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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九届人大六次

会议文件（二十六）

西宁市城中区 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5年 2月 21日在西宁市城中区第十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城中区财政局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西宁市城中区 2024 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 2025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大会审查，并请

区政协各位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 

城中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坚强领导下，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全面落实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的积极财政政策，纵深推进财税改

革，持续深化严肃财经纪律，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为城中区经济

社会发展保持合理区间提供了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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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城中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676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91010 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16885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收入 14031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3815万元）、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收入 10500万元、上年结余 8848万元，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2465万元，收入总量为 26749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16809万元，增长 4%，上解上级财政支出 37650万元，调出

资金 2036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628万元，债务还本支

出 32万元，支出总量为 259155万元。收支相抵，结转 2025年

支出 834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平衡。（附表一、附图

一、附图二）

1.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城中区依法依规组织税收收入，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强化财

源建设，着力夯实税基、涵养税源，确保财政平稳运行。从行业

结构看税收收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为上年

度的 10 倍；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上年度的 7.4 倍；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收入为上年度的 6.1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等三个行业，收入增幅均在 15%以上，以上部分行业虽

表现亮眼，但由于基数较小对整体税收拉动作用不强。金融业高

质量发展，收入增幅为 5.6%，住宿餐饮业消费快速恢复，收入

增长 4%；房地产业受大环境影响，税收收入下降 27.1%。从税

费结构看财政收入，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和企业经营效益下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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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税收收入整体下降 11.7%，其中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收入降幅较大，均在 50%以上；非税收入增幅较高，增长

12.6%。

城中区共争取到位专项资金 100159 万元，完成目标的

102.3%，增长 12.6%，主要支持就业补助、环境保护利用、保障

性安居工程等利民项目。争取到位增发国债资金 5154万元，用

于实施南山地区地质灾害治理、山洪沟治理、雨水管网改造等项

目，各类专项资金有力支持了区委区政府的重点项目建设，缓解

了区级自有财力不足的现状。

2.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坚持总量和结构并重，加大资金统筹力度，保持支出强度，

加快支出进度，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6809万元，民生支出

17394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0.2%，民生支出保障有力

（附表二）。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持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基本

民生、城市治理、社会保障等关键领域，主要是自然资源海洋气

象支出 8452万元，增长 8倍；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363万

元，增长 80.6%；农林水事务支出 9929 万元，增长 38.6%；教

育支出 37322万元，增长 16.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8609万元，

增长 1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349万元，增长 4.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城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3518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

入 17325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4157万元，调入资金 20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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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7250万元，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900万

元，支出总量为 8150万元。收支相抵，结转 2025年支出 15368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城中区争取到位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14087万元，重点用于

实施排水管网更新改造、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沟道治理等重点民

生项目；争取到位彩票公益金 3238万元，支持实施居家社区养

老、教育信息化、社会体育事业及残疾人事业发展等。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城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91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

入 364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32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95 万元。收支相抵，结转 2025 年支出 396 万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城中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9524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 4108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37258万元。

以上四本预算各项收支数据待西宁市财政部门批复决算后，

会有一些变化，届时依法向区人大报告相关事项。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城中区争取到位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10500万元，主要用于支

持老旧小区改造、教育等重点民生项目。经西宁市财政局核定城

中区政府债务限额为 8732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41221万元，

专项债务 46100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为 85965万元（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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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债务 40765万元，专项债务 45200万元）；全年债券还本支出

932 万元，付息支出 2482 万元，城中区债务规模适度，风险总

体可控。（附表三）

（六）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一是预算短收情况。城中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短收

10624万元，主要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受房地产业、

金融业及批发零售业经营收入下降的影响，导致财政收入不及预

期，我们通过厉行节约压减非刚性和非重点支出等方式实现年度

预算平衡。二是预备费动用情况。预算安排预备费 2100万元，

年内未动用，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七）落实人代会预算审查决议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1.扎实推进财政管理改革，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面对财政运行持续紧平衡态

势，强化成本效益分析，加强重点领域成本管控，创新探索成本

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的有效路径，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村级

基层服务群众等 17 个重点民生领域 1.5 亿元开展重点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同时，围绕年初制定的预算绩效目标，全面开展预算

执行监控和绩效管理监控，实现绩效运行“双监控”。落实预算

单位绩效监控主体责任，主管部门负责审核，财政部门进行终审

要求，重点审核预算部门绩效监控内容完整性、执行偏差原因及

相应改进措施，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促进降本增效和财政支

出结构优化，推动财政资源高效配置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全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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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强化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功能评估，助力源头控制，对

城中区各预算部门上报的 1562个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对必

要性、可行性不充分的项目直接予以核减。  

大力推进财会监督。贯彻中央、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

监督工作的意见》精神，印发《持续推进严肃财经纪律提升资金

使用质效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协调工作机制，有序开展财会监

督工作，充分发挥财会监督纠偏作用；扎实开展财经纪律重点问

题专项整治、预算执行监督专项行动、预决算公开情况专项检查、

重点民生资金专项整治、会计代理记账行业专项监督、政府采购

领域专项监督检查等多项检查工作，实现藏传佛教寺院财税监管

全覆盖，督促相关单位问题整改，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切实严肃财经纪律。

全面推进青海数字财政建设。完成“青海数字财政”系统全

面上线，将预算管理制度规范嵌入信息系统，规范预算管理业务

操作，强化预算指标核算控制约束，将绩效管理、资产管理、政

府采购管理、资金支付等全部纳入系统平台，使数字财政基础更

加坚实，财政监测预警更加智能，预算管理更加高效。加大支付

管理监控力度，印发《城中区区级数字财政建设预算执行管理暂

行办法》，全年国库集中支付 223352万元，确保专款专用，合

法合规、高效高质。

持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纵深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突出

零基预算改革，科学编制预算，建立健全有保有压、讲求绩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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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安排机制。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全面硬化预算约束，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持续压减非刚性支出，

化“零钱”为“整钱”。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强化债务风险管理，

落实债券项目日常动态储备，采用项目先入库择优安排机制。夯

实工程建设项目结算审核，全年累计完成项目结算审核 188个，

送审金额 40852 万元，审减率为 6.3%；创新试行工程建设项目

预算审核，完成预算审核项目 12个，送审金额 2324万元，审减

率达 10%。

着力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始终将“三

保”摆在财政工作的最优先位置，全年“三保”支出 98096万元，

落实“三保”预算执行监测和国库库款保障机制。防范化解债务

风险。严格落实既定化债举措，稳妥有序化解地方债务，确保债

务率处于合理区间，聚焦重点领域，多措并举防范风险，足额保

障债务还本付息资金，确保不发生区域性债务风险。提升统筹资

金保障能力。落实落细各项惠民政策，推进财政存量资金统筹使

用，盘活存量资金 5434万元，重点安排农村厕所革命、“大美

青海 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赛事、“有诉必应马上办”等项目，

增强自我保障能力。筑牢金融风险红线。搭建“政税银企”合作

平台，促进 3家金融机构签订“银税互动”战略合作协议，切实

解决企业融资困难。持续清理整顿金融秩序、严厉打击各类非法

金融活动，开展“清楼扫街”13 次，函告“利荣集团”“山川

林业”“晋商贷”等案件线索 17件，开展金融宣传 103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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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推动国有资产管理提质增效。严格执行各项资产管理制度，

根据《青海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标准》《城中区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处置管理规定》进行资产配置和处置，健全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制度，形成更完整、更科学的闭环管理

体系。持续加强资产清查，年内开展 2次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

统计工作，确保资产家底清晰，强化资产保值增值。规范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数据联网，

资产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2.落实惠企暖企政策，全力支撑经济平稳运行

减税降费政策作为有效惠企利民的重要举措，要确保市场主

体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城中区新增减税降

费及退税缓费约 2亿元（影响区级收入约 0.4亿元），其中对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免征增值税约 1.4亿元（影响区级收入

约 0.2 亿元）；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减免约 1100 万

元（影响区级收入约 180万元）。聚焦项目申报助力中小企业发

展，争取上级政策与资金的倾斜，及时下达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1273万元，支持中小企业稳步发展。充分发挥政府采购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通过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等措

施，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快速

发展。

3.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保障人才培育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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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投入 37322万元，增长 16.4%。

落实“两个只增不减”要求，进一步优化教育投入支出结构，落

实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推动健全支持保障体系。投

入 2410万元实施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更新学校音乐、

体育、美术等学科教学设施设备，确保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在办学

条件、师资配备等方面全面达标。支持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依

托省“昆仑英才 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等人才引进项目资源，灵

活用好“人才夜市”持续拓宽引才平台，拨付专项经费 169万元，

助力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人才制度体系和人才生态环境。

4.发挥财政资金兜底作用，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支持稳就业和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349万元，突出加强困难群体就业援助，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

政策；继续强化岗位技能培训，解决企业用工 4289人，城镇新

增就业 6900人。持续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卫生健康支

出 16026万元，稳步提升城中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

强化医疗保障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文旅体育事业发展。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363万元，大力支持公共文化体系建

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满足人民高品质精神文

化需求，优化全民健身设施资源供给，促进体育事业加快发展。

扎实落实惠民惠农政策。牢牢守好财政补贴资金“钱袋子”，通

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发放 56项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

金 17846万元，惠及 44.6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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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动平安中区建设

支持引导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节能

环保支出 1145万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支持城

乡社区治理，投入 18609万元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支持推进

平安中区建设，公共安全支出 1299万元，提升公共安全风险防

控能力；支持防汛救灾应急管控，投入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资金

8779万元，有效保障应急现场处置工作。

过去一年，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将党纪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财政

改革发展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

定提供了坚强保障。但是，财政工作中还面临一些挑战，主要表

现在：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运行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收支矛盾较为突出，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风险和挑战。二是

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有待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改革尚待全面深入

推进，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还需进一步提高。对此，我

们将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2025年预算草案

（一）2025年财政经济形势分析  

2025 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力度上，将加大支

出强度，转移支付、超长期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进一

步增加，为稳经济保驾护航。在效率上，优化支出结构，更加注

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在时机上，主动靠前发力，增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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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前瞻性和针对性，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带动更多社会投资，

让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能。

从有利因素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实体经济与数

字经济发展融合、传统商贸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培育新质

生产力、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等，新一批改革举措将为发展增

添新动力。从不利因素看，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

求仍显不足、社会预期仍然偏弱，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

我区经济平稳运行将承受较大压力。从总体看，经济有望持续恢

复向好，但目前财政经济形势严峻复杂，体现到财政收入增收上

还需时日，同时刚性支出需求保持旺盛，财政运行仍将持续处于

紧平衡状态。   

（二）2025年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2025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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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

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

工作重大要求，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省市委全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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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坚持民族团结、共同富裕，更加坚定、更加主动融入

和服务全国全省全市大局，更加坚定、更加主动发挥首善之区作

用，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找准“进”的

点位，兜住“稳”的底线，提升“活”的质效。全力以赴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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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化债、优结构、提效益，着力提质效、保重点，落实更

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逆周期调节和跨年度平衡，强化资

金统筹，优化财力配置，集中财力办大事。加快建设现代美丽幸

福大西宁中央活力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

推动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贡献中区新的更

大力量。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2025 年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一是聚

焦“三保”保障。坚持将“三保”工作摆在财政工作的最优先顺

序，按标准落实基本民生政策，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促

进财政平稳、健康、可持续运行。二是聚焦统筹兼顾。聚焦中央

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做到突出重点、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统

筹兼顾、注重绩效。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

支出，集中财力保重点。三是聚焦资金使用质效。持之以恒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会监督的重大要求，强

化资金跟踪管理，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完善绩效管理体系，促进

财政资金高效使用。四是聚焦风险防范化解。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财政金融风险底

线，审慎把控“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关系，压实债务化解责

任，足额保障债务还本付息资金。

（三）2025年主要收支政策  

1.强化系统集成，进一步支持加快建设“活力中区”  

加大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综合运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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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资金、彩票公益金、地方政府债券、减税降费、政府采购

等政策工具，加强财政政策与产业发展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放大

资金集成和政策协同效应。深化预算绩效改革，提升资金使用质

效，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释放强大发展动能，深化政府采购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为促进“活力中区”建设聚势赋能。 

2.强化引领带动，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积极

为市场主体减负增能，积极争取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促进产

业高质量发展专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专项等资金作用。进一步

发挥政府融资沟通桥梁作用，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增信支持力

度。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综合运用预留份额、价格评审优惠等措

施，持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3.强化支撑保障，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教育发展“有支撑”，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支持

推进数字信息化，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确保公共文化“有提

升”，努力为中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聚焦群众

关切“有保障”，聚焦特殊群体补助，有力落实就业创业政策，

提升养老和托育服务建设，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四）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城中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8000万元（较 2024年执行

数增长 6.1%）、上级补助收入 129709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8344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628万元，收入总量 1986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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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收支平衡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9150万元、上解上级

财政支出 7892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212万元、调

出资金 1427万元，支出总量为 19868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预算平衡。（附表四、附图三、附图四）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89150万元，预算安排重点保障教

育、文体旅游、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城乡社区、农林水、

住房保障等领域，表现在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51万元，

增长 81.5%；交通运输支出 594万元，增长 77.3%；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 25586万元，增长 14.6%；住房保障支出 21970万元，增

长 12.6%；城乡社区支出 15448 万元，增长 9.5%；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49705万元，增长 4.8%；公共安全支出 1423万元，增

长 1.4%；预备费安排 2100万元，与上年持平。（附表五）

（五）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城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1031万元，上年结转

收入 15368万元、调入资金 1427万元，收入总量为 17826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826 万元（其中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142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预算平衡。   

（六）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城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171万元，上年结转

收入 396 万元，收入总量为 56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6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平衡。  

（七）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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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3915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 4711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6869万元。

三、扎实做好 2025年财政重点工作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

谋划之年，我们将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支出强度，

加强重点领域保障，兜牢兜实“三保”底线，优化支出结构，强

化精准投放，更加注重民生保障，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促进

财政平稳运行、可持续发展，为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保障。

（一）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加强财源建设能力。将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在财政运行紧平衡的情况

下，把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财税部门共同努力，全力推进财政

收入回暖向好势头，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

上，积极组织收入，切实做到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费”。

深入夯实财源基础，结合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加强对企精

准化引导服务。推动预算收入统筹管理，强化各部门主体责任，

依法依规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统筹安排使用财政资金以及

非财政拨款收入。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撬动作用，放

大资金集成效应。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蕴含的

重大战略机遇，深入研究领会中央和省市级专项资金有关文件精

神，找准突破点和结合点，深化沟通协作，精准争取专项资金及

时到位，促进我区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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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精细管理水平，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深

化“青海数字财政”改革，推动系统从“能用”到“好用”“管

用”转变。始终坚持“有预算不超支、无预算不开支”原则，认

真做好 2025年部门预算工作，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领域倾斜，

加强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全面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推动事前绩效评估、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和预算管理深度融合，

实现“城中区主要预算部门全覆盖、重点政策和项目全覆盖、结

果应用全覆盖”，进一步强化结果应用，稳步推进公共服务标准、

成本定额标准和财政支出标准建设。加强政府性资源统筹力度，

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三）提高财经约束力度，全面提升财政治理质效。牢牢把

握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战略定位，推进财政科学

管理。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坚持一

心为公、务实节俭，投入到为群众服务中；持续规范政府采购，

促进政府采购管理与预算管理深度融合；着力强化资产盘活内控

管理，对盘活方式、程序进行跟踪指导，严格审批反馈结果。健

全预算执行常态化监控管理机制，加快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

革；加强一般债券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提升政府债券使用管理

水平，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

代理记账行业建设，促进行业执业质量和服务能力。聚焦重点领

域开展财政监督检查，持续推进严肃财经纪律走深走实，切实保

障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和我区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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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监督机制效能，依法接受预决算审查监督。进一

步深化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指导

意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自觉接受预算决算审查监督，落实预

算联网监督要求，积极主动听取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

各界意见建议，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区委重大决策部署，提升预决

算编制水平。坚决落实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算决议和决算决

议，进一步推进预决算公开“纵深化”，增强财政透明度；持续

推动城中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质量提升。落实人大监督

管理意见，更好回应人大代表关切，切实服务好人大代表依法履职。

  各位代表，做好 2025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意义重大。我

们将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的指导监督，

守正创新、务实笃行，用更足的劲头、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

全力做好财政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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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用语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

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

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行使、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政府为支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共事业发展，在一定期限内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

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

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产生的收支预算，是政府预

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社会保险

制度的实施计划和任务编制的、经规定程序审批的年度基金财务

收支计划。

5.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各级财政通过超收安排的具有储

备性质的基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以及视

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基金的安排

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6.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为防止经济衰退而采取的一种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实行结

构性减税等财政手段，促进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扩大社会总需

求，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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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保：财政的“三保”是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确保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以及保障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8.财政预算绩效：是以支出预算管理为重点和突破口，综合

运用科学、合理的考评方法，对各地、各部门的预算管理成效进

行全面的监控与评价，逐步建立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以强化预算

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控制节约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

公共服务水平为目的，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贯穿预算编制、执

行、监管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9.政府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和所属机构为项目建设直接借

入、拖欠或因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支持形成的债务。包括直接

借入、拖欠形成的直接债务和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支持而形成

的担保债务。

10.一般债券：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

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

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

政府债券。

11.专项债券：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

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

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12.财政存量资金：是指各级财政未分配到预算部门和地区

的预算资金及预算部门未形成实际支出的财政性资金。

http://www.so.com/s?q=%E8%B4%A2%E6%94%B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D%98%E9%87%8F%E8%B5%84%E9%87%9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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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减税降费政策：是指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

担，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14.机关资本性支出：是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资本性支出。

15.机关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是反映由发展改革部门

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中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资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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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城中区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附表一）

科目 完成数 占比 科目 完成数 占比

一、税收收入 48,629 88.94%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441 9.89%

增值税 15,856 29.00% 国防支出 679 0.31%

企业所得税 3,146 5.75% 公共安全支出 1,299 0.60%

个人所得税 4,815 8.82% 教育支出 37,322 17.21%

城市维护建设税 4,020 7.35% 科学技术支出 81 0.04%

房产税 4,041 7.39%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
3,363 1.55%

印花税 1,897 3.4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349 25.07%

城镇土地使用税 1,342 2.45% 卫生健康支出 16,026 7.39%

土地增值税 7,180 13.14% 节能环保支出 1,145 0.53%

车船税 1,179 2.16% 城乡社区支出 18,609 8.58%

契税 5,087 9.30% 农林水支出 9,929 4.58%

环境保护税 17 0.03% 交通运输支出 1,015 0.47%

其他税收收入 49 0.09%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支出
2,327 1.07%

二、非税收入 6,047 11.0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
8,452 3.90%

专项收入 3,074 5.62% 住房保障支出 29,086 13.42%

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
2,042 3.73%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支出
8,779 4.05%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收入
90 0.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21 0.79%

罚没收入 750 1.37% 其他支出 161 0.07%

公共租赁住房租

金收入
91 0.17%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1 0.01%

债务付息支出 1,014 0.47%

合计 54,676 100.00% 合计 216,8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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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城中区 2024 年民生支出情况（附表二）

单位：万元

序号 功能科目 民生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占 比

1 公共安全支出 1,299

216,809

0.6%

2 教育支出 37,322 17.2%

3 科学技术支出 81 0.1%

4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363 1.6%

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349 25.1%

6 卫生健康支出 16,026 7.4%

7 节能环保支出 1,145 0.5%

8 城乡社区支出 18,609 8.6%

9 农林水支出 9,929 4.6%

10 交通运输支出 1,015 0.5%

11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21 0.8%

12 住房保障支出 29,086 13.2%

合计 173,945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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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城中区 2024 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附表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小计
一般

债券
小计

专项

债券

上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76,397 30,297 30,297 46,100 46,100

本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预算数) 87,321 41,221 - 46,100 -

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10,500 10,500 10,500 - -

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932 32 32 900 900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85,965 40,765 40,765 45,200 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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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城中区 2025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附表四）

单位：万元

科 目 预计数 占比 科 目 预计数 占比

一、税收收入 51,600 88.97%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586 13.53%

增值税 16,828 29.01% 国防支出 113 0.06%

企业所得税 3,338 5.76% 公共安全支出 1,423 0.75%

个人所得税 5,108 8.81% 教育支出 37,849 20.01%

城市维护建设税 4,266 7.36% 科学技术支出 75 0.04%

房产税 4,288 7.39%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
2,051 1.09%

印花税 2013 3.4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9,705 26.28%

城镇土地使用税 1,424 2.46% 卫生健康支出 12,708 6.72%

土地增值税 7,618 13.12% 节能环保支出 331 0.18%

车船税 1,250 2.16% 城乡社区支出 15,448 8.17%

契税 5,397 9.31% 农林水支出 7,402 3.91%

环境保护税 19 0.03% 交通运输支出 594 0.32%

其他税收收入 51 0.09%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 0.01%

二、非税收入 6,400 11.0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
1595 0.84%

专项收入 3,200 5.52% 住房保障支出 21,970 11.59%

国有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
2,197 3.79%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支出
1,850 0.98%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97 0.16% 其他支出 7040 3.72%

罚没收入 808 1.39% 债务付息支出 1,300 0.69%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98 0.17% 预备费 2100 1.11%

合计 58,000 100.00% 合计 189,1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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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城中区 2025 年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情况（附表五）

单位：万元

政府经济分类 金 额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28,318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15,709

机关资本性支出 8,736

机关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26,148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52,199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142

对企业补助 1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4,077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9,700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300

预备费及预留 9,406

其他支出 3,405

合计 18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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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九届人大六次会议秘书处 2025年 2月 20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