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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高新区管委会
2023年财政预算调整报告

玉溪市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相关规定，现将玉溪高新

区管委会 2023 年的财政预算调整情况报告如下：

一、1-10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9 月，园区完成财政总收入 118,46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收 29,003 万元，增长 32.4%，为年初预算的 128.2%。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47,211万元，较上年同期完成数增收 12,630万元，

增长 36.5%，为年初预算的 85.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44,14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收 11,863 万元，增长 36.7%，为年初预算

数 86.6%；非税收入完成 3,06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67 万元，

增长 33.3%，占年初预算数的 76.9%。

1-9 月，园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759 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支 12,613 万元，下降 41.5%，为年初预算的 57.9%。

（二）政府性基金执行情况

1-9 月，园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16,689 万元，较上年同

期减收 18,477 万元，下降 52.5%，为年初预算的 28.3%。

1-9 月，园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34,009 万元，同比

减支 11,139 万元，下降 24.7%，为年初预算的 57.9%。



- 2 -

二、2023年财政预算调整的建议

经玉溪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2023 年地

方财政收入安排为 114,06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54,99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59，070 万元；地方财政支

出安排为 89,42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0,652 万

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58,772 万元。在预算执行中，因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加、园区土地挂牌交易与年初预计有变动，同

时园区产业发展项目以及建设项目进度与年初预计的差异，对

财政预算收支产生了影响，为使2023年财政预算安排更加准确、

合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及《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

例》的相关规定，需对市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通过的财政预

算进行调整，建议如下：

2023 年地方财政收入调整为 105,080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60,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45,080 万元；地方财

政支出调整为 80,00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8,059 万

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41,949 万元。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方面

建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 60,00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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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11,216 万元，增长 23.0%，比年初预算数增 5,010 万元，增

长 9.1%，其中：税收收入为 56,646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 10,791

万元，增长 23.5%，比年初预算数增 5,646 万元，增长 11.1%；

非税收入为 3,354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 425 万元，增长 14.5%，

比年初预算数减 636 万元，下降 15.9%。

调增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增值税留抵退税较上年大幅下

降，因此形成收入的增加。

2.支出方面

建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38,059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

增 3,079 万元，增长 8.8%，比年初预算数增 7,407 万元，增长

24.16%。

调增的主要原因是年初预算中无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现根

据年度执行中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对支出进行调增。

3.平衡情况

按照现行省、市对县区（园区）财政体制计算，调整后的

园区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0,000 万元，转移性收入-3,435 万

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80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885

万元，收入总计 57,730 万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38,059 万

元，体制上解支出 9,535 万元，专项上解支出 10,136 万元，支

出合计 57,730 万元。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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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方面

建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 45,080 万元，比上年完成

数下降 7,953 万元，下降 15.00%，比年初预算减少 13,990 万元，

下降 23.68%。

调减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出让情况未如年初预期。

2.支出方面

建议将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为 41,949 万元，比上年完

成数减 7,998 万元，下降 16.01%，比年初预算数减 16,823 万元，

下降 28.62%。

调减的主要原因是：随收入调减而调减。主要调减在园区

土地平整工程款、道路建设工程款、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工程款

以及部分产业扶持资金方面。

3.平衡情况

基金预算收入 45,080 万元，上年结余 539 万元，上级补助

收入 600 万元，收入合计 46,219 万元；基金预算支出 41,949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700 万元，上解支出 3,570 万元，支

出合计 46,219 万元。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玉溪高新区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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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保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玉溪高新区无社保基金预算

（五）其他报告事项

1.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使用

根据市财政年终结算定稿，2022 年末形成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280 万元，本年度将其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预备费

2023 年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420 万元，预算调整中全部用

于平衡预算。

3.其他情况说明

一是根据玉溪市财政局 2023 年 5 月 11 日下发的《玉溪市

财政局关于2023年一季度财政暂付款项清理消化有关情况的通

报》，根据通报结果、财会监督及“清源行动”等有关工作要

求，需在 2023 年二季度（5 月）消化暂付性款项 1,000 万元，

因该需求年初无预算安排，将年初一般公共预算中的“数字城

管建设专项经费”中的 130 万元、 “创智东路建设专项资金”

中的 570 万元、“项目前期工作专项经费”中的 300 万元，调

整为“消化暂付款专项资金”。

二是为实现高端形象展示，宣传玉溪高新区的战略理念、

招商引资、区位及配套优势等，促进玉溪高新区的招商引资工

作，玉溪高新区投资促进局与云南空港雅仕维信息传媒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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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接，在机场 F02层国内到达主通廊墙面灯箱设计和制作玉溪

国家高新区墙面灯箱宣传广告。因该需求年初无预算安排，将

投资促进局预算“招商引资厂房租金补贴经费”324 万元

（2120899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调整用

途，用于机场广告宣传经费 324 万元。

三、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财政增收不确定因素多，增长后劲不足。

当前，影响高新区财政增收的内外部因素持续增加，财政

增长面临较多困难。一是随着中央各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减

税降费、留抵退税的落实，导致财政支出压力不断加大，刚性

支出占用了大量资金，可支配财力往往有限，加之园区企业生

产、经营受阻，税收贡献呈现走低趋势，财政组织收入的困难

进一步加剧，财政增长预期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二是收入规

模小、结构单一影响地方税收收入增长，玉溪高新区地方税收

收入总体规模偏小，财政收入总量始终在低位运行。同时，由

于历史发展原因，支柱产业相对单一，造成税收结构不合理，

财政收入结构单一，不利于财政持续稳定增收。

（二）财政保障力持续减弱，收支矛盾突出。

一方面，受疫情和减税降费政策、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高新区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收入放缓，可用财力下降，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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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保障能力不足。以 2023 年年初预算测算，高新区本级财政可

用财力为 3.0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55.7%，支

出需求缺口巨大。另一方面，园区产业扶持、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债务化解、招商引资等重点领域刚性支出持续增加，资金

需求缺口巨大。高新区财政负担极为沉重，收支矛盾突出。

（三）财政管理相对滞后，改革任务繁重。

一是预算编制精细化程度还需进一步提高。有的部门对财

政预算编制认识不足、理解不透，导致在年初预算和财政中期

规划编制过程中，对项目支出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理解存在偏

差，对项目可行性、投资强度进行科学、系统、有效的分析，

存在盲目申报项目预算的情况，导致部分项目预算编制笼统、

粗放。二是预算执行刚性仍然不足。由于招商引资项目的实施

难于精准计划，增加了财政预算执行的不可预见因素，导致预

算调整频繁。同时，由于少数部门缺乏对零基预算的正确认识，

对年终财政授权支付额度结余、结转，以及财政存量资金管理

的理解不透彻，少数部门仍然存在预算编制不精细，预算执行

随意的情况。三是财政信息化建设与现实需求有差距。系统、

部门之间条块分割明显、共享水平不高，且少数系统独立于财

政“一体化”平台之外，信息化管理水平未得到充分体现，财

政信息资源整合程度不高，与当前的财政信息化建设还存在不

少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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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一）积极强化增收措施，努力实现财政收入预期目标。

一是围绕预期目标夯实责任。牢固树立“税收共治”理念，积

极推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压实财政、税务部门的主体责任和

国土、产创、招商等部门的行业主管责任，准确、及时交互信

息，努力实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二是继续强化预算执行分

析，提高收入组织的针对性和科学性。积极开展财税领导班子

联系重点税源企业和重点项目机制，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和

项目推进情况，提高收入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与各征

收机关和征收部门保持协调联动，对收入进度实行动态管理，

确保各项收入及时入库；定期召开运行分析会议，分析研判财

政收入形势，找准收入征管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及时采取

措施加以解决，以确保各项收入及时足额入库。三是继续加大

税源培植力度，增强财政增收后劲。用足、用活、用实国家、

省、市支持经济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进一步提高税收贡献，提高重点行业企业支撑水平；充分发挥

园区优势，继续探索发展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为财政增收提

供新动能。四是持续加大资源资产盘活力度。继续加大资源资

产盘活力度，提高财政保运转、防风险能力，切实缓解财政运

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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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型攻坚，把握重点优化结构，助力产业优化升级，

有序推进园区高质量跨越发展。认真分析和研究财政运行的新

形势，积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重点支出需要，着

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一是继续聚焦卷烟及配套、生物医

药、新能源电池三大产业，着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继续加大

财政投入，持续推动卷烟及配套产业提质增效，抓实生物医药

大健康产业，以沃森为龙头的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发力，保证沃

森扩产扩能项目的顺利推进。加速推进新能源电池产业项目落

地，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持续推进云南联通互联网第二

通信枢纽等重点项目的建设，着力构建以支持重点企业发展推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产业扶持新格局，夯实财源基础。二是

招大引强扎实推进助力产业优化升级。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紧盯生物医药及绿色食品、新能源

电池、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等重点产业，实施精准招商、产业招

商，充分发挥招商引资“一把手”效应。继续落实财政补助政

策，鼓励支持招商引资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投入，提高园区企业

研发创新水平，增强园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三是继续加大向

上争取资金力度。积极加强与市相关经济部门的协调，争取中

央、省、市等多层次、多渠道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助力实

体经济加快发展。四是压缩一般保重点。继续压缩一般性支出，

围绕市委、市政府，以及党工委、管委会确定的重点项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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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加财政投入，积极促进高新区转型发展。

（三）持续深化财政改革，不断提高财政运行效能。一是

进一步加强财政收支预算执行管理。继续加大财政统筹力度。

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深化非税收入收缴改革，不断健全和完

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挖掘财政增收潜力；继续加大国库集中

收付和公务卡支付力度，持续深化财政授权支付额度结余结转

清缴和财政存量资金清理机制，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坚决

防止财政资金冗余，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继续强化收

支预算执行管理力度，着力增强预算执行约束力；不断健全和

完善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强化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积极探索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

积极关注直属企业债务运行，探索建立政府性债务化解机制，

积极推动政府性债务管理与财政预算管理有机结合，切实防范

和化解债务风险。三是继续加强财政监督检查。继续深化财政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加快项目库建设进度，前移财政监督管理

关口，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效能。四是继续加强财政信息

化建设。紧紧围绕各级财政关于财政信息化管理改革的各项要

求，继续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等财政改

革，进一步提高高新区财政信息化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