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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6日在济宁市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济宁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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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全市和市级预算执行情况 

202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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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447.7 99.9%

1.6% 8.6%

301.7 9.1% 67.4%

0.6% 70.4% 746.9

101.2% 2.7%

489.4 937.1

190.2 937.1

 

89 97.5%

8.8% 14.6%

138.8 227.8

175.9 100.5%

2.3%

51.9

227.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434.5 110.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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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9 101.8% 12.6%

275.3 709.8

162.9

709.8  

140.2 132.9%

20.7%

103.9 99.5% 22.8%

85.8 226

122.1

226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8.2 103.2%

3.2 56.4%

0.5 8.7

5.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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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76.1 100%

11.4% 244.1

99.9% 0.7% 288.2  

160.6 99.4%

6.8% 153 99.3%

4% 2021

133.2  

（五）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2022 1539.7

259.3

171.4

87.9

1513.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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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财政政策统筹，助推经济增长成效显著。以更大

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主动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全市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坚决落实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新的组合式

税费减免政策，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 150 亿元。深入推进政府采

购领域“放管服”改革，持续提高中小微企业政府采购合同份额。

保持较强的支出强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2.7%，重点

向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倾斜。抢抓政策机遇，建立常态

化对上沟通机制，创新争取支持举措，全年累计争取中央和省级

补助资金 273 亿元，同比增长 10.2%，尤其是在中央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试点，以及省“工业强县”、“文旅康养强县”、“生态文明强

县”、“对外流通强县”等政策争取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充分发

挥政府专项债券拉动有效投资的重要作用，科学谋划申报项目，

狠抓项目质量提升，有力支持了济宁机场迁建、港航物流、公共

卫生医疗中心、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重点项目建设。大力支持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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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家电、餐饮及文化旅游等消费扩容提质，推动消费行业恢复

发展。 

——加力赋能产业升级，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坚定不

移支持实施“大抓产业、大抓先进制造业”战略部署，大力支持培

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技术改造、首台（套）技术装备研制应

用；支持企业研究开发、重大科技专项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优

化人才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大力推进普惠金

融，在全省率先推行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改革，进一步支持小微

企业、“三农”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累计担保完成 260 亿元、

全省第 2 位，农业信贷担保累保余额全省首位，进一步强化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对在主板和新三板等上市的企业给予奖励，

支持企业上市直接融资。加快高成长性企业发展基金运作，已投

资 8 支项目基金、4 支产业基金，支持先进制造业等率先突破。

市级技改基金累计出资 1 亿元，成功投资签约 12 个项目，撬动

项目技改总投入 29 亿元。深入实施惠企政策“直通车”扩围增效，

10 亿元资金直达企业项目，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紧抓惠民政策落实，支持民生福祉稳步提升。认真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发挥财政保障职能作用，有力

推动省、市民生实事顺利完成。全市民生相关领域支出 592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9.3%，高于上年 0.1 个百分点。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加紧资金筹措，开通绿色通道，全市投入资

金 33 亿元，有力保障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基层疫情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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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明显提高。教育方面投入 186 亿元，支持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改善与能力提升，推进规范民办义务教育，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

资源，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建设、强化教师待

遇保障等。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投入 114 亿元，社会保险待遇水

平稳步提高，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把保就业摆在

更加重要位置，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支持创业项目、创业园

区和孵化基地等平台建设，促进全市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完成。文

旅体育与传媒方面投入 14 亿元，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提升，全民

健身和竞技体育蓬勃发展。农林水方面投入 77 亿元，支持现代

水网建设、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13

10

 

——深入推进改革管理，促进财政治理效能提高

“ ”

20%

“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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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安全发展防线，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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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 

（一）2023年财政收支形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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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2023

“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扣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

中心工作，聚焦“跨入全省发展第一方阵，建设全国一流文化名

市，打造美丼幸福典范城市”奋斗目标，围绕“发挥九大优势、实

施九大战略、实现六个走在前”思路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加力提效要求，坚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集中财力保重点办大事；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勤俭节

约、精打细算，全面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全面深化预

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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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不断提升财政保障水平和服务效能，为全市经济和社会事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023  

（三）2023年全市预算安排意见 

1 474.5

6%

468.6 943.1

796.6 6.6%

146.5

943.1  

2 457.8

5.4%

200.7 658.5

456.2 17%

202.3 658.5  

3 7.9

8.3

5.1

8.3  

4

275.3 2.1% 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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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293.2  

 

（四）2023年市级预算安排意见 

1 93.7

24.1 45.6 18

6

150

243.7 188.1

141.2 26.4 12.1

8.4

55.6 243.7  

2 156.7

149.3 5.4 1.1

0.9

121.7 278.4

121.2 59.2 31.2

22.6 8.2

157.2 274.4

 

3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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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

166.4 4.4% 165.1

8.8% 136.3  

2023

“ ”

“ ”

 

1 9.3

 

—— 6.4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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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8.3

“ ”  

—— 26.3

 

—— “ ” 2

 

3 41.4

 

——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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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 3.9

90

 

—— 3.4

 

4 8.9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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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5

 

5 18.6  

—— 15.9

“ ”

 

—— 2.7

“ ”

 

6 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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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6

“ ”

 

3.6

 

三、确保完成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一）坚持服务大局，强化重大战略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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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开源节流，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

“ ”

 

（三）坚持民生优先，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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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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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底线思维，确保财政稳健安全运行。

“ ”

“ ”

“ ”

“ ”

 

（五）坚持改革创新，推动财政管理提质增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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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21 —   

2022  

1 2022  

 
 

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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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3 2023  

 

 

 

 

 

 

 

 
 

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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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口径预算

 

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 “

” “ ” 2015

“ ”  

3 政府性基金收入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08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06

 

6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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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债务转贷收入

 

8、增值税留抵退税：

 

9 预算绩效管理

 

10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