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山东省 2022 年决算和 2023 年上半年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3 年 7 月 24 日在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李  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2 年全省决算

和 2023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2年决算情况 

2022 年，在中共山东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

实省十三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要求，锚定“走在前、开新

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办好“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三件大事，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

好、进中提质。在此基础上，各项财政工作取得新进展，全省

决算情况总体良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

重点报告以下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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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省级和各市决算，2022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

入 14179.68 亿元。其中，当年收入 7104.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6%，比上年下降 2.5%，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后同口

径增长 5.3%；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 3849.05 亿元，

新增一般债券收入 198 亿元，政府债务外贷收入 4.31 亿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65.63 亿元，调入资金 1498.07 亿元，

上年结转收入 860.52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13072.15 亿元。其中，当年支出 12128.63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7%，增长 3.5%；上解中央支出 171.71 亿元，安排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等 771.81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1107.53 亿

元。 

2022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5043.23 亿元。其中，

当年收入 232.7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0.6%，比上年同口径下

降 7.4%；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 3529.58 亿元，新增

一般债券收入 130 亿元，政府债务外贷收入 4.31 亿元，上年

结转收入 161.41 亿元，市县上解及调入资金等 985.2 亿元。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4891.49 亿元。其中，当年支出

1190.4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3.5%，下降 5.9%；省对下税收返

还、转移支付及政府债务外贷转贷支出 3418.26 亿元，上解中

央支出 134.96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147.8 亿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151.7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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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 

2022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10754.9 亿元。其中，

当年收入6080.87亿元，完成预算的96.1%，比上年下降23.8%，

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少；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38.57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3469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及

调入资金等 1166.46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9965.94

亿元。其中，当年支出 9077.8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6%，

下降 6.6%，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下降

较多；调出资金及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888.11 亿元。收支相抵，

结转下年 788.96 亿元。 

2022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3100.02 亿元。其中，

当年收入 69.8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降 45%，主

要是到期专项债券还本金额少于上年，相应项目单位上缴的还

款收入下降；中央转移支付及市县上解收入等 40.55 亿元，新

增专项债券收入 2981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8.62 亿元。省级政

府性基金总支出 3087.73 亿元。其中，当年支出 171.84 亿元，

完成预算的 96.1%，增长 99.8%，主要是通过专项债券安排的

省本级项目支出增加；补助市县及调出资金等 80.01 亿元，新

增专项债券转贷市县支出 2835.88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12.29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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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224.23 亿元。其

中，当年收入 183.0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4%，比上年增长

12.1%；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7.75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33.41

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197.51 亿元。其中，当

年支出 81.22 亿元，完成预算的 79.9%，增长 11.9%，支出未

完成预算主要是部分市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历史遗留问题相关

支出低于年初预期；调出资金 116.29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

下年 26.72 亿元。 

2022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51.59 亿元。其

中，当年收入 31.6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3.3%，比上年增长

14.5%；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7.62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12.3 亿

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41.96 亿元。其中，当年支

出 22.53 亿元，完成预算的 78%，主要是根据项目进度，省属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等部分项目支出结转下年执行；当年支出增

长 40.4%，主要是 2021 年支出基数较低；调出资金等 19.43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9.63 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 

2022 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439.05 亿元，完成预

算的 101.8%，比上年下降 3.5%。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6048.1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2%，下降 6.9%。年末滚存结余

5317.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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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771.57 亿元，完成预

算的 105.0%，比上年下降 12.8%。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807.48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7%，下降 15.6%。年末滚存结

余 1418.43 亿元。全省及省级基金收支下降，主要是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统一调整中央调剂金记账核算方

式。 

（五）政府举借债务情况 

经财政部核定，2022 年全省政府债务限额为 24415.6 亿

元。当年共发行政府债券 5224.69 亿元，具体包括：一是新增

债券 3667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98 亿元，专项债券 3469

亿元，支持了交通、水利、市政等 2561 个重点项目建设。二

是再融资债券 1557.69 亿元，全部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当

年增加政府债务外贷 4.31 亿元，主要是用于地下水漏斗区域

治理等项目的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23588.02 亿元，未突破政府债务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

控。 

上述决算数字，与年初向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预

算执行数相比有所变化，主要是因决算期间资金在途变化、上

下级结算补助变动等，部分数字有所增减（详见《山东省 2022

年决算草案和 2023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在报

省委、省政府审批和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之前，已经省审计

 — 5 — 



厅审计。 

各位委员，从决算情况看，去年全省财政运行呈现以下几

个特点： 

一是财政收支总体平稳。全省各级积极克服疫情反复、国

际形势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多措并举强化收

支管理,确保了财政平稳运行。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

增长 5.3%，较好完成了全年收入目标。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21 万亿元，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农林水、教育支出分

别增长 12.9%、11.2%、9.0%、8.9%，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省级下达市县各类转移支付 3307 亿元，比上年增加 777 亿元，

有力支持了基层兜牢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底线。 

二是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功

能，182 项财政政策措施纳入省委、省政府“稳中求进”四批

政策清单，为稳住全省经济基本盘提供了有力保障。全年新增

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 2976 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

1722 亿元。3469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实现早发快用，对扩大有

效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2366 亿元财政直达资金精准到位、

直接惠企利民，支持实施了 3万个项目，超过 5.3 万户企业和

1.2 亿人次受益。 

三是支持发展成效显著。省政府办公厅出台支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38 条财政政策，实现县际流域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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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全覆盖，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深入推进。创新推出“技

改专项贷”奖补政策，出台支持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

发展的 22 条财政政策，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深化。优化省级科

技资金配置结构，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集中支持重大关键

技术攻关、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得

到有力保障。全省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970 亿元，推动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省级安排资金 32 亿元，

落实工业、现代农业等“十强县”财政激励政策，着力激发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 

四是民生保障持续加力。实施民生改善创新行动计划，20

项重点民生实事全面落实，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民生支出 9596

亿元，占比达到 79.1%。省级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创设城乡

公益性岗位 64.31 万个。全省实现教育支出 2626 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连续 11 年保持在 20%以上。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接入全国统筹，出台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办法。连

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建立城乡低保对象等 9类困难群众救助

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救助保障标准连续3年提高10%以上，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五是改革管理不断深化。启动实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三年

行动，制定省级支出标准体系建设等配套办法，预算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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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更加完善。实施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省级财政重点绩

效评价，提前一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

效管理体系。探索开展高校大型仪器设备“以租代购”和“社

会化共享”试点，依托政府公物仓，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跨层级共享共用。认真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优化

重大事项管理，“一企一策”支持省属骨干金融企业深化改革、

做强做优，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明显提升。 

各位委员，从决算和审计检查情况看，去年全省财政运行

也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受经济下行、减税降费

等因素叠加影响，各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支出标准刚性

约束不够强，与成本绩效管理衔接不够到位；有的部门对绩效

管理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责任压得不实、措施不够有力；部

分专项资金项目论证不充分，政策效益未充分发挥；部分单位

预算、财务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单位自有资金统筹力度不够，

等等。对这些问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各级各部门

认真对待，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二、2023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

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呈现加快恢复、回升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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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态势。在此基础上，全省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预算执行

情况良好，各项财政工作扎实推进。 

（一）全省和省级“四本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1—6 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258.58 亿元，完成预算的 57.2%，比上年同期增长 7.8%。其

中，税收收入 2886.07 亿元，增长 17.4%。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6398.35 亿元，完成预算的 50.5%，增长 5.6%。 

1—6月，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3.42 亿元，完成预算

的 46.1%，比上年同期增长 340.5%,主要是去年上半年集中落

实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同期基数较低。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558.57 亿元，完成预算的 48.5%，下降 13.2%，主要是按照

有关要求，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领域部分资金调整列支级次，

由省本级支出转为对市县转移支付，省级支出相应减少。 

2.政府性基金预算。1—6 月，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1637.86 亿元，完成预算的 24.3%，比上年同期下降 30.1%，

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收较多。全省政府性基金支

出 3712.6 亿元，完成预算的 47.8%，下降 27.8%，主要是拆迁

补偿等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减少。 

1—6 月，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6.05 亿元，完成预算的

23.1%，主要是跨省域增减挂钩土地指标调剂工作正在推进，

相关收入暂未实现，比上年同期增长 1.4%。省级政府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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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33.7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9.8%，下降 68.8%，主要是今

年省级专项债券项目集中于下半年施工，上半年列支的专项债

券项目支出与上年同期相比较少。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1—6 月，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123.42亿元，完成预算的80.1%，比上年同期增长291.1%，

收入完成预算比例和增幅较高，主要是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今年向部分省属企业加收了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全省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8.24 亿元，完成预算的 30.6%，下降

6.0%。 

1—6月，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5.95 亿元，完成

预算的 362.7%，比上年同期增长 866.2%，扣除向部分省属企

业加收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后，完成预算的 35.9%，下降 4.5%。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39 亿元，完成预算的 28.5%，

增长 13.5%。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1—6 月，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281.05 亿元，完成预算的 48.7%，比上年同期增长 7.0%；全

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131.73 亿元，完成预算的 47.8%，增长

12.9%。 

1—6 月，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532.34 亿元，完成预

算的 49.9%，比上年同期增长 15.8%；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431.97 亿元，完成预算的 45.6%，增长 12.7%。收支增幅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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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要是从今年起，我省失业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基金

收支均列入省级预算。 

（二）上半年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财政形势，全省各级认真执行省十四

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扎实推

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收支管理，确保财政平稳运行。一方面，建立全

省财政运行定期分析机制，进一步强化税收保障，依法加强税

费征管，财政收入逐步回升向好。1—6 月，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 7.8%，增幅较一季度提升 7.4 个百分点。另一方

面，省政府出台强化预算执行刚性约束、统筹做好重点支出保

障的 12 条措施，要求各级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优化支出结构，

保障重点任务落实。省级坚持财力下沉，1—6 月，下达市县

各类转移支付 2741 亿元，扣除去年中央一次性转移支付因素

后增长 12.1%，有效增强了基层财政保障能力。 

二是注重精准施策，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研究提出 168

项财政政策措施，纳入省委、省政府“稳中向好、进中提质”

三批政策清单，为全省经济运行整体向好提供了有力保障。围

绕激发市场活力，加大“减负纾困”力度。按照“该延续的延

续、该优化的优化”原则，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增强精准性、

针对性，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全省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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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亿元，有力纾解了企业困难。围绕增强发展动力，加大“激

励引导”力度。出台“加力提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奖励政

策，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对综合评价前 100 名的

企业，给予单户最高 200 万元奖励。省级筹集资金 4.46 亿元，

落实促消费“三个十条”政策，推动商贸、文旅等领域消费加

快回暖。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财政补助、投资准入、政

府采购等方面，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围绕汇聚政策合力，加大“财金联动”力度。争

取新增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3330 亿元，上半年发行 2052 亿元，

为 1600 多个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创新开展“财金

协同联动助力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通过省市联动、财金协

同，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全省高质量发展。 

三是加强资源统筹，突出保障重大战略。聚焦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积极推动财政部给予的 16 个方面财税支持政策落

地。加大对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发展支持力度，发挥

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引导作用，带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扩大重点领

域投资。统筹生态环保、交通、水利等专项资金，落实 38 条

财政政策，设立 100 亿元黄河流域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省级安排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

金533亿元，支持乡村振兴提档升级。省级安排科技资金145.2

亿元，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实施。严格执行财政涉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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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绿色门槛”制度，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机制，支持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四是加大投入力度，全力保障改善民生。始终把民生作为

财政保障的优先选项，确保基本民生投入只增不减，1—6 月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民生支出 5024 亿元，占比 78.5%，比上年

同期提高 0.6 个百分点。制定 20 项重点民生实事年度工作方

案，加大督导力度，督促各方面加快实施民生实事。上半年，

各项民生政策得到较好落实，重点民生支出保障有力，城乡社

区、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卫生健康支出分别

增长 17.5%、10.4%、8.3%、8.0%、7.4%，均高于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增幅。 

五是强化改革创新，提升财政治理效能。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研究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省级国有资本

收益水平。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 17 个

县（市、区），青岛港作为离境港实行启运港退税政策自 4 月

１日起正式施行。在全省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行动，进一步加大省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力度。印发全省深化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统筹盘活改革的实施意见，制定省级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配置管理办法，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衔接更加紧

密。组织开展财会监督和预算执行监督专项行动，扎实做好审

计问题整改，提升财政工作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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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步财政工作重点和措施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严格执行省人大批准的预算，

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拿出更多务实有效的举措，扎

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 

一是更大力度抓好增收节支。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及

时分析研判、有效应对，依法依规加强税费征管，巩固财政收

入持续向好态势。完善财源建设推进机制，引导各级巩固基础

税源，培植新兴税源，促进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强化

预算刚性约束，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加大存量资金清理盘活力度，集中资金保障重点支出。持续加

大民生投入，确保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 80%左右，抓好民生政

策落实，推动 20 项重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二是更强担当支持高质量发展。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建设为总抓手，进一步整合资金、集聚资源、集成政策，

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科技创

新、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实施。全面落实“稳中向好、进中提

质”政策清单中的财政政策，用足用好专项债券，着力扩投资、

稳需求，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好。扎实开展“财金联动助力高

质量发展”系列活动，突出抓好财政金融政策联动、金融机构

协同联动和省市县三级联动，集聚各方优势资源，共同推动全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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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更快步伐推进财税改革。进一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

和省财政直管县改革。完善省级预算管理，加快预算支出标准

体系建设。在省市县三级全面推开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完善事

前绩效评估、预算评审机制，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出台我

省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加大财会监督力度，

扎实开展专项行动，切实规范财经秩序。加快推进数字财政建

设，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科学化、现代化水平。 

四是更实举措防范化解风险。坚持“三保”支出的优先顺

序，强化县级“三保”运行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确保

基层“三保”不出问题。加强政府债务风险管控，统筹各类资

金资产资源，稳妥化解存量债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底线。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本次会议决

议，锚定“走在前、开新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真抓

实干，攻坚克难，为全面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

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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