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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财政工作主要特点

2022年，在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新区各级财政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立足财政职能，抢抓秦创

原总窗口建设机遇期，真抓实干，较好地完成了收入组织工作，

保证了党工委管委会重大决策以及社会民生保障的资金需求，

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西咸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2022年西咸新区完成财政总收入 156.2亿元，

剔除留抵退税和共管区收入因素后，较上年同口径增长 1.08%。

其中：上划中央收入 48亿元，上划省级收入 13.2亿元。实现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5亿元，较上年同口径增长 12.2%。其中：

税收收入 58.9亿元，同口径下降 5.1%，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61.9%；非税收入 36.2亿元，增长 71.3%，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 38.1%。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4.9亿元，增长 9.5%。

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计算，2022年西咸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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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34.2亿元，支出总计 225.8亿元，结转下年 8.4亿元，当年

实现收支平衡。

（2）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2022年西咸新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5.4亿元，均为非税收入，税收收入全额入各新城国库，新

区分成部分通过结算方式上解新区财政。新区本级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59.4亿元，增长 81.9%。2022年新区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总计 156亿元，支出总计 154.5亿元，结转下年 1.5亿

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西咸新区政府性基金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2022年西咸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388.6

亿元，下降 40.7%。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4.2亿元，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49.4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4.3

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及新增债券收入总计 799.4亿元。政府

性基金支出完成 687亿元，增长 12.8%，加上债券还本及调出到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779.4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20亿元，

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2）新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2022年西咸新区本级（园办）政府性基金收

入完成 40.9亿元，加上上级各项补助收入及债券收入总计 435.2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79.8亿元，加上债券还本、上解上

级支出和补助下级支出，支出总计 420元。收支相抵，结余 15.2

亿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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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西咸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2022年西咸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9

亿元，主要为企业上缴利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9亿元，

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加上上年结余 0.1亿元和上级补

助 0.1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1.3亿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2）新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2022年西咸新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1 亿元，主要为企业上缴利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03

亿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加上上级补助 0.1亿元，

收支相抵，结余 1.2亿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2022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7.1亿元，较

上年减少 2.6亿元，减少 26.7%；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5.8亿

元，较上年减少 0.1亿元，减少 2.4%；本年收支结余 1.3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 12.1亿元。新区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全部在新区本

级统筹管理，新城不反映社保基金收支情况，故本级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与全区一致。

5.政府债务情况

截止 2022年底，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896.2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117.5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778.7亿元。虽然目前

上级尚未明确 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但根据预计，新区债

务余额符合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的规定，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二）2022 年财政工作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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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收入持续稳步增长

2022年，新区各级财税部门深入贯彻党工委、管委会决策

部署，积极落实国家各项减税降费政策，面对新冠疫情影响和

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全力以赴狠抓收入，在新区经济平稳快

速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收入同口径增长 12.2%。同时不断做大财

力，全年共争取上级各类转移支付资金 38亿元，较上年增长 8.6%。

全年成功发行专项债券项目 63个，争取债券资金 194.9亿元，

规模居西安市各区县、开发区第一。

2.支出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一是严格执行财政财务各项规章制度，科学编制预算，统

筹安排资金。积极推进惠民“一卡通”规范化管理。新区本级

全面推行公务卡管理。在确保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经

费同时，聚焦秦创原总窗口、重大项目建设、疫情防控、乡村

振兴等重点任务，科学高效使用好每一笔资金。二是全面推行

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制度，取消投标费用、推行不见面开标，实

现了让供应商 “零成本、零跑腿”。督促辖区内各级单位在农

副产品采购预留份额申报中，在同等条件下必须优先通过“扶

贫 832平台”采购，已完成扶贫交易额 766.7万元，在西安市各

区县开发区排名第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政府采购意识

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通知》等制度，提高政府采购工作的质量

和效率。三是按照“财事相配，财随事走”的原则，制定了《关

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体制机制改革后

镇街财政支出保障办法》等制度，进一步规范预算管理和执行。

加大对部门预算支出情况进行考核，积极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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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为进一步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加强债务管理工作信息化建

设，建立西咸新区全口径债务预警监管体系，强化国有企业债

务监管力度，满足新区各单位按月份报送债务余额及还本付息

情况、按季度分析债务风险走势，建立了西咸新区全口径债务

填报系统，系统已于 2022年 9月 30日正式上线，更好地推动

防风险工作再上新台阶。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先后 6次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财政金融局及时通报债务化

解进度和存在问题，对风险较高的地区提出风险预警，督促各

单位细化强化措施，确保完成化解任务目标不出现债务风险。

4.强化金融监管服务建设

一是印发了《关于支持企业上市挂牌融资的奖补政策》《区

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奖补政策》《促进金融机构发展

奖补政策》等政策办法，持续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二是设

立应急转贷基金加大小微企业和重点项目贷款贴息，已为 42家

中小微企业贴息 232.3万元。三通过出资审批的秦创原科创系列

基金已达到 17支，规模超 100亿元，初步形成全链条、全周期

的投资体系。三是制定《西咸新区促进企业上市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加大上市挂牌奖补力度，构建上市政务服务

绿色通道。今年，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科创板

审核过会。四是进一步推动现代金融助力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

建设，启动建设多层次、全方位、全周期的“一站式”秦创原

资本大市场。五是与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设立秦创原“四贷促进”

金融服务工作站暨陕西省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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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金融支撑。

5.不断规范国企国资监管

一是制定新区国企改革实施方案，研究部署新区国资国企

改革工作，推动监管企业完善企业制度、优化布局和结构、健

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二是印发了新区区属企业分类管理实施意见，推进企业分类改

革、三是助力新区稳经济保增长，制定新区房租减免实施细则，

共减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 5250.6万元，惠及企

业 945户。四是启动智慧国资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健全国企国

资管理制度体系。

6.全面推动预算绩效管理

一是全面推行绩效管理，按照《西咸新区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西咸新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暂行办法》

等制度，推动部门绩效自评与财政重点评价试点工作，把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二是加强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全面落

实预算绩效管理各项要求，加强预算绩效培训，扩大绩效评价

范围，提高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效益。探索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模式，优化资金支出结构，为预算资金的使用提供正确导向。

二、2023年预算安排意见和财政主要工作任务

（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意见

1.西咸新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意见

根据新区 2023年经济发展预测和对重点税源的摸排，建议

新区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照在 2022年实际入库数的基

础上增长 15%编制，税收收入占比不低于 80%。即建议新区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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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09.3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87.6亿元，

同口径增长 4.5%。根据市对新区财政体制，加上各类结算补助

收入，上年结余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以及从政府性基金调入

一般预算的资金，预计新区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财力约为 184.8

亿元。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2023年西咸新区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建议安排 184.8亿元。其中：新区“三公”经费 2144.33

万元，同比增长 1.9%，包括公务出国 662万元，同比增长 9.4%；

公车运行 957.25万元，同比下降 0.5%；公车购置 84万元，同比

下降 10.6%；公务接待 441.08万元，同比下降 0.2%。

2.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意见

按照体制机制改革后新区对新城财政体制调整意见有关内

容，2023年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建议安排 4.11亿元，同

时新城上解新区的上划事项支出，建议以在 2022年有关支出基

数的基础上增长 10%予以测算。综上，预计新区本级 2023年一

般公共预算财力约为 103.6亿元。其中剔除政策规定的有专项用

途的上级专款和新城上解的养老财政补助等资金后，预计新区

本级 2023年可统筹财力约为 87.7亿元。根据“收支平衡”的原

则，2023年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建议安排 103.6亿元。

除安排部门日常开支外，将统筹财力用于落实新区党工委、管

委会部署的各类重大事项，包括重大招商引资和政策兑现、产

业发展、人才建设、各类民生配套以及偿债风险准备等领域。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1.西咸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23年，西咸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建议安排 5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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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上年结转，减去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后可安排财力

390.8亿元。根据“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的原则，2022年西咸

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建议安排 390.8亿元。

2.新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23年，新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建议安排 60.8亿元，

加上新城上解的地铁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以及按照上级

要求统筹用于乡村振兴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的 6%）后，可安排

财力约为 199.2亿元。根据“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的原则，2023

年新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建议安排 199.2亿元。主要包括：

园办等有关部门支出，乡村振兴相关支出，支持产业发展支出，

地铁和智轨建设，保障房配建，互联互通道路奖补、支持秦创

原等重大产业项目资本金、大轴线建设以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意见

2023年，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建议安排 10.4亿元，

其中本级收入 1.1亿元，主要为企业上缴利润，加上上年结余，

可安排财力 10.5亿元。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2023年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建议安排 10.5亿元，主要用于企业资本金注

入，其中本级建议安排 1.1亿元。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23年，新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建议安排 7.1亿元，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0.9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3亿元。利息收入 0.1亿元，基金委托投资

收益 0.1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3.6亿元，转移收入 0.1亿元。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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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社保基金支出建议安排 6.2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支出 3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2亿元。

新区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全部在新区本级统筹管理，新城不反映

社保基金收支情况，故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全区一致。

（六）2023 年财政主要工作任务

财政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党工委管委会各项重

点工作安排，切实找准主攻方向，以落实体制机制为抓手，深

化财政各领域改革，推动财政工作再上新台阶，助力新区实现

追赶超越新篇章。

一是加大对六大主导产业及其他重大项目、重要领域的政

策扶持和兑现力度，加快形成产城融合、产城一体的发展格局，

多措并举确保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不低于 15%。同时加强

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力度，力争全年争取上级资金突破 40亿元。

二是进一步梳理明确上划事项清单和涉及的支出事项，尽

快出台新区对新城财政体制调整方案。严格执行财政财务制度，

加强业务培训，建立定期的全方位反馈机制。加强支出绩效评

价工作。继续压减部门办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预算，严格控制

“三公”经费。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继续加强对财政投资项目全过程的政策性、技术性评价与审核，

确保资金投入使用科学高效。

三是严格按照属地原则，采取多种手段，制定债务化解计

划，统筹财力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实时动态监测债务指标，多

措并举遏制债务增量。加强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和金融知识宣传，

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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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充分发挥平台综合服务功能，全力打造“秦创原·金

融港”，推动线上线下进一步融合，满足不同层次市场主体融资

需求。鼓励金融机构分类施策、精准扶持，丰富产品和服务形

式。

五是打造“秦创原资本大市场”，形成科技、人才、资本、

项目、基地一体化配置的现代服务体系。依托秦创原创新驱动

平台大力培育推动企业上市挂牌，在上市挂牌工作上不断突破。

进一步推动基金业发展，力争基金总规模实现倍增。

六是持续推进新区智慧国资系统建设工作，转变国资监管

方式，提高国资监管信息化水平，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国

资监管质量效益。

七是加强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扩大绩效评价范围，探索绩

效评价结果应用模式，为预算资金的使用提供正确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