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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文件

关于武昌区 2023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
——2024 年 9 月 27 日在武汉市武昌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武昌区财政局局长 孙红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批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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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已完成 2023 年财政决算编制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等法律规定和区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受区人民政府委托，

我向本次常委会报告武昌区 2023 年财政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3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23 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371,160 万元，

为年度预算（调整数）的 100.1%，比 2022 年增长 0.9%；全区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152,398 万元，为年度预算（调整数）的

99.9%，比 2022 年下降 3.2%。

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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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总量 2,096,303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71,160 万元，税收返还及一般转移支付 486,439 万元，专项

转移支付 14,618 万元，调入资金 36,188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转贷收入 86,20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9,681 万元，

上年结转收入 62,017 万元。收入总量与向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报告数相比增加 53,166 万元，各项目增减变化情况详见附表

一。

支出总量 2,096,303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52,398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735,744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 66,000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5,221 万元，结转下年

支出 86,940 万元。支出总量与向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数

相比增加 53,166 万元，各项目增减变化情况详见附表二。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23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

收入总量 1,225,806 万元。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89,375 万元，为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上级政府性基金

转移收入 523,206 万元，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其他基金

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440,00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73,225 万元。收入总量与向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数相比

减少 33,484 万元，各项目增减变化情况详见附表三。

支出总量 1,225,806 万元。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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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408,287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安排

的支出 140,000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008 万元，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75,40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

用支出 44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50,000 万元，调

出资金 30,000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218,642 万元。支出总量与

向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数相比减少 33,484 万元，各项目

增减变化情况详见附表四。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2023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13,159万元，其中：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011 万元，为区属国有企业上缴利

润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收入 2,408 万元，主要是国有企

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上年结转收入 6,740 万元。收

入总量与向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数相比增加 98 万元，各

项目增减变化情况详见附表五。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量 13,159 万元，其中：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58 万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支出

2,773 万元，调出资金 6,188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4,140 万元。

支出总量与向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数相比增加 98 万元，

各项目增减变化情况详见附表六。

（四）全区政府债务情况

经省政府批准，我区 2023 年末政府债务限额 2,765,59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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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528,832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236,767

万元。

2023 年全区共申报发行政府债券 526,200 万元，其中:新增

债券 180,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346,200 万元。2023 年新增债

券主要用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轨道交通 12 号线

等。

2023 年全区按期归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416,000 万元，支

付利息及发行费 92,352.5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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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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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3 年预算执行效果及落实区人大决议情况

2023 年，全区财政工作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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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武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财力支撑。

（一）坚持厚植财源、减负纾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工作的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更加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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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夯实财

源建设。以“财源建设年”为动力牵引，精心策划财源建设“六

大行动”，压实部门职责，细化目标措施，集中力量推进“清、

强、协、固、护、兴”各项工作，统筹存量涵养壮大与增量培育

发展，在关注经济总量和产业发展上持续加力。全年注册资金百

万以上新增企业共计 6,357 户，其中注册资金千万元以上企业

979 户。二是聚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安排稳经济大盘及区域经济

发展资金 45,429 万元，支持稳定就业、扩大消费、招商引资、

转型发展，抢占数字经济和碳金融发展“新赛道”；投入 20,000

万元资金继续壮大首义科创母基金，以市场化方式放大财政资金

效能；安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2,000 万元，推进保障性租赁住

房运营和文旅产业提档升级。三是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实施“首

贷户”及科技创新、碳减排支持工具等贷款贴息，全年拨付纾困

帮扶等各类贷款贴息资金 12,328 万元，惠及企业 1,559 户；全

市首批上线“武昌区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线上平台”，完成 619 万

元合同融资，持续扩大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份额，促进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

（二）坚持厉行节约、守牢底线，保障财政平稳运行

主动应对财政“超紧平衡”状况，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在保持适当支出强度的同时，聚焦重点、提质增效、以纲带目、

精细理财，持续挤空间、压资金、优结构、防风险，构建以预算



— 6 —

源头管控为核心的节约型财政保障机制。一是落实党政机关习惯

过紧日子要求。出台关于进一步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深化财政预

算管理的十项实施意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强化“三公”经

费预算管理，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二是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加

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

度，全面盘活各类存量资金，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根据事

业发展需要与财政供给可能持续调整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惠

民生、保重点、防风险，保障全区财政平稳有序运行。三是守牢

政府债务风险底线。强化政府债务全过程监管，全程跟踪土地出

让、缴款和到期债务偿还情况，有效前移风险防控关口，提高风

险预警监测水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2023 年全区

政府债务均按时足额偿还本息，未发生违约、逾期等风险事件，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三）坚持以人为本、改善福祉，增添民生保障温度

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改善和保障民生作为

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

持续改善民生福祉。全年民生支出完成 897,537 万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总额的 77.9%。一是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安排教育支

出 282,206 万元，全力支持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学

前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支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二是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2,110 万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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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就业创业政策，支持经营主体纾解困难，增加普惠性养老和

托育服务供给持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三是推进平安武昌建设。

安排公共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支出 157,989 万元，充分保障扫黑

除恶、司法援助、安全生产等资金需求，不断增强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能力；推进城市视频监控网络升级改造，有效提升治安防控

能力和公共安全水平。四是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安排城建计

划、政府债券等资金 268,186 万元，聚焦教育、医疗、基础设施

建设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投资的拉动和支撑作用，保障滨江地

下环路、武昌古城、老旧小区改造、宜居生活圈功能品质提升、

中小学改扩建和市第七医院迁建等重大项目建设。

（四）坚持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以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水平为目标，进一步夯实财政监督管

理措施，有序、有力、有效推进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工作。一是提

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修订武昌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5 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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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试点开展印刷和车辆保险封闭式框架

协议采购，编制《武昌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3 年版）》

并依法公开，全域推行政府采购电子化招标，积极发挥绿色采购

的示范引领作用。三是持续提高街道财政保障能力。出台《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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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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以奖代补激励导向作用，调动街道服务居民、服

务经济、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积极性，促进辖区经济社会共同

发展。四是发挥财会监督职责效能。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财经纪

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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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

整改措施，健全制度体系，推动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的贯通

协调，规范财政财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促进财政资金规范、

高效、安全使用。

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预决算管理的工作措施

2023 年，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落实区十六

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做好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预算执行

情况总体平稳。2024 年财政运行面临着经济增长形势还不稳固、

财政减收压力持续加大、刚性支出力度不减的困难局面，财政工

作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各项决策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断提高财政统筹资源和防范

风险的能力，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发力见效，推进大财政体

系建设成势见效，加快构建更高质量发展动力循环机制，形成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一）多措并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夯实财政收入增收基础

坚持从发展中找抓手、找突破、找增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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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一是深入推进财源建设工作，强化目

标考核，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提高部门、街道服务市场主体、培

育壮大财源的主动性和针对性，深入推进全区上下多元共治、齐

抓共管财源建设的良好局面。二是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落实

落细各项减税降费及惠企政策，精准落实纾困贷款贴息、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突出财政政策和资金的引导放大效应，聚焦“四新”

产业，积极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着力增强市场活力，打造优质稳

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三是持续推进国有“三资”清查处置与管理

改革，建立国资国企功能性绩效评价机制，强化国资国企引领、

带动、保障、调控功能，带动社会投资，增强经济活力，实现财

政国资良性互动。

（二）多管齐下统筹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增强重点

支出财力保障。一是合理配置财政资源，坚持“三保”支出在财

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加强对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

的支持，兜牢、兜稳、兜住基本民生。二是充分发挥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作用，加强预算编制到预算执行的全流程管理，严控预

算追加，严格落实预算法定原则。三是切实防范化运行风险，严

格开展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前财政承受能力评估，进一步加强项目

收益管理，加快资产处置进程，多渠道筹集偿债资金，有效归集

偿债资金来源，保证时间节点资金周转，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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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

（三）多点发力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巩固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积极发挥财政改革突破和先导作用，以大财政建设为契机，

持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巩固提升财政监督管理效能。一是加快

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聚焦“清、盘、扩、促、强”五个关键环

节，加强横向纵向协同联动，持续完善大财政体系建设实践路径，

切实完成大财政体系建设“全套试点”工作任务。二是加强财政

支出全链条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贯穿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全过程，形成评价、反馈、整改、提升良性循环。三是推动

建立财会监督协调工作机制，加大重点领域财会监督力度，提升

财会监督工作权威性，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财会监督

工作格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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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坚定信

心、积极谋划、履职尽责，确保财政平稳运行，持续推动武昌高

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