构建“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有

力保障。

加大财会监督力度。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财经纪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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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重点问题专项整治、预决算公开专项检查、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监督评价以及 17 家预算单位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持

续推动专项整治发现问题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加强对财务

人员政策理论、专业知识和财经纪律教育培训，全年举办各

类业务培训 6 期，将强能力、提素质、重纪律、防风险贯穿

始终，久久为功，推动财政财务管理更加规范。

各位代表，2023 年财政工作应对挑战，承压前行，成绩

来之不易。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中还

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入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牢

固。目前，土地出让市场依旧低迷，基础性、持续性税源不

足，财政收入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二是财政收支矛盾将更

加突出。“三保”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加，政府债务还本付息

高峰到来，财政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的任务更加艰

巨。三是财政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预算管理一体化改

革下的全过程绩效管理尚待完善，财会监督横向协同、纵向

联动、贯通协调机制有待加强。对于这些困难和问题，需要

我们不断创新思路，认真研究解决措施，以更好地保障民生、

服务发展。

三、2024 年全区预算草案

2024 年全区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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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工作要求，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成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增强区域经济活力；

持续加强财源建设挖潜增收，切实兜牢兜实“三保”底线；

强化政府资源统筹调配，切实防范化解运行风险，为武昌高

质量发展全力做好财政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完成 1,438,500 万元，同比

增长 5.0%。由于转移性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其他收入来源预计减少，尽管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计比 2023 年增长，但区级可用财力比 2023

年减少。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097,700 万元，同比

下降 4.9%，具体安排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3,088 万元；

2.国防支出 400 万元；

3.公共安全支出 88,306 万元；

4.教育支出 290,734 万元；

5.科学技术支出 28,944 万元；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204 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60,484 万元；

8.卫生健康支出 98,869 万元；

9.节能环保支出 1,900 万元；

10.城乡社区支出 110,691 万元；

11.农林水支出 9,4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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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3,167 万元；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214 万元；

14.金融支出 17,006 万元；

15.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35 万元；

16.住房保障支出 56,580 万元；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0 万元；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152 万元；

19.债务付息支出 16,189 万元；

20.预备费支出 11,000 万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 1%；

21.其他支出 5,150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是：收入总计 1,904,874 万元，

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38,500 万元,转移性收入

392,483 万元，调入资金 73,891 万元。支出总计 1,904,874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97,700 万元，各项

上解支出 807,174 万元。以上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1,182,002 万元，其中：

区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50,000 万元；转移性收入 906,394 万

元，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904,394 万元，彩票公

益金收入 2,00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94,500

万元；上年结余 131,108 万元。支出总计 1,096,346 万元，

包括：城乡社区支出 813,371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7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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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债务发行费支出 100 万元，其他支出 2,000 万元，债

务还本支出 135,000 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 70,000 万

元。以上收支相抵，累计结余 85,656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6,377 万元，其中：区

属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收入 2,302 万元，上年结余 4,075 万元。

支出总计 6,152 万元，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

支出 650 万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611 万元，调出到一

般公共预算 3,891 万元。以上收支相抵，累计结余 225 万元。

四、克难奋进，砥砺前行，确保完成 2024 年预算任务

202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也

是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我们将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紧紧围绕区委决策部

署，认真落实区人大决议，坚定信心、积极谋划、履职尽责，

确保全年预算任务圆满完成。

（一）全力以赴稳运行，着力巩固壮大财源基础

继续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将稳收支、稳运行摆在

突出位置，着力稳住收支基本盘。一是千方百计保持收入平

稳。科学研判财政收支走势和风险，更加积极主动培育财源，

依法依规强化征管，确保预算收入平稳、质量向好。二是统

筹资源保持必要支出强度。通过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压减“三

公”经费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等方式，合理配置财政资源，

持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的投入，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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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强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立足长远，投资未

来。在财政“紧平衡”的形势下，安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5,500 万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拓展支

撑财政增收的新路径。

（二）坚定不移惠民生，着力把稳利民为本方向

继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政府过“紧日子”

的长效机制，落实区人大关于民生实事事项的决议，有保有

压、有促有控、有力有效，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民生急需上，

不断提升民生服务品质。2024年民生支出安排833,928万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6.0%。持续优化教育布局，推进教

育优质、公平、普惠、均衡发展；支持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提升全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支持

稳定和扩大就业，服务“一老一小”，增强多层次社会保障

能力；支持创建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支持城市综合运营和精细化管理，持续

优化城区生态环境。

（三）持之以恒促改革，着力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继续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完善预算管理机制，更

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着力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下功夫。一是

推进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以整体预算评价和投资评审为抓

手，建立健全政策和项目绩效管理体系，着力提升预算绩效

目标编制水平和评价质量，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二是严

控政府债务风险，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做实做细偿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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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归集偿债资金来源，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三是

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坚持当下立与长久管相结合，将“三资”

清理盘活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形成长效机制，不断提升国

有资产资源资金管理能效。四是切实履行财会监督主责，常

态化开展对财政、财务、会计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执行

情况的监督，推动财政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的贯通协调，在

规范财政财务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财经纪律方面

发挥重要保障作用。

各位代表，做好 2024 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和区政协的监督

指导下，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奋力完成全年财政工作任务，

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武昌篇章作出积极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