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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文件之三 

 

关于西城区 2023年决算草案的报告 

西城区财政局局长 吕青波 

（2024 年 7 月 25 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西城区人民政府委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北京市西城区预算审查监督办法》的有关要求，向区人大常

委会报告 2023 年决算草案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3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526786 万元，同比增长 8.83%。

加上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871351 万元，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560604 万元，新增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33000 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调入

资金 6202 万元，以前年度区级结余资金 174508 万元，专项转

移支付结余资金 107727 万元，当年收入合计 6280178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203703 万元，同比下降 3.36%，

其中：区级支出完成 3861603 万元，完成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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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7385 万元的 100.11%。加上解支出 1769715 万元、安排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196391 万元，年终结余 110369 万元，其中：

区级结余 20456 万元，支出合计 6280178 万元。 

2023 年，西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与向区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主

要是支出结构发生变化，包括上解支出减少 37285 万元、安排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 46391万元、年终结余减少8085万元。

决算数与预计执行数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执行数编制时间

早于年终结账时间，实际结算存在一定差异。 

（二）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7831 万元，同比增加 11894

万元、增长 200.34%。其中：土地出让价款收入 16155 万元；

补缴的土地价款收入 1676 万元。加上市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2326 万元以及上年结余收入 8697 万元，收入合计 48854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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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45326 万元，其中区级支出

17799 万元，完成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任务 17831 万元的 99.82%，主要是将

市级返还的土地收益用于土地开发入库项目；市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支出 27527 万元，主要用于城市建设支出、福利彩票公益

金支持的老年福利项目和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冰雪体育项

目。加年终结余 3496 万元，专项上解 32 万元，支出合计 48854

万元。 

2023 年，西城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与向区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均无变化。 

（三）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4414万元，同比下降 48.50%。

加上上年结余资金 14041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648 万元，

收入合计 291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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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9928 万元，其中区级支出

9602 万元，完成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调整任务 9602 万元的 100%。加上向一

般公共预算调出资金 5182 万元、结转下年 13993 万元，支出

合计 29103 万元。 

2023 年，西城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与向区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均无变化。 

（四）2023 年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情况 

为落实财政部和市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创新财政资金分配

方式，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放大作用，我区设立西城区

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总规模 200 亿元，并根据区级财力情况逐

年投入到位，目前已到位 116.63 亿元。 

截至 2023 年底，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在投项目 18 个（15

个直投项目，3 支子基金项目），主要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涵养“高精尖”业态，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优质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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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健康发展，参与产业扶贫攻坚战，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在投项目认缴出资金额 137.22 亿元，实缴出资金额 111.66 亿

元，撬动资本总额 1810.79 亿元，财政放大倍数 14.20 倍。 

（五）“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经汇总，2023年西城区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三

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3661 万元，同比减少 193 万元、下

降 5.01%。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15 万元，同比净增；2023

年我区因公出国（境）团组 8 个，累计人次 20 人。公务接待

费 2 万元，与同期持平；2023 年我区公务接待共 12 批次、213

人次。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3544 万元，同比减少 308

万元、下降 8%。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1115 万元，同比减少

75 万元、下降 6.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429 万元，同比

减少 233 万元、下降 8.75%。截至 2023 年末，全区公务用车

保有量 1428 辆。 

二、2023 年预算执行效果及落实区人大决议情况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

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我区全面贯

彻《预算法》《北京市西城区预算审查监督办法》，认真落实区

十七届人大有关决议以及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主动接受区人大代表监督指导，积极听取审计部门意见建议，

立足财政职能，全面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管理使用效

益，强化财政监督，深化财政改革，全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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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综合施策稳经济，财政收入稳中向好 

靶向发力，财政收入创新高。紧紧抓住经济恢复性增长的

有利契机，锚定经济发展目标，加强财税形势分析研判和动态

监测，深入挖掘税收增长潜力，做大做实收入盘子。2023 年，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52.7 亿元，地方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1012.9 亿元，两级财政收入双双创新高，为财政高

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协同，精准服务提效能。将深入开展大走访大调研作

为推动区域经济稳中提质的重要载体，不断增强发展信心，凝

聚发展合力，激发发展动能。全年走访地方级税收 20 万元以

上企业 6924 户，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全年兑现产业政策资金

150234 万元，让惠企政策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稳存拓新，厚植财源促发展。制定财源发展长期规划，明

确财源建设工作的整体发展方向。通过扩大内需，促进区域内

循环，实现稳存量、固本培基；重点关注、持续跟踪近三年新

设企业落地后经营发展情况，与“服务包”工作精准结合，挖掘

新设企业增收动能；锚定科技创新，加强资源融通，培育新兴

增长极，成功推动多家重点机构新设落地。 

（二）统筹谋划强保障，财政支出均衡有力 

多措并举，财政支出平稳有序。深入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

力提效的要求，强化过紧日子思想，坚持有保有压，统筹做好



7 

 

全区重点领域资金保障工作。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20.37 亿元，保持适当的支出强度，圆满完成全年四个重要时

点支出进度考核任务。加大财政资金资源优化盘活调整力度，

累计盘活以前年度结余资金 42 亿元，用于支持申请式退租、

中轴线申遗等新增重点项目。 

站稳人民立场，兜牢兜实民生底线。一是投入 840789 万

元，稳步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多渠道扩增优质学位，普惠型幼儿园覆盖率达 89%；

巩固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成果，提供多元化课后服务课程“菜

单”；推动 19 所“小而精”“小而美”特色校建设，学校办学

品质显著提升，教育更加优质均衡。二是投入 446685 万元，

持续优化健康服务供给。保障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集中清算疫

情防控相关项目资金；不断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区域医联体实

现全覆盖；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回民医院、复兴医院改造

提升工程，完成 3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装修改造。加大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供给，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三是投

入 798346 万元，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不折不扣落实社会救

助、残疾人、退役安置等政策；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深入

推进养老服务“十件事”；加强就业促进工作，以“父母心”

稳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四是投入 149016 万元，促进文化体育

服务提档升级。全力支持中轴线申遗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任务，

有序实施文物建筑保护修缮；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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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活动 7000 余场次；首批 44 家“悦读湾”实现挂牌；

大力倡导全民健身，举办“一节两品”等群众体育活动 400

余场，新增群众身边健身场地 40 个。 

关注发展安全，强化韧性城市建设。投入 1035319 万元，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推动城市减量提质，拆除违法

建设 10 万余平米，有序开展平房院落保护更新，推动 5 个片

区开展申请式退租。扎实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完成 10 栋

简易楼解危腾空，切实落实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政策，持续改

善居民居住条件。正阳门箭楼南望景观视廊、天桥百货商场环

境整治等顺利完工，灵境胡同-西四路口示范段精彩亮相。以

“绣花功夫”做实背街小巷精细化治理，400 余条街巷焕然一

新，60 个“最美院落”精彩亮相。持续推进“花园城市”试

点建设，新建 10 处城市绿地，改造 3 个全龄友好公园和 11

处城市绿地，在全市率先实现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100%。投入 361464 万元，优化服务保障首都功能。完善重大

活动服务保障常态化工作机制，圆满完成各类重大活动保障任

务。着力优化中央政务环境，深入推进中南海周边地区综合整

治和长安街沿线及纵深品质提升。强化政治中心区一体化及社

会面巡控安全保障工作，持续推进安全治理智能化，维护区域

社会稳定。深化落实区域协同发展，落实与门头沟区结对协作

新一轮框架协议，助力对口帮扶地区乡村振兴，全力支援门头

沟、房山灾后重建。增强城市韧性，新建应急避难场所 6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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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建设，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三）提质增效抓改革，财政效能稳步提升 

扎实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夯实预

算编制基础。修订印发《西城区区级部门预算编制管理办法》，

完善教委保洁、街道绿化等定额标准，整合优化同类项目，梳

理形成“共性项目”清单，建立更科学高效的支出保障体系，提

升预算管理精细化、标准化水平。二是优化数据衔接，提升预

算管理效率。基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完善项目管理、指标

管理、预算管理衔接机制，通过信息化手段，规范存量资金和

三保支出项目管理，强化支出运行监测，实现中央和地方财政

系统信息的融合贯通。三是深化街道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印发

《关于优化街道财政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建立更加精细化、

规范化的街道财政保障机制，助力街道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一是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修订

印发《西城区区级财政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建立健

全共性绩效指标框架和分行业领域绩效指标体系，推动预算绩

效管理标准科学、程序规范、方法合理、结果可信。二是在源

头治理上下功夫。通过理顺事前绩效评估工作流程，加大事前

绩效评估力度，助力提升财政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

2023 年开展事前绩效评估项目共 216 个，合计评估金额 10.54

亿元，不支持金额 2.33 亿元，评估核减率 22.11%。三是在成

本控制上下功夫。从“促管理”角度出发，创新选取跨部门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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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实现源头减量降低成本、工作流

程优化和重塑。对子项目繁杂、预算标准不易统一的项目开展

成本构成的定量分析，厘清成本边界，归纳子项目成本，有效

节约项目成本投入。四是在结果应用上下功夫。将绩效评价结

果作为预算安排、政策完善和加强管理的重要依据，完善财政

资金从预算安排到使用末端的全过程动态约束机制。2023 年

开展事后绩效评价项目共 89 个，合计评价金额 19.11 亿元。 

积极推动财政管理改革。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机

制，修订印发《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在 2024

年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落实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管

理理念，强化资产有效利用。推动公物仓制度落地落实，2023

年入仓资产价值达到 4064 万元，数量达到 2410 件，较同期增

长 16 倍。鼓励多部门试点推广建立公物仓分仓，促进节约型

机关建设，切实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加强投资评审管理，修订

《西城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规范财政投资评审行为，

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2023 年共完成投资评审项目 749 个，

累计送审金额 72.7 亿元，审减金额 4.19 亿元，审减率 5.77%。

推广扩大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范围，确保西城区 11 家区属医院

和 1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上线使用财政医疗电子票据，

进度在全市领先。推进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改革，促进非

税收入收缴流程规范化合理化。 

切实做好财政运行风险防控。一是聚焦重点领域监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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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监督专项行动为抓手，重点开展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

治、重点民生资金专项整治等，围绕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基层

“三保”、义务教育等多个领域开展专项自查，持续强化财经纪

律刚性约束，夯实财会监督压舱石。二是聚焦金融风险防范，

有效发挥政府债务的积极作用，2023 年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

金 3.3 亿元，主要用于支持教育、医疗、道路工程等重点民生

领域。强化债券资金穿透式监测管理，实现对债券项目全周期

常态化风险监控。2023 年底，我区政府债务限额 80.141 亿元，

政府债务余额 80.141 亿元，债务风险处于绿色区域的安全可

控范围。三是聚焦廉政风险漏洞，全面加强政府采购管理，研

究制定负面清单和采购人主体责任指导意见，建立长期承接同

一单位大额政府采购项目备案机制并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强化

预算单位廉政风险防范意识。开展政府购买服务专项整治工作，

抓好问题整改，推进负面事项管理，规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事

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管理。 

三、财政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2023 年，全区各部门全力以赴、攻坚克难，确保财政收

支平稳运行，各项财政管理改革任务圆满完成，取得积极成效，

但仍面临一些需要关注的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入可持续增

长面临较大压力。2023 年我区财政收入创历史新高，形成较

高收入基数，但支撑行业金融业受资本市场震荡及银行业利润

下降影响，行业财政收入持续呈下行趋势。新增财源培育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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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以上税收，财政收入增长面临较大

不确定性。二是财政收支紧平衡矛盾更加凸显。一方面财政收

入增速放缓、财政收入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从近年上

级对我区下达的转移支付情况来看，转移支付规模逐年递减，

未来我区可用财力规模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同时，目前各

项事业处于改革突破的关键期，各领域对财政资金的需求大幅

增加，特别是民生事业、城市更新、基层精细化治理等重点领

域资金保障需求很大；加之我区将进入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

可统筹用于发展的财力会进一步减少。三是财政管理水平还有

待提高。通过人大、审计、巡视、监督检查中发现我区在财政

财务管理上依然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主要表现为：过紧日子

的思想还不够深化，强化成本控制和支出政策绩效管理的意识

还不够强；预算刚性约束不强，预算调整追加过多；单位内控

制度不够完善，财务、资产等基础管理仍存在薄弱环节。 

针对这些困难和问题，区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各部门以问

题为导向，深入分析原因，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升财政

管理工作。一是强化收入征管，加大财源培育，落实精准服务，

提升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的财源转化效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支撑。二是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在全区范围贯彻落实

政府过紧日子，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合理统筹各类资金资产，

在保障全区各项重点事业发展的基础上确保财政收支平衡。三

是加强年度预算的审核把关，综合运用事前绩效评估、投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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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等财政管理手段，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四是加

强预算执行监督管理。一方面，通过政府预算绩效考核将预算

编制、预算执行中的管理要求制度化，明确各项管理要求，形

成常态化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各部门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

通过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审计检查等检查评价手段进一步强

化资金监管，全面监督、考核各部门项目决策、资金管理等情

况，及时发现管理漏洞，查漏补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

环境，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

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查意见，奋发有为，开拓进取，深入推进

财政管理改革各项工作，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不断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行稳致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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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预算：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

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

性财政收支计划。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地

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具体编制本级预算草案，各部门编制本部

门预算草案。 

2.调整预算：根据《预算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

准预算后，在执行中因形势发生变化需要增加或者减少支出等

情况的，由各级政府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对原定预

算收支进行调整，形成调整预算数。 

3.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

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4.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

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安排的收支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

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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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增值税分享比例

调整后，为保障各地区财力不受较大影响，根据国务院《关于

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

过渡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6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北京市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市与区增值税收入

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京政发〔2016〕19 号），以 2014 年财

力为基数，对因收入比例调整造成的减收给予财力补助。 

7.专项转移支付：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

下级政府，给予的用于办理特定事项的转移支付。 

8.调入资金、调出资金：是反映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调入

收入与调出支出。按照新预算法第十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的要求。为促进全民享受国有企业发展红利，增

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我区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及

结余按照 30%比例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9.上解支出：下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财政体制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和计算方法测算，上交上级政府，并由上级政府

统筹安排的资金。 

10.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是指下级政府收到的上

级政府转贷的一般债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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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为财政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

预算结余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

排下年度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

行的收支缺口。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本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监督。 

12.预算绩效管理：指在预算管理中融入绩效理念，将绩

效目标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

执行、监督全过程，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管

理活动。预算绩效管理是一种以资金使用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管

理模式，要求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有效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并成为实施行政问责制和加强政府效能建设

的重要抓手，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13.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

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

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

质量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14.财政投资评审：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等，通

过运用专业技术手段和预、决算审核方法，对财政支出项目进

行专业技术性的审核与评价，对财政投资效果和财政配置质量

的审核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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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政府采购：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

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

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16.政府投资（引导） 基金：是指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

排，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

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的资金。 

17.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以统一预算管理规则为核心，

将统一的管理规则嵌入信息系统，提高项目储备、预算编审、

预算调整和调剂、资金支付、会计核算、决算和报告等工作的

标准化、自动化水平，实现对预算管理全流程的动态反映和有

效控制，保证各级预算管理规范高效。 

18.养老服务“十件事”：西城区为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能力

确定的三大方面十项工作，简称养老服务“十件事”，包括 10

分钟养老服务圈、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服务功能提升、区级智慧

养老大数据平台、居家适老化改造、老年餐饮供应体系、“一

键呼”居家安全响应机制及服务体系、“云诊疗”智慧医养服

务体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