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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市 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 2024 年 1 月 16 日在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刘小玫 

 

第一部分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56.81 亿元，增长 5.5%，税比

8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21.28 亿元（含上年结转、上级补助等，

下同），增长 1.3%，其中用于民生改善的城乡公共服务支出 2124.95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1.1%，比去年提升 0.1 个百分点。 

（一）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14 亿元，完成预算的

93.1%。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23 年市级财政可用财力 417 亿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14 亿元，下级净上解 262.2 亿元，一

般债券转贷净收入 19.35 亿元，上年结转 19.27 亿元，政府性基金

调入 42.04 亿元，其他调入 9 亿元。 

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412 亿元，其中：市级一般公共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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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出 334.65 亿元，完成预算的 96.6%，对下净补助 58 亿元，一

般债务还本支出 19.35 亿元。 

收支相抵，结余 5 亿元，拟结转下年使用。 

（二）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1.1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5%。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23 年园区财政可用财力 328.16 亿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1.11 亿元，扣除上解上级净支出

155.68 亿元，加上一般债券转贷净收入 9.72 亿元，上年结转 8.24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调入资金 54.77 亿元。 

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315.42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93.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8%，一般债务还本支出等 21.72 亿元。 

收支相抵，结余 12.74 亿元，拟结转下年使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1401.17 亿元，下降 19.3%。政

府性基金支出 1622.33 亿元，下降 11%。 

（一）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45.3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33.5%，加上专项债券转贷净收入 56.24 亿元，上年结转 67.82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0.82 亿元，合计 370.24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181.16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4%，加上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0.52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2.7 亿元，补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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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支出 60.7 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2.04 亿元，合计 307.13

亿元。 

收支相抵，结余 63.11 亿元，拟结转下年使用。 

（二）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199.64 亿元，完成预算的 94.3%，

加上专项债券转贷净收入 16.37 亿元，上年结转 77.26 亿元，上级

补助收入 1.63 亿元，合计 294.9 亿元。 

园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215.06 亿元，完成预算的 79.2%，加上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4.87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2.26 亿元，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 34.78 亿元，合计 256.97 亿元。 

收支相抵，结余 37.93 亿元，拟结转下年使用。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9.23 亿元，下降 42.3%。国

有资本经营支出 23.06 亿元，下降 14.1%。 

（一）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8.3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

加上上年结转 1.72 亿元，合计 10.11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

出 10.11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9%。 

收支相抵，保持平衡。 

（二）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园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0.31亿元，完成预算的100%。

园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6.88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加上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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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3.43 亿元，合计 10.31 亿元。 

收支相抵，保持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52.77 亿元，增长 8.6%。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 705.05 亿元，增长 36.6%。 

（一）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513.7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7%。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59.0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9%。 

收支相抵，当期缺口 45.33 亿元，拟动用历年结余弥补。 

（二）园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园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8.3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33.6%。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9.15 亿元。 

收支相抵，当期缺口 0.78 亿元，拟动用历年结余弥补。 

注：上述“四本预算”的收支为快报数，财政决算将向市人

大常委会报告，并按规定公开。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3 年新增债券 300.62 亿元，再融资债券 180.94 亿元。截

至2023年末，政府债务余额2046.12亿元，控制在债务限额2202.04

亿元以内。 

（一）市级政府债务情况 

2023 年新增债券 41.23 亿元，再融资债券 34.36 亿元，债务

还本支出 39.87 亿元。截至 2023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255.6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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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债务限额 273.53 亿元以内。 

（二）园区政府债务情况 

2023 年新增债券 12.87 亿元，再融资债券 13.22 亿元，债务

还本支出 13.23 亿元。截至 2023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180.31 亿元，

控制在债务限额 192.42 亿元以内。 

六、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市级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3 年市级预算单位对 131 个新增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对 5069 个项目和 368 个部门整体支出编制绩效目标，涉及预算资

金 533.24 亿元；对所有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资金开展绩效运行监

控；对上一年度 5536 个项目和 367 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

价，财政部门对其中 282 个项目组织开展再评价和重点评价，评

价结果为“优秀”的占 43.3%，“良好”的占 54.6%，“一般”

的占 1.4%，“差”的占 0.7%。 

（二）园区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3 年园区本级预算单位对 4 个到期的专项资金开展事前绩

效评估；对 1745 个项目和 179 个部门整体支出编制绩效目标，涉

及预算资金 498.1 亿元；对所有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资金开展绩

效运行监控；对上一年度 1810 个项目和 188 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

绩效自评价，财政部门对其中 104 个项目组织开展再评价和重点

评价，评价结果为“优秀”的占 38.5%，“良好”的占 50%，“一

般”的占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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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3 年财政预算主要工作 

2023 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牢牢把握“走在前、做示范”重大要求，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优化支出结构，切实兜牢兜实基

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力促进经济总

体回升向好。 

（一）优化财政收支管理，增强民生保障能力 

坚持做实做细收入组织工作，全年财政收入量质齐升。严格

压减一般性支出，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持

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适时提高社会救助和困境儿童保障标准，

强化一老一小关爱保护。完善“三保”执行动态监控和风险预警

机制，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确保财政可

持续运行。 

（二）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提升政策资金效能 

深入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扎实推进省市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和接续措施落地见效，不折不扣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有效

发挥财政服务保障职能，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应。聚焦科技创新

和产业升级，加大资金投入，重点支持苏州实验室、创新型企业

建设。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先进材料等领域，

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聚焦扩大内需和稳定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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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财政支持政策和投资项目资金安排。 

（三）财政金融协同联动，引领资本高效赋能 

进一步完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提

质增效，“小微贷”“信保贷”全年累计支持企业融资超 650 亿

元，苏州成功入选 2023 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重

点围绕产业升级，加大国有投资平台投资力度，苏创投合作设立

国家级基金规模超 200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在苏投资超 220 亿元。 

（四）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激发财政内生动力 

在医疗、教育和通用办公领域逐步开展政府集中采购，发挥

规模效应、降低采购成本。对政府购买公交服务、轨交 3 号线和

苏州博物馆三个项目开展成本绩效管理，优化财政资金配置。加

快“数字财政”建设，以数字化管理的理念，加强财政、政务和

企业数据集聚共享，用数据构建“资金、资产、资本、资源”的

“四资”管理评价体系，提高财政数字化管理能力。 

2023年财政预算工作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但也要看到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

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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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4 年预算草案 

一、2024 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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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重大决

策部署。坚持厉行节约和零基预算的原则，增强重大战略任务的

财力保障，将有限的资金用于重点项目和民生领域。一是加强资

源统筹，确保收支平衡。加大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争取力度，建设

类项目按照“应债必债”的原则筹集资金。二是严格保障次序，

优化支出结构。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在建工程、城市维护和

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需求。三是坚持厉行节约，控制支出规模。

公用经费、运转类和部门事业发展类项目除刚性支出外压减 10%；

节庆、展会活动费压减 50%。四是梳理专项资金，聚焦扶持重点。

全面梳理专项资金明细，对各类补贴逐项细化政策条件和补贴标

准，取消一些小而散的补贴，集中财力办大事。 

二、2024 年预算草案编制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2024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同口径增长 4%左右；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2483.18 亿元（不含上年结转和上级补助等，

下同），增长 2.4%。 

1．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2024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65 亿元，与上年实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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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持平。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24 年市级财政可用财力 409.6 亿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 亿元，下级净上解 252.39 亿元，

一般债务转贷净收入 1.24 亿元，上年结转 5 亿元，政府性基金调

入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5.97 亿元。 

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409.6 亿元，其中：市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375.13 亿元（含市对区县专项转移支付），对下净补助

33.22 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25 亿元。收支相抵，保持平衡。 

2．园区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2024 年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415 亿元，较上年实绩同

口径增长 4%以上。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24 年园区财政可用财力 292.01 亿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5亿元，扣除上解上级净支出202.58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调入资金 79.59 亿元。 

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292.01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89.21 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8 亿元。收支相抵，保持

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24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1351.33 亿元，下降 3.6%；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1345.76 亿元，下降 16%。 

1．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24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128.11 亿元，动用上年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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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亿元，合计 191.22 亿元。 

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137.46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1.38 亿

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52.38 亿元，合计 191.22 亿元。 

收支相抵，保持平衡。 

2．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24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269.05 亿元，动用上年结余

及调入资金 37.56 亿元，合计 306.61 亿元。 

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242.21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3.2 亿

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61.2 亿元，合计 306.61 亿元。 

收支相抵，保持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24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38.05 亿元，下降 22.7%；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 17.5 亿元，下降 18.2%。 

1．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24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7.75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预算 7.05 亿元。 

收支相抵，当期结余 0.7 亿元，拟结转下年使用。 

2．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24 年园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6.89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预算 6.89 亿元。 

收支相抵，保持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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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657.62 亿元，同口径增长

12.2%；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660.4 亿元，同口径增长 12.2%。

收支相抵，当期缺口 2.78 亿元，拟动用历年结余弥补。 

1．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24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552.33 亿元；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预算 551.23 亿元。 

收支相抵，当期结余 1.1 亿元，拟结转下年使用。 

2．园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24 年园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2.68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

支出预算 2.82 亿元。 

收支相抵，当期缺口 0.14 亿元，拟动用历年结余弥补。 

（五）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安排说明 

2024 年全市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46.86 亿元，利息支出 24.25

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50.63 亿元，利息支出 48.47 亿元。 

1．市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安排说明 

2024 年市级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25 亿元，利息支出 3.3 亿元；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6.16 亿元，利息支出 5.55 亿元。 

2．园区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安排说明 

2024 年园区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8 亿元，利息支出 2.5 亿元；

专项债务利息支出 3.72 亿元，无需偿还本金。 

第三部分  2024 年财政重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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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市财政工作将严格按照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暨经

济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紧紧围绕“四个走在前”“四个新”重

大任务，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要统筹财政资源，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

协调配合，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要继续坚持过紧日子、优

化支出结构、强化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围绕苏州智造，支持做优做强实体经济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全方位支持推进

新型工业化。落实好先进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

统筹运用专项资金、政府采购、首台（套）重大装备认定奖励等

政策，加大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围绕“1030”产

业体系建设，加强财政与金融、人才、产业、科技、环保等政策

协同发力，加快推动苏州制造向创新、智能、绿色、安全的方向

迈进。 

二、聚焦民生保障，全面改善公共服务质量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可及性均衡性。

优化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政策，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

给，打造全龄友好型城市。完善养老、育幼等举措，高质量实施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强化低收入人群托底保障水平，更大力度促进富民增收，扎

实推进高水平共同富裕。 

三、强化全市统筹，服务城市功能提档升级 



 

— 13 — 

积极落实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推进苏州

北站枢纽建设，强化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与周边城市和区域

间互联互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强老城与新城联动，加快推

动新城提档升级，老城有机更新，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

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改善居

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 

四、优化体制机制，稳步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聚焦税收经济分析、培育优质税源、服务企业发展，健全财

政收入稳定增长的保障机制，构建财政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关系。

推进零基预算改革，优化各类财政支出标准，梳理整合专项资金

政策，开展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加强数字财政建设，推进财政

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推进集中采购提点

扩面，实施政府性投资基金绩效管理，建立新型投融资机制等各

项改革创新，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五、坚守底线思维，保持财政持续平稳运行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扎实抓好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持

续压降融资成本，将政府性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区间。加强基层

财政运行情况监测，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积极防范基层

财政运行风险，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