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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邹城市 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5 年 1 月 6 日在邹城市第十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张 亮

各位代表：

受市政府委托，现将邹城市 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 年

预算草案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会议的同志

提出意见。

一、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深

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

人大有效监督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决策部署，主动作为、

积极谋划，克服经济下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断强化财政资源整

合，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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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坚强的财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4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63120万元，同比增长

5.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538946万元，增长-5.45%，非税收入

完成 424174万元，增长 23.74%。加上上级返还、各项转移支付补

助、债务转贷收入、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等 237591万元，收入共

计 1200711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900154万元，同比下降 1.44%，

加上体制上解、专项上解、债务还本等 220524万元，支出共计

1120678 万元，结转下年 79924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9

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55307 万元，加上各项税收

返还、转移支付补助、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债务转贷收入等

227756万元，收入共计 983063 万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完成 730008万元，加上上解支出、债务还本 185367万元，支出

共计 915375 万元，结转下年 67579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109 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4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60123 万元，加上

上年结转、专项补助、债务转贷收入等 436731万元，收入共计

696854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10287 万元，加上

债务还本、上解支出、调出资金等 110710万元，支出共计 62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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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结转下年 75857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4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2640 万元，加

上上年结转、专项补助 1014 万元，收入共计 13654 万元。全市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4425 万元，调出资金 8297 万元，结

转下年 932 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四）社保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4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62527万元，支出完成

147532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14995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20991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全部为

市本级收支。

（五）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2024 年，上级下达我市政府债务限额 1640024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554324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085700 万元。2024

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1534825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545825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989000万元，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

控。2024 年，省级代发政府债券 457400万元，其中：新增政府

专项债券 380800 万元、归还本金 36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80200

万元（一般债券 44200万元，专项债券 36000 万元）。

目前，上述各项预算执行数据是初步汇总数，有些数字还

会略有变化，待 2024 年财政决算编制完成后，再向市人大常委

会专题报告。



－4－

二、2024年工作开展情况

（一）聚力聚焦财源建设，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始终把抓实

税收作为稳增长的主渠道，依托财税联席会议机制，常态化开展

税费综合整治，强化煤电、金融、建筑、房地产四大行业税收征

管。深入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要求，

今年以来，全市共办理各类减免退税 18万户（次），减免退税

256800万元（县级 121800 万元），充分发挥助实体、扩投资、

促创新的积极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开展政金企对接活动 23 次，组织银行优选“金融辅导员”

“金融副镇长”服务 150 家企业和 16 个镇街，为 114 家攀登企

业量身打造融资闭环服务机制，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1327.62

亿元，充分撬动金融活水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强化对上争

取，2024 年争取到位省级以上竞争性资金 461800万元（竞争性

有偿资金 334000 万元，竞争性无偿资金 127800 万元），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当前财政紧平衡的压力。

（二）坚持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全市民生支

出 76739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5.25%。投入资金 221049

万元，用于保障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优化学校布局，实施“九

年制”和“十二年制”园区化办学，实现学区整合；全面落实教

育惠民政策，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小学、初

中生均经费分别提高到 1250 元、1500 元。持续加大对社会保障

的投入力度，拨付资金 152868 万元，用于保障城乡居民养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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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困难人群救助、退役士兵安置等方面，用保障力度提升民生

温度。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投入资金 61351 万元，用于

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疾病预防控制、基层医改补助和计划生

育等，有效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始终把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全

市累计设立 12044 个公益性岗位，安排专项资金 16294 万元，用

于保障城乡公益性岗位的岗位补助和社保补贴，落实政府兜底安

置就业职责。

（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优化举措保障落实。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打造双千亿级园区，六大百亿板块”的目标，持续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抓实抓好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

金 8960 万元，为辖区企业生产生活提供优质服务，支持邹城产

业发展、重点项目及重大工程建设。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

牢牢守住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拨付农业

高标田建设资金 11479万元，有效保障粮食生产能力；向农户发

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6399 万元，累计补贴小麦种植面积达 53 万

亩，保障农民丰产增收。拨付 2856 万元用于白马河、大沙河等

水域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和修复、废弃矿山治理等方面，深入推

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

良性互动。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思想，积极落实国务院新型

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投入 35500 万元，支持 27 个老旧小

区改造，惠及居民 7656 户；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7/content_6965542.htm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7/content_69655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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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 万元，用于全市雨污分流管道改造项目，全力打造和谐、

宜居、活力的现代化邹城。

（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推动预算绩

效管理由全面建成向高质量建成迈进，促进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

深度融合。2024 年，绩效管理模块纳入预算一体化系统，全市

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1003 个，涉及金额 549000万元，各市

直部门开展 2023 年项目自评 748个，涉及金额 441000 万元。落

实政府过紧日子的政策要求，全面实施成本绩效管理改革，对全

市 341 个金额 50 万元以上的项目开展成本效益分析，涉及金额

689200 万元。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全年评审建设

项目 73 个，送审额 284845 万元，审定额 263646 万元，节省财

政资金 21199 万元，有效控制投资规模。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

存量的关系，定期清理盘活部门存量资金，深化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改革，健全资产统筹盘活机制，全面盘活行政事业性闲置低

效资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五）防范化解运行风险，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稳中求

进，把“三保”支出作为优先选项，全面落实好财力优先保障、

库款优先支付、风险优先化解“三个优先”要求。统筹把握守底

线与促发展的关系，高度关注、提前应对，坚决防范债务风险。

严守政府债务防线，坚持举债化债两手抓、两手硬，健全政府债

务“借用管还”全过程闭环管理机制，按时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政府综合债务率控制在合理区间。全力推进国有公司资信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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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市成功争创 AA+信用评级 1 家、AA 信用评级 4 家（累计

AA+评级 3 家、AA 评级 10 家），推动 1 家企业获评长期外币

投资 BBBg 国际评级（累计 BBBg 评级 4 家），极大提升市属企

业在金融机构、境内外公开市场的认可度。强化统筹调度，持续

对各公司财务运行、债务偿付等情况进行动态化监测。固守金融

安全底线，严厉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等违法行为，引导金融机构加

快不良贷款处置，全市不良贷款率 0.46%，在济宁各县市区中处

于最优水平。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一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监

督支持下，财政部门主动作为，扎实工作，在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的基础上，确保支出强度，聚焦保障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有力

支撑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同时，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面临一

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我市税收收入下

降明显，加之土地市场供需低迷、煤炭价格持续走低、结构性减

税降费等多种减收因素叠加，税收收入下滑。受金融监管政策以

及银行贷款、资本市场收紧等因素影响，平台公司债券发行、信

托等融资业务受限，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

定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超前谋

划、主动发力，全力推动经济安全稳定发展。

三、2025年预算草案

（一）2025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外部环境不确定、难预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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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态，财政工作面临较大的压力和挑战。从发展形势看，国内

外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财政增收还面临

不少不确定因素，国家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这些都将影响地

方财政收入增速。从财政收入看，具体到邹城实际，煤炭行业整

体呈现下滑趋势，电力行业受新能源发电冲击较大，房地产市场

不景气，2025年组织收入工作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另外，土地

出让收入逐年减少，工业用地出让地价偏低、征收成本逐年提高，

实际可用土地出让收入有限。从财政支出看，人员工资、养老、

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民生持续提标扩面，基层“三保”仍需兜

牢兜实，我市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社会发展等重点支出需求增

长，财政保障压力巨大。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

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正在全面落地见效；财政部陆续推

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我们将持续跟进上级政策调整动向，

抓住上级政策窗口期，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国家支持盘子，让更多

的资金落地邹城。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全市高端化工、高端

装备制造两大“千亿产业”正加速建设，六大“百亿板块”接续

跟进，这些都将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为财政增收提供财源保障。

综合来看，我市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

好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有基础、有条件、有信心实现财政运

行稳中向好、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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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5年财政工作和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2025年全市财政工作和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锚定“全

省进10强、全国进30强”奋斗目标，统筹财力保障工业化城镇

化双轮驱动战略和“双百”城市建设；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思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持续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系，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力度，

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

开局夯实基础。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综合考虑经济形势和收支增减因素，本着积极稳妥、民生优

先、统筹兼顾、收支平衡的原则，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001645 万元，增长 4%。其中：税收收入 560510 万元，增长 4%，

非税收入 441135 万元。加上上级返还、各项转移支付补助、上

年结转、债务转贷收入、调入资金等 310768 万元，收入共计

1312413 万元。剔除体制上解、专项上解、债务还本支出 222383

万元，结转下年 5558 万元。2025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

排 1084472 万元，具体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4068 万元；（2）国防支出 162

万元；（3）公共安全支出 30066 万元；（4）教育支出 2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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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5）科学技术支出 7432 万元；（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支出 28493 万元；（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0758 万元；（8）

卫生健康支出 96189 万元；（9）节能环保支出 6357 万元；（10）

城乡社区支出 111822 万元；（11）农林水支出 102643 万元；（12）

交通运输支出 25552 万元；（1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3430

万元；（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381 万元；（15）金融支出 1410

万元；（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302 万元；（17）住房

保障支出 33979万元；（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624 万元；（19）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815 万元；（20）预备费 10000 万元；

（21）债务付息支出 18989 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781362 万元，加上各项税收

返还、转移支付补助、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等 298423 万元，收

入共计 1079785 万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972920 万

元，加上体制上解、专项上解、债务还本支出 106865 万元，支

出共计 1079785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5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236950 万元，加上

上年结转、上级补助、债务转贷收入235857万元，收入共计472807

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467766万元，上解支出 4475

万元，支出共计 472241 万元，结转下年 566 万元。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5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12340 万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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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年结转、上级补助 1832 万元，收入共计 14172 万元。全市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11310 万元，调出资金 2862 万元。

（六）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5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78935万元，支

出安排 163299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15636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36627万元。

四、2025年主要工作措施

2025 年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切实增

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稳定，巩

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确保圆满完成全年财政工作目标。

（一）坚持资源统筹，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围绕兖矿集团、

邹城电厂等大中型企业，深入挖掘税收收入。聚焦邹城新兴产业

发展集群，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形成经济增长、财政

增收的良性循环。有序做好外来施工企业规范管理、加油站行业

“以数控税”专项整治等工作，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深入

挖掘非税收入潜力，突出抓好砂石资源监管、罚没收入追缴和国

有资源有偿使用，确保各项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配合自

然资源局等部门，积极盘活土地资源，扩大收储、出让规模，做

大做实收入总量。持续深化政金企协同联动，围绕小微金融服务、

恢复和扩大消费等领域，持续开展政金企对接活动，缓解企业资

金压力，为财源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二）坚持以人为本，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全力保障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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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础医疗、基本养老、社会救助，织密扎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满足人民

群众在文化、体育、娱乐等方面的“发展型”公共服务需求。加

快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资金精准投向教育、就业、医疗、

社保等重点民生领域，不断补齐短板弱项，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完善民生领域财政保障机制，精准有效落实就业扶持政策，

着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围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发展主线，不断推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全面补齐义务教育发展

短板。深入推进乡村振兴，聚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利用资金撬动作用，支持培育农村优势产

业发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推动乡村振兴稳步向前。

（三）坚持结构优化，统筹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加强预算

源头管控。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全力降低行政成本，2025 年

压减市直部门公用经费原定额标准、公车运行经费和差旅费标准

10%，腾出财力优先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实现经济发展与

民生福祉互促共进。严控部门单位资产配置，年度预算没有列支

的，原则上不新购置，对于急需物资，优先采取部门间调配使用

方式解决。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始终将“三保”摆在财

政工作的最优先位置。牢牢抓住中央增发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

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利好政策窗口期，提前布局、超前谋划，

抢抓申报先机、盯紧项目评审、资金安排重要环节，力争更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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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纳入国家支持盘子，全力推动对上争取实现新突破。

（四）坚持深化改革，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坚持预算和绩效

管理一体化，将绩效目标设定嵌入预算编制环节，并随流程进行

同步提交审核，绩效目标设定不明确的，不得纳入年度预算。完

善评价结果运用，定期开展绩效运行“双监控”与年度财政重点

项目绩效评价，依据评价结果排项目、定资金，切实提升财政资

金使用质效。定期清理盘活部门存量资金，对市本级预算安排当

年未形成支出的财政资金以及上级结转超过一年的资金、结余资

金和政府采购节约资金，按规定收回财政统筹使用。深入实施零

基预算，打破基数+增长和支出固化格局，将实施零基预算工作

作为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重要手段，建立

有保有压、能增能减的预算安排机制，统筹各类资金聚焦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更好

地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五）坚持底线思维，确保财政平稳运行。严格政府债务管

理，完善政府债务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通过预算安

排、再融资债券等方式，按时偿还到期政府债务，力争政府综合

债务率控制在低风险等级。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市属国有企

业转型升级，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助推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按照“整合大产投、组建小产投”工作思路，剥离非主业非优势

业务，加快推进“城投”向“产投”转变，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14－

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强地方金融市场监管，持续打击非法金融活

动，积极督导银行机构强化信贷管理，持续监测关注类和逾期贷

款，力争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0.4%以下，保障地方金融生态环境

安全稳定。

各位代表，任重道远须策马，风正潮平好扬帆。2025 年是

“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我市加快产业转型的关键一年，

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市人大的指导和

监督，虚心听取市政协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

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育财、多方聚财、科学用财，扎实做

好各项财政工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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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名词解释

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以往所指的“地方财政收入”“公

共财政收入”或“一般预算收入”。按照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统一改称“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2. 政府性基金收入：指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各级政府

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征收的政府性基金，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理、具有特定用途

的财政资金。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以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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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收支预算。

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法

律法规建立、反映各项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

5. “三保”支出：指财政支出中，用于保工资发放、保机

构运转和保基本民生的相关支出。

6. 预算绩效管理：是一种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以绩效运行

监控为保障，以绩效评价为手段，以结果运用为关键，以优化资

源配置、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为目的的预算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