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 1-1: 

 

关于 2024 年对下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2024 年县级结合中央、省、市补助预算安排对各镇街转

移支付 24500 万元，其中： 

1、返还性转移支付补助1542万元，主要用于对各镇街所

得税基数返还、营业税基数返还。 

2、农村税费改革补助 5250 万元，对各镇街因实施农村税

费改革形成的减收进行补助，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

转。 

    3、专项转移支付 17708 万元，主要用于村干部工资发放、

村组织运转经费等， 

 

 

 

 

 

 



说明 1-2： 

 

关于 2024 年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 

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4 年无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说明 1-3： 

 

关于 2024 年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4 年无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说明 2：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 2023 年执行及 

2024 年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2023 年邹城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经济宁市政府批准，济宁市财政局核定邹城市 2023 年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 117.72 亿元，其中，新增债务限额 14.74 亿元。

以上限额经邹城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已通过邹城市财政局门

户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开。 

二、2023 年邹城市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 

2023 年，济宁市转贷我市地方政府债券 32.26 亿元，其

中：新增债券 14.74 亿元，再融资债券 17.52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116.27 亿元，严格控制在限额之内。 

三、全市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 

按照预算法和中央、省市有关政策要求，我市各级财政

已将政府债务收支全面纳入预算管理，严格履行预算调整审批

程序，突出安排重点，强化资金监管，充分发挥政府债券资金

的使用效益。在新增债券使用方面，严格按照财政部、省财政

厅、济宁财政局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全部用于公益

性资本支出，重点加大对改善民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



度，优先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和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2023

年，全市新增债券分批安排用于 15 个公益性项目，其中，用

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5.34 亿元，教育等社会事业

项目 2.35 亿元，棚户区改造 0.81 亿元，农林水利 4.5 亿元，

老旧小区改造 1.04 亿元，生态环保 0.7 亿元。在再融资债券使

用方面，主要用于偿还当年到期的政府债券本金，妥善化解存

量政府债务，有效缓释财政金融风险。 

四、2024年政务债务预算说明 

   2024 年新增专项债务预算 10 亿元，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

工程、农林水利、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支

出。2023 年末，邹城市政府债务限额预算 117.72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56.13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61.59 亿元。



说明 3： 

 

2024 年邹城市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4 年本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 1646 万元，比

上年减少 29 万元，原因是各部门单位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相应公

务接待活动有所减少。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90 万元，比

上年减少 10 万元，原因为严格控制出行标准，压减支出规模；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360 万元，比上年减少 10 万元

（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337 万元，比上年减少 3 万元，主

要是根据规定，对部分符合报废条件、无法继续使用的执法执

勤用车进行集中报废更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23 万元，

比上年减少 7 万元，原因是在编制 2024 年部门预算时，贯彻

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了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

费）；公务接待费支出 196 万元，比上年减少 9 万元，原因是

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有关规定，进一步压减公务接待

活动经费开支规模。 

注释：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

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以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

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

宾接待）费用。 



说明 4：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23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指导

下，财政部门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努力拓展改革的深

度和广度，更加注重绩效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更加注重管

理质量提升和评价结果应用，各环节工作基础稳固，重点明确，

较好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一、工作开展情况概述 

2023 年，全市累计 841 个项目纳入绩效目标管理，涉及

资金 54.2 亿元，覆盖市直部门全部财政性资金安排的项目支

出。共计对 867个 2022年项目开展绩效自评，涉及资金 71.1

亿元，其中，770 个项目自评等级在良好以上。10 月份，对

2023 年项目开展了绩效运行双监控，依据部门监控和财政重

点监控情况，对 150 个项目提出了监控建议，其中：129 个项

目调整后继续执行，21 个项目终止执行，有关项目当年预算

共计调减 46536万元。委托三方机构开展各类绩效评价活动共

计 30 项，其中：财政重点绩效评价 11 项，涉及资金 31582

万元，10 个项目评价等次在良好以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

价 3 项，评价等级均在良好以上；对部门绩效自评情况，选取



3 个部门进行了抽查复核；对普通高中公用经费和城区道路保

洁项目开展了成本效益分析，制定了成本归集方案和绩效考评

指标体系，明确了支出标准；对张庄镇财政运行情况进行了综

合评价；对 8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运行财政重点监控；对 2个项

目是否纳入预算开展了财政事前绩效评估，涉及资金 1000 万

元。 

二、全面实施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9 月份，印发《关于全面实施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

建立“项目入库分析成本、预算编制细化成本、预算审核核定

成本、预算执行控制成本、预算完成评价成本”五个环节的预

算绩效管理闭环体系。预算绩效管理对财政投入成本的重视程

度进一步提高，全面推动财政支出降本增效。 

在年初预算编制项目入库阶段，重点项目填写成本效益分

析表，对照预期要实现的产出和效益情况，加强预算投入和成

本构成分析。2024 年预算编制阶段，共有 441 个项目开展了

成本效益分析，为预算审核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在成本效益

分析的基础上，在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逐项填列“绩效目标

表”中的成本指标，如实反映预算项目的总成本、单位成本和

分项成本构成等情况。2022 年至 2024年，平均每个项目成本

指标数量由 1.2条增长到 3.4条，目标管理对成本指标的约束

作用进一步凸显。 



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作为省深改委、省政府确定的 30

项共性重点改革内容和邹城市重点改革课题，目前我市已完成

方法路径设计，并按具体实施要求开展了入库分析、目标细化

和预算审核等环节内容，后续，我们将继续做好执行控制、预

算完成评价等方面工作，切实落实中央财政工作会议精神，深

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让同样的财政资金花出更高的绩效。 

三、多措并举提升管理质效 

(一)主动接受人大依法监督指导。自觉在人大的依法监督

下开展各项工作。定期向人大报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重

点项目绩效目标申报和重点项目部门自评以及财政部门开展

重点评价等有关情况，在财政重点评价项目选择过程中，积极

征求人大意见建议。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办理建议议案。

全面贯彻落实人大有关决议，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规

范化水平。 

（二）充分发挥数字化管理优势。继续拓展预算绩效管理

信息系统功能，不断提升系统智能化水平。完善绩效目标智能

审核逻辑体系，源头提高绩效目标编报质量；配合成本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作为绩效目标申报前置条件，增加成本测算和成

本效益分析模块；优化梳理系统指标库，共计调整优化指标

3000余条；增加系统数据调阅功能，支持开展大数据分析；

继续调整优化部门评价报告、重点项目监控报告、成分表效益



分析报告模板，采取窗口式操作模式，提高系统智能生成报告

质量，辅助预算单位做好预决算公开和绩效业务管理。 

（三）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政策宣传。继续将预算绩效管理

内容纳入党校主体班次，通过对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演变、方式

方法、主要内容、改革推进任务等进行讲解宣传，促进新任职

公务员、青年骨干、领导干部等能够知晓、理解和充分运用绩

效理念，并用于指导工作。积极做好工作宣传，全年共计在《光

明日报》客户端、新华网山东频道、大众日报发表四篇新闻报

道。充分利用新闻发布平台，11 月，召开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推进情况专题新闻发布会，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介绍全市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发展历程和工作现状，促进社会关注度提

升，为绩效监督工作吸纳更多力量。 

（四）提高绩效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依托数字化管理平

台，在 2022 年项目自评和 2023 年绩效监控工作中，对 100

万元以上项目，要求预算单位对成本、数量、社会效益等核心

指标上传详尽佐证材料。通过审核对照，有力保障了部门指标

完成信息的准确性。注重绩效评价质量管控，在充分保障第三

方机构独立性基础上，深度参与项目调研座谈，绩效评价方案

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等环节，加强对部门提供评价资料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审核，夯实评价基础。同时，借力社

会综治网格员和社区物业群组等渠道发放绩效评价调查问卷，



设计容错性问题筛选无效答卷，有效提高了问卷调查有效性。 

（五）建立财政审计联动工作机制。印发《关于建立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协同联动机制的意见》，立足财政部门

“把关守口”职能和审计部门“经济卫士”定位，将审计活动

和绩效评价活动充分结合，实行计划共商、信息共享、结果共

用、整改共促，充分发挥财政、审计的职能互补作用，节约行

政资源，减少重复监督，切实提高绩效管理工作效率。2023

年，对审计提出有关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存在问题进行了重点督

导整改，补齐部门管理缺项。进一步明确事前绩效评估的应用

范围和评估办法，严格审核部门自行开展的事前绩效评估报

告，对两项为民办民生实事项目进行了财政事前评估，着力提

高重大支出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六）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绩效监督。首次在评价项目选择

阶段就面向全体市民公开征求意见。财政部门设计并发放了相

关调查问卷，问卷对预算绩效管理的方法意义做了简要说明，

公开了后续评价报告完成后的公开网址，提高了群众对绩效管

理方式方法的理解认同和政府公共管理的参与感。提供 70 个

预算金额较大的候选项目，在选定项目后，可以针对性填写问

题、建议以及期望了解的具体内容。通过民意调查，让绩效评

价项目选择能更接近问题导向，更接地气，从而能更好的回应

社会关切。 



2024 年，财政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继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扎实做好全流程、全方位等

各个环节工作，努力推动预算绩效管理“三全”体系由全面建

成向高质量建成迈进，力争在深化改革、提升质量、强化约束

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绩效结果在安排预算、改进管理、

完善政策等方面得到实质性应用，为财政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其他需要公开事项 1： 

 

2024 年邹城市预算调整报告 

目前邹城市还未进行预算调整。 

 

注：各地报送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及附表，但需包含当年本地

区及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

安排情况 

 

 

 

 

 

 

 

 

 

 

 

 



其他需要公开事项 2： 

2024 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及分配使用方案 

市财政局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根据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需要，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继续扛牢政治责任，时刻保持攻坚

态势，统筹整合各级财政资金，持续做好各项衔接资金保障。   

2024年度本级预算共安排财政衔接资金 674万元，其中：

安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任务资金 674 万

元，专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

点投向特色产业发展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立足当地资

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特

色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手工业和乡村旅游、

电商等产业，进一步巩固脱贫基础，提高脱贫成效。 

另外，为保障乡村振兴局工作正常开展，安排专项工作经

费 14 万元。 

为加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支持力度，统筹涉农资金

500 万元专项用于支持推进区建设，重点围绕产业发展、就业



带动、环境整治、人才培养、乡村治理、巩固成果六大内容，

统筹谋划推进，集中连片打造，推动衔接推进区融合发展、乡

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