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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深圳市罗湖区 2022 年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3 年 11 月 16 日在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会议上

罗湖区财政局局长 张忠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作关于深圳市罗湖区2022

年决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一年。我们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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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双区”驱动、“双区”

叠加、“双改”示范等重大战略机遇，围绕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

部署，全面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持续改善民生，不断增强对重大战略任务的保

障能力，较好地完成区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财政工作任务，

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先锋城区提供坚实的财力保

障。现报告如下：

一、2022 年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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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预算平衡情况

2022 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93,960 万元,自然口

径比上年（下同）下降 16.7%，按照新体制税收分成比例 43.3%

测算，并剔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后，实际完成 1,124,896 万元

1
，增长 4.9%；加上各项转移性收入 1,331,362 万元，收入总量

为 2,225,32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051,693 万元，增

长 12%，加上上解支出 135,251 万元，支出总量为 2,186,944 万

元。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 38,378 万元。

2.收入决算情况

2022 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为 2,225,322 万元，

包括：

（1）税收收入。区级税收收入完成 743,992 万元，自然口

径下降 27.2%，剔除增值税留抵退税不可比因素后，同口径下降

23%，减收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以及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因素

影响。其中，增值税 238,935 万元，下降 24.8%，主要是受制造

业中小微企业缓税以及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税收减免政

策影响；企业所得税 120,836 万元，下降 36.2%,主要是受房地

产企业所得税减收以及缓税等政策影响；个人所得税 96,812 万

元，增长 3.3%；城市维护建设税 144,081 万元，下降 10.2%；房

产税 22,091 万元，下降 3.8%；印花税 36,534 万元，下降 7.1%；

1 一是根据第六轮体制 43.3%的分成比例测算，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完成 1068690 万元，其中 174707万元

市财政将通过市区体制结算转移支付我区。二是由于增值税留抵退税带来的政策性减收 562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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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土地使用税 3,586 万元，下降 15.8%；土地增值税 65,972

万元，下降 57.5%，主要是可清算土地增值税资源减少；契税

15,094 万元，下降 60.7%；其他税收 51 万元。

（2）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完成 149,968 万元，增长 195.2%，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2022年增加政府物业出让收入100,808万元。

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894 万元，增长 96.7%，主要是城

镇垃圾处理费收入增加，城镇垃圾处理费原由市级专享，从 2022

年改为市区共享；罚没收入 2,100 万元，下降 50.4%；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12,135 万元，增长 362.3%，增长的原因

主要是政府物业出让收入增加；政府住房基金收入-257 万元，

主要是根据企业人才住房售改租相关政策精神，退回企业购房

款；其他收入 31,096 万元，增长 64.8%，主要是二类疫苗款收

入增加。

（3）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1,331,362 万元，其中，上

级补助收入 1,138,126 万元，主要包括 2021 年第六轮市区财政

体制清算收入 255,247 万元、“二线插花地”棚改项目资金

200,000 万元、基础教育学位建设奖补资金 74,325 万元、教育

费附加收入 70,901 万元、土地出让收益计提教育资金 51,234 万

元、第六轮体制结算定额补助 41,980 万元、退税减税降费转移

支付 36,219 万元、市人民医院周边片区改造项目补助资金

30,000 万元、税收返还补助 28,005 万元、其他上级补助收入

350,215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0,000 万元；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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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246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9,961 万元；上年结

转结余收入 13,029 万元。

3.支出决算情况

2022 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为 2,186,944 万元，

按照财政部统一规定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各项支出具体情况如

下（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22,525 万元，下降 13.4%。该科

目主要反映用于保障人大、政协、有关政府部门等行政事业单位

运转及履职经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的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经费，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改善民生和支

持市场主体发展。主要项目包括：产业专项资金 55,019 万元、

菁英人才补贴相关经费 11,469 万元、区属物业租赁及相关费用

5,297 万元等。

（2）国防支出 1,458 万元，增长 8.8%。该科目主要反映现

役部队建设管理、国防动员等方面的支出。主要是民兵事业费、

义务兵补助金和兵员征集经费等。

（3）公共安全支出 139,192 万元，下降 21.3%。该科目主要

反映公检法等单位履职支出，以及用于公共安全领域的相关支

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侦查办案经费等经费减少。主要项目包括：

辅警保障经费 10,504 万元、信息化建设租赁及服务费 6,566 万

元、执法办案业务费 1,642 万元、科技信息化建设及运维经费

2,013 万元、东晓派出所原址拆除重建工程 1,023 万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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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支出 552,804 万元，增长 9.6%。该科目主要反映

教育行政机关、区属中小学等教育部门的经费支出，以及用于教

育领域的相关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持续加大对学校新改扩建

的投入力度，推进辖区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主要项目包括：

笋岗冷库城市更新单元 07-03 地块新建小学项目回购资金

25,581 万元、民办中小学学生补贴 14,502 万元、莲塘地区 03-14

地块小学新建工程 9,999 万元、布心片区 05-07 地块高中新建工

程 8,743 万元、罗湖区星园学校新建工程 8,000 万元、桂园中学

改扩建工程 7,011 万元等。

（5）科学技术支出 31,126 万元，增长 27.1%。该科目主要

反映用于科学技术、技术研发、科学普及等领域及行业主管部门

的经费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深入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科技口产业专项资金增加。主要项目包括：科技口产业转型

升级资金 16,142 万元、互联网出口带宽及统一短信平台经费

2,880 万元、区专项工作适配改造项目 2,331 万元、区会议中心

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1,847 万元、电子防控视频监控运维保障经费

1,022 万元等。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5,629 万元，下降 30.1%。

该科目主要反映用于文化、文物、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领

域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经费支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罗湖区融媒体

中心经费调整至其他科目支出。主要项目包括：文体口产业专项

资金 1,293 万元、罗湖美术馆（罗湖创意文化广场）运营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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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万元、全民健身工作经费 491 万元、健身器材采购及维保经

费 478 万元、文化活动经费 455 万元、大型体育运动会经费 401

万元等。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5,003 万元，下降 8.5%。该科

目主要反映用于民政、就业、残疾人补助、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人员经费等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主要项目包括：民生微

实事项目 15,527 万元经费、高龄老人津贴 8,544 万元、就业补

助资金 4,542 万元、境外人才个税补贴 4,231 万元、残疾儿童康

复训练经费 2,599 万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运营经费 1,623 万元

等。

（8）卫生健康支出 305,323 万元，增长 25.2%。该科目主要

反映用于公立医院、公共卫生、医疗保障和计划生育等领域及行

业主管部门的经费支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加大对

卫生健康领域投入力度。主要项目包括：基本医疗服务补助经费

66,213 万元、疫苗购置经费 20,000 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18,001 万元、独生子女父母计生奖励金 7,950 万元、罗湖医

院集团智丰大厦（生殖医学中心和医学检验实验室等）建设项目

6,120 万元、公办社康房屋租赁费 2,800 万元、实施优生健康惠

民工程 2,515 万元、预防性体检服务项目补助 1,980 万元等。

（9）节能环保支出 6,197 万元，下降 7.7%。该科目主要反

映用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节能减排等领域及行业主管部门的

经费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减少第三批中央财政工业企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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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主要项目包括：2016-2018 年度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地方财政补助清算资金 2,901 万元、区重点片区（大望

梧桐山、清水河片区）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服务项目 475 万元、

2022 年度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资金 450 万元等。

（10）城乡社区支出 427,368 万元，增长 124.4%。该科目主

要反映用于城乡社区管理、公共设施、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等领

域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经费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存在

市下达“二线插花地”棚改项目经费 200,000 万元一次性因素。

主要项目包括：“二线插花地”棚改项目经费 200,000 万元，注

资罗湖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36,000 万元，环卫作业外包服务经费

33,757 万元，市人民医院周边片区拆迁安置工程 17,382 万元，

垃圾减量相关工作经费8,593万元，环卫管理经费7,233万元等。

（11）农林水支出 11,019 万元，下降 72.6%。该科目主要反

映用于农业、林业、水利等领域及主管部门的经费支出。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市下达优质饮用水及二次供水补助资金减少。主要项

目包括：排水管理进小区工作经费及运营补贴 3,535 万元，大望

片区污水临时处理服务项目 1,200 万元，笔架山河等暗渠暗涵隐

患整治工程 795 万元，河道、水库及沟渠管养服务项目 682 万元

等。

（12）交通运输支出 21,423 万元，增长 91.5%。该科目反映

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方面的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加强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我区交通状况。主要项目包括：深南东路东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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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支出 7,910 万元、布吉南环路（西环路至禾坑路段）建设工程

一期工程 4,139 万元、清水河一路工程支出 1,500 万元、油气路

清宝路新建工程 1,500 万元等。

（1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001 万元，下降 97.7%。

该科目反映用于资源勘探、制造业、建筑业、工业信息、安全生

产等领域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经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注资区

属国企经费调整至其他科目列支。主要项目包括：城中村市容环

境卫生品质管理考核奖励 310 万元、工业企业防疫消杀补贴资助

资金 153 万元等。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03 万元，增加 403 万元。主要是

增加市下达住宿餐饮及批发零售企业防疫消杀补贴资金 403 万

元。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741 万元，增长 69.6%。

该科目主要反映用于国土、海洋、地震、气象等领域及行业主管

部门的经费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罗湖规自局工作经费调整至

该科目列支。主要项目包括：“一主两区三带”等课题研究经费

1115 万元、地政经费 200 万元、三维模型及无人机遥感影像 197

万元等。

（16）住房保障支出 105,720 万元，增加 47.7%。该科目主

要反映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改革等领域及行业主管部门的

经费支出。主要项目包括：住房改革补贴 24,452 万元、社会存

量住房筹集补贴 19,554 万元、保障性住房维修经费 663 万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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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8,748 万元，增长 41.9%。

该科目主要反映用于自然灾害防治、安全生产监管及应急管理等

领域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经费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消防救援大

队从驻区单位改为区级财政全额保障单位，相关经费从“其他支

出”科目调整到该科目列支。主要项目包括：政府专职消防员人

员保障经费5,729万元，消防救援大队其他业务经费1,704万元，

区应急管理局操作员、采集员经费等项目 1,088 万元，各街道办

火灾高风险区域整治工作经费 941 万，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

作经费 489 万元，地质灾害（地面坍塌）宣传、演练和培训经费

444 万元。

（18）其他支出 2,105 万元，下降 89.4%。该科目反映以上

科目以外的其他各项支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科目调整。

（19）债务付息支出 1,899 万元。该科目反映归还地方政府

债务利息所发生的支出。主要是已发行的地方政府一般债的付息

支出。

（2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9 万元。该科目反映用于债务发行

兑付费用的支出。主要是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的费用支出。

（21）转移性支出 135,251 万元。主要包括：

①上解中央、省、市支出 135,251 万元，其中，上解中央

12,773 万元，主要是原体制上解 512 万元、国税经费上解 950

万元、税务部门经费基数上解 11,311 万元；上解省 59,234 万元，

主要是体制合并定额上解 43,420 万元、深圳市供电局专项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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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5 万元、对口帮扶百色河池上解 3,148 万元、对口支援西

藏专项上解569万元、财政票据工本费上解2万元；上解市63,244

万元，主要是城建税计提水利建设基金 24,072 万元、第六轮体

制结算定额上解 22,728 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 7,247 万

元、驻镇帮镇扶村资金 5,283 万元、对口援疆资金上解 3,354 万

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 415 万元、医疗救助资金

85 万元、清理盘活存量资金专项上解 60 万元。

②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 万元。

③对下级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情况。因罗湖区为区级财政，

无下级财政，故无对下级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情况。

4.“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近年来，罗湖区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条例》，继续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2022 年，

罗湖区各预算单位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境）经费、

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支出合计 3,192 万元，

较预算控制数减少 427 万元，较 2021 年减少 53万元，下降 1.6%。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与 2021 年持平；公务用车

购置经费 297 万元，较预算控制数减少 13 万元，较 2021 年减少

266 万元，下降 47.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82 万元，较预

算控制数减少 363 万元，较 2021 年增加 213 万元，增长 8%，主

要是因防疫工作需要，罗湖公安分局出警任务增加；公务接待费

13 万元，较预算控制数减少 51 万元，与 2021 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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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转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结转到 2022 年使用的资金共计 13,029 万元，主要

是 2021 年 7-12 月生活垃圾处理费、中央财政工业企业结构调整

专项奖补资金、深圳市 2016-2018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

财政补助清算资金、布吉南环路（西环路至禾坑路段）建设工程

一期工程等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上述结转资金 2022 年支出共计

11,468 万元。

6.预备费使用情况

根据《预算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用

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

他难以预见的开支。2022 年预算安排预备费 20,000 万元，已全

部用于安排疫情防控工作经费及民办幼儿园疫情期间补助经费。

7.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2 年初，我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159,961 万元。

年初预算动用 122,314 万元，年中预算调整动用 37,647 万元，

2022 年底区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0 万元。

8.预算周转金情况

根据《预算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国

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置预算周转金，用于本级政府调剂预算年度内

季节性收支差额。截至 2022 年底，我区预算周转金余额为 0 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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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决算情况

2022 年，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9,861 万元，加上

各类转移性收入 571,452 万元，收入总量为 581,313 万元。主要

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1）本级收入 9,861 万元，包括：体彩公益金收入 1,206

万元、专项债对应项目收入 8,655 万元。

（2）转移性收入 571,452 万元，包括：专项债转贷收入

273,750 万元、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改土地出让金及地价罚款

180,390 万元、城市更新项目地价款 64,372 万元、征地和拆迁

补偿专项转移收入42,882万元、彩票公益金专项转移收入5,237

万元、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67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收入 4,754 万元。

2.支出决算情况

2022 年，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495,079 万元，加

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1,750 万元后，支出总量为

516,829 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情况如下：

（1）本级支出495,079万元，包括：专项债项目支出253,500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政府投资项目支出

225,114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0,617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安

排的支出 5,559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27 万元、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62 万元。

（2）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1,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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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算平衡情况

收支相抵后，年终结转 16,956 万元，结余 47,528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情况

2022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820万元，主要是

区属国企上缴利润。加上市对区转移支付收入94万元、上年结余

收入108万，收入总量为1,022万元。

2.支出决算情况

2022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支出680万元，包括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38万元、国有企业改革成本

支出517万元、区属国企外派财务总监项目支出125万元。加上调

出资金246万元（主要是根据规定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

用），支出总量为926万元。

3.预算平衡情况

收支相抵后，年终结转结余96万元。

（四）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1.政府投资项目支出情况

2022 年，我区政府投资项目安排资金 320,658 万元，全年

实际支出 284,993 万元。其中，重大项目（主要涵盖教育、医疗

卫生、市容生态环境、治水提质、文化体育和住房保障、综合交

通、智慧城区、城区安全治理、基础社会治理等民生领域）安排

资金合计 295,926 万元，占全年政府投资项目总盘子的 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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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支出 263,455 万元。

主要成效包括：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统筹财力加快基础教育

学位建设，推进银湖片区 07-03 地块幼儿园、水库小学改扩建、

红桂中学改扩建、翠园中学新校区等 14 个学校新改扩建工作，

全年新增学位供给 10,155 个。支持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医

疗设备购置，启动区人民医院门诊楼改扩建、区中医院改扩建等

5 个重大项目规划建设。着力改善存量住房居住环境，15 个城中

村、211 个小区的 6.2 万户居民“瓶改管”通气点火，改造整治

存在房屋建筑结构安全隐患的老旧小区 68 个，持续推进优质饮

用水入户工程和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支持完善

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筹集公共住房 6,111 套、供应 4,029 套，超

额完成年度筹集任务。

城区面貌更增靓丽。建成地埋垃圾收集点 15 座，升级改造

厕所 15 座，完成楼宇建筑外立面综合整治 21 栋。建成共建花园

15 个、自然教育中心 2 个，新增立体绿化超 5,000 平方米。粤

海体育休闲工业（一期）完成建设，儿童公园、围岭公园品质提

升顺利推进。新建远足径、郊野径 20.1 公里、碧道 6.8 公里，

让居民畅享绿色空间。

枢纽地位更加凸显。罗沙路复合通道、雅苑立交改造、红岭

路交通改善等项目加快推进，深南东路东延项目、大望桥拆除重

建工程开工。开展道路拥堵整治 85 处，完成“机非分离”改造

20 处，推动建设立体停车库 25 处。推进全市首个街区型立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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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系统“围岭公园-东湖公园连廊天桥”规划建设。

2.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1）经批准举借债务的规模、结构、使用及还本付息情况

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截至 2022 年底，市财

政局分配我区政府债务限额为 556,000 万元（含一般债务限额

83,000 万元，专项债限额 473,000 万元）。其中，2022 年我区

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273,500 万元，其中一般债限额 20,000 万元，

主要用于新建小学项目建设；专项债限额 253,500 万元，主要用

于水污染治理、公立医院、文体设施建设、产业片区基础配套设

施建设、老旧城区改造、学前教育、棚户区改造等方面。

2022 年我区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本金 21,750 万元，均为专项

债务本金；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12,516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利息 1,899 万元、专项债券利息 10,617 万元。

截至 2022 年底，我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556,000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83,000 万元，专项债余额 473,000 万元。

（2）地方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

2022 年，经过市财政局初步测算，我区法定债务率为 23%，

风险等级为绿色（债务率˂120%），政府债务风险指标值处于较

低水平。有关数据最终以财政部核定为准。

3.预算调整情况

2022 年，我区进行了两次预算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1）第一次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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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我区进行了2022

年第一次预算调整。第一次预算调整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两本预算，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总收支规

模不变，主要调减重点支出科目，合计收回资金 80,678 万元，

包括收回年初预留部分人员经费 61,099 万元、收回课后服务经

费 700 万元、退回以前年度已支出款项 18,879 万元；合计新增

支出 80,678 万元，包括增加国企注资 60,000 万元、民办中小学

学生补贴 2,502 万元、健康驿站项目支出 6,000 万元、补充预算

准备金 12,176 万元。二是调增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支规模

100,926 万元。收入方面，增加专项债转贷收入 100,000 万元、

增加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926 万元；支出方面，增加专项

债项目支出 100,000 万元、增加对口帮扶深汕合作区驻镇帮镇扶

村资金1,000万元、增加专项债务付息和发行费用支出926万元、

减少城市建设支出 34,000 万元，增加结余资金 33,000 万元。调

整后，我区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支规模从 241,522 万元

调整为 342,448 万元。

（2）第二次预算调整

经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我区进行了

2022 年第二次预算调整。第二次预算调整涉及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两本预算，主要内容如下：一是调减一般公共预

算总收支规模 13,746 万元。收入方面，减少税收收入 390,000

万元、增加非税收入 100,000 万元、增加上级补助收入 23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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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加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7,647 万元；支出方面，减

少预留人员类经费 21,400 万元、减少政府投资项目预算 8,337

万元、收回区消防救援大队综合应急救援补贴 138 万元用于 6 个

消防救援中心站及 21 座小型站日常维护项目经费、增加疫情防

控经费 15,991 万元。二是调减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支规模

12,204 万元。收入方面，增加专项债转贷收入 50,000 万元、增

加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196 万元、减少城市更新项目地价

款 62,400 万元；支出方面，增加专项债项目支出 50,000 万元、

减少城市建设支出 24,640 万元、增加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96 万

元，减少结余资金 37,760 万元。调整后，2022 年我区一般公共

预算总收支规模从 2,037,933 万元调整为 2,024,187 万元，政府

性基金预算总收支规模从 342,448 万元调整为 330,244 万元。

4.重点支出绩效评价情况

（1）选择民生领域项目开展绩效评价。2022 年，我区对

2021 年度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优质饮用水入

户改造工程第二阶段（第三批）等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总体来说，

两项工程实施“一站一策”，提高了改造的可实施性，紧抓安全

与质量，居民饮用水质量得到有效保障。但评价结果显示，项目

不同程度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项目总体统筹安排不够合理，工程

进度滞后，监管账户资金沉淀，监督管理力度不足；二是项目执

行过程不够严谨规范，合同管理有待加强；三是工程前期统筹的

精细度不足，二次供水改造工程与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协同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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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四是项目质量存在瑕疵，影响项目满意度。

（2）积极开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评价，通过构建测算

模型，首次开展成本效益分析。2022 年在罗湖区无物业管理住

宅小区规范化管理项目重评报告中，我区根据物业服务企业提供

的 2021 年运营成本数据，测算了物业服务企业在能够获得合理

利润的情况下，财政资金应予以补贴的资金规模及标准，进而对

当前补贴的资金规模及标准开展合理性分析，用数据说话，为以

后年度资金安排提供有力支撑。评价结果显示，当前建立的政府

与市场相结合的无物业管理住宅小区规范化管理模式，使得无物

业住宅小区内物业管理逐步规范化，消防、治安、卫生等隐患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居民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同时存在以下

问题：一是纳入项目的老旧小区范围的界定标准不够清晰明确，

不利于项目的后续开展。二是年度工作目标不清晰，实施方案不

明确。三是小区基本情况摸排不够彻底，掌握不够充分。四是无

物业住宅小区缺少分类，导致《考评办法》中确定的考核标准、

社区物业服务合同确定的服务标准均存在“一刀切”的问题，实

际执行中存在“两张皮”。五是运维服务合同约定名为设备设施

运维服务费实为物业管理费用补贴，与业务事实不符；合同约定

的支付比例不合理，进一步加剧资金投入与实际服务水平相脱节

的局面。六是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补贴资金投入经济性有待提升。

（3）持续开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绩效评价。2021 年罗湖区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专项债券项目涉及债券资金 6,000 万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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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该专项债券投入对智慧交通、智慧消防、智慧边防三

个债务项目的建设及绩效目标实现起到促进作用，初步构建了交

通管控体系，健全了边防智能监控体系，提升了消防接警出警效

率，并一定程度缓解了政府投资项目财政压力。但债务项目存在

管理机制不够完善、部分建设内容未解决“交通难”问题、债务

项目“收益性”难保障等方面问题。

（4）首次开展针对街道的政府绩效评价。评价结果显示，

2021 年笋岗街道办事处积极贯彻落实市、区工作部署，在强化

辖区居民服务，密切政府和居民联系，组织动员群众完成党和政

府工作部署，增强街道办事处综合协调和区域管理能力等方面取

得积极成效。但同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无明确中长期发展战略，

部门职责、年度工作计划、总体绩效目标、重点任务未形成有效

对应；二是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边界不清，部门运营成本偏高；

三是预算编制不够合理，预算调整幅度偏大；四是预算绩效管理

尚不系统深入，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绩效自评价有待规范；

五是项目管理不够规范，制度不够健全；六是跨部门支出决策缺

乏统筹，加大街道支出负担；七是财务管理不够规范，政府采购

不够完善，资产管理不够有效；八是满意度需求度调查重视程度

不足，结果应用不够充分。

二、2022 年落实区人大决议和预算执行效果情况

2022年，区财政部门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

全面落实区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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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算的决议，围绕“优化支出结构、加强财源建设、突出绩效

导向、加强债务管理”等建议，持续深化财税改革攻坚，深入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增强稳住经济大盘的责任感、紧迫感，

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使用效率，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发力，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工作落

地见效

一是减税降费加力提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建立健全财税

联席会议制度，多部门协同发力，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主动“送

服务上门”，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央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以

制造业升级和量大面广、吸纳就业多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为支持重点，加大留抵退税力度，全面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阶

段性缓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房土两税困难性减免等减

税降费政策，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259,450 万元，受惠企业超

7 万户，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

活力的“乘法”，实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的良性循环。

二是加快财政支出进度，保证适当支出强度。以支出进度提

速助力重点工作提速，以快制快，尽量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

击，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051,693 万元，较 2021 增长

12%。坚持总量和结构并重，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加大资金统筹

力度，出台常态化过“紧日子”开支负面清单，落实党政机关带

头过“紧日子”要求，继续压减非重点、非刚性及一般性支出，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疫情防控、基本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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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纾困及稳增长等重点领域，提高财政支出精准度和有效性。

三是专项债券快发快用，有效增投资、稳增长。成立罗湖区

专项债券管理工作专班，印发《罗湖区专项债券管理领导小组运

行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券谋划、储备、发行和使用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提升政府债券管理工作效率。全年共发行

使用专项债券 253,500 万元，比 2021 年增长 172.6%，规模实现

翻番，年度新增限额规模为近几年最高，切实发挥了债券资金在

补短板、惠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对投资的拉动作用，

实现“项目融资—城区开发建设—产业升级—财政收入增长”的

良性循环。主要包括：医疗卫生领域项目 97,900 万元、棚改项

目 50,000 万元、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领域项目 27,700 万元、老旧

小区改造领域项目 33,500 万元、保障性安居房领域项目 15,100

万元、优质饮用水及供水设施改造项目 13,400 万元等。

四是惠企利民落到实处，充分释放政策红利。积极落实深圳

市 5 个“30 条”等一揽子稳增长政策，投入助企纾困资金 12,593

万元支持落实《深圳市罗湖区抗疫助企惠民纾困“十条”措施》。

投入 2,152 万元落实融资奖补政策，引导银行、融资担保机构、

保险公司等加大对辖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

担保服务力度。投入 6,022 万元提振消费信心，促进消费增长，

有效推动消费持续回复。中央直达资金“精准滴灌”，40,259

万元全部落地，惠及市场主体 511 家，受益群众 11,399 人次。

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授予中小企业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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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金额 83,237 万元，占政府集中采购合同总金额的 64.55%。

（二）多管齐下谋划收入组织，提升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力度

一是稳存量谋增量相结合，招商引资取得新成效。强化财政、

税务、产业等多部门联动的财税收入统筹管理机制，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做好重点企业走访服务工作，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着力构建“1+5+10+N”全区联动大招商

工作体系，成立招商引资攻坚专班，组建 7 支青年干部招商先锋

队，加大赴外招商、基金招商、投资招商等力度，全力以赴招大

商、招优商、招好商，大力加强辖区税源建设，培植壮大罗湖财

力，推动财政支撑更加有力、财政发展更可持续。

二是统筹盘活政府资产资源，“城区经营”迈上新台阶。树

立“城区经营”理念，按照强统筹、深挖潜、广渠道的思路，多

渠道筹集财政资金，高效统筹使用政府资产资源，大力盘活政府

物业资产，将条件成熟的政府物业资产进行盘活出让，引导政府

物业从“散户式经营”向“统筹经营”模式转型发展，在全市率

先完成资产盘活任务，盘活面积达 8 万平方米，实现非税收入超

收 100,000 万元，有效对冲减税降费带来的减收影响，获市主要

领导批示肯定。强化国资国企的支持作用，充分发挥国企投融资

功能，将“十四五”期间需要回购的保障性住房和创新型产业用

房等物业打包由区属国企融资回购，筹集物业回购资金超

320,000 万元，腾出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辖区经济发展和改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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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三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提前准

备、深入调研，算清财力账、算好明细账、算对事权账，实现第

六轮市区财政体制区级分税比例提高 10.3 个百分点，为“十四

五”期间罗湖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的财力基础。密切跟进辖区

重点项目进展，全年为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改项目、市人民医

院周边片区改造工程、重点片区项目补助等全市重大项目争取到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合计 439,890 万元。

（三）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瞄准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

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

入力度，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2022

年全区九大类民生支出完成 1,630,480 万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近八成。

一是支持疫情防控保障工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切实保障疫苗接种、

患者救治、防疫物资及必要生活物资保供等疫情防控支出，将疫

情防控支出纳入“三保”支出予以优先保障，最大程度保护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突出防疫支出科学性和精准性，支持建设

五方健康驿站，接收隔离人员 1.6 万人次，比租用隔离酒店节约

成本达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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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严格落

实“一个一般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要求，持续优化教育支出

结构，全年投入教育支出 552,804 万元，较 2021 年增长 9.6%。

落实“双减”目标任务，投入 6,938 万元提高课后服务水平。统

筹财力加快基础教育学位建设，推进银湖片区 07-03 地块幼儿

园、水库小学改扩建、红桂中学改扩建、翠园中学新校区等 14

个学校新改扩建工作，全年新增学位供给 10,155 个，支持学前

教育普惠优质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三是支持打造健康罗湖。全年投入卫生健康支出 305,317

万元，较 2021 年增长 25.2%，支持罗湖医改向纵深推进，完善

“以事定费”的财政补助机制，切实推动分级诊疗等制度实施。

投入 24,588 万元强化基层社康扩容提质，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投入 97,960 万元支持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

大型医疗设备购置，启动区人民医院门诊楼改扩建、区中医院改

扩建等5个重大项目规划建设；投入1,789万元支持“三名工程”、

高层次医疗人才及团队引进，深入贯彻人才强卫战略。

四是支持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全年投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5,003 万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投入 5,719

万元推进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做好

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推进“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

家政”三项工程；投入 2,615 万元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区，推进居

家养老与社区养老、医养与康养相结合，以老人需求为导向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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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为老人服务水平；投入 7,216 万元持续加大对残疾人、孤儿

等困难群体的救助力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升至 1,365 元/月。

五是支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全年投

入住房保障支出 105,720 万元，较 2021 年增长 47.7%，发挥财

政政策引导作用，严格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支持构建多主体供

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差异化、全覆盖住房供应与保障体

系，全年建设筹集保障房 6,111 套。开展 226 个老旧小区及城中

村“瓶改管”工作，着力改善存量住房居住环境，罗湖“二线插

花地”棚户区改造启动第三批安置回迁。

（四）锚定“一主两区三带”，高端高质高新打造罗湖可持

续发展先锋城区

围绕“湾区枢纽、万象罗湖”战略定位，建立健全科学、高

效的财政投入机制，持续提升城区品质，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先锋城区。

一是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年投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72,607 万元，加大金融业、商贸业、服务业等优势行业支持力

度，落实全市“20+8”产业集群战略部署，推动罗湖“7+1”产

业集群加速汇集，加快构建更具韧性、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的

都市型现代产业体系。围绕“一主两区三带”战略平台，大力推

进蔡屋围-深圳火车站-东门片区、笋岗-清水河片区、新秀-莲塘

片区等重点片区建设，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科技创新领域投入

16,142 万元，新引进科技企业 84 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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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激发创新发展动能。开展“夜间时尚消费节”、文体旅消费

季等消费活动，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二是支持推进招才引智。全年投入人才引进相关经费

19,862 万元，建立产才融合发展人才引育“新路径”。强化人

才和产业政策宣传推广，建立“i 才惠企”服务季暨“1+10+N”

人才服务体系。正式实施新版“菁英人才计划”，投入 8,988 万

元保障菁英人才补贴经费，完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健康管理

等为基础的立体化人才综合服务体系。做好深港融合发展大文

章，投入 4,231 万元落实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紧缺人才个税优惠

政策，成立全国首家香港工商专业和青年团体服务中心。

三是支持打造宜居城区。投入 6,197 万元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任务目标，支持工业、建筑、交通节能低碳等节能减排项目，在

全省首次探索通过购买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开展替代性修复。投入

20,799 万元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获

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成为全市首个取得“新时代·中国

最美生态宜居名城”“新时代·中国最美绿水青山生态名城”称

号的城区。投入 12,731 万元支持垃圾减量分类和生活垃圾收运

处理，开创高密度建成区大气污染环境治理新模式。投入139,192

万元推进平安建设，支持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深入排查整治风

险隐患，支持公安、司法等部门维护公平正义和法制环境，罗湖

分局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局”。夯实国际化消费体验中心地位，

成立全国首个公共类珠宝博物馆深圳珠宝博物馆。投入文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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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15,629 万元，丰富居民文体生活，罗湖区戏剧作品《烟》

荣获全国公共文化最高奖项群星奖金奖。投入 31,931 万元持续

提升城区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区级可视化城市空间数字平台建设

和物联网平台建设，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荣获“2022 年广东省

县（区）标杆政务服务中心”称号。

（五）财政监管提质增效，“规范型”财政治理水平再上一

层楼

一是加快建设“数字财政”。深化“智慧财政”一体化改革，

资金支付效率有效提高，累计完成支出清算 201 万笔。上线新非

税系统，新增扫二维码支付功能，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推广电子合同“云签约”，电子合同签约率同比增长 67.17%，

录入监管合同 16,287 份，涉及金额 2,157,574 万元。上线财政

投资评审业务系统，全年通过系统接收 171 个报审项目，实现报

审一键办、流程网上办、评审智能办。上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穿透式监测系统，实现专项债券储备、申报、遴选、发行、转

贷、支出、还本付息等全流程业务穿透式监管。

二是完善财政管理体系。健全库款管理制度，完善监测预警

机制，确保库款保障水平在合理区间。优化政府采购机制，提升

自行采购进场交易或备案的项目金额，促进采购工作提质增效。

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建立非营利性服务业专班，落实“日调度、

周盘点”制度，提升数据纳统质量和效益，非盈增速高出全市平

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完善财政评审审核标准，制定《罗湖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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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配建学校购置费用审核操作指引》《区政府投资建设工程

弃土费结算有关原则》等制度，规避评审风险，提高评审质量。

三是强化财政监督检查。积极打造“阳光财政”，组织预决

算公开、会计信息质量等专项检查 3 次，聚焦代理记账、政府采

购、政府物业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 7 次；推进合同常态化监管，

全年开展合同检查项目 48 个；维护政府采购公平正义，处理政

府采购投诉举报等案件 11 宗；强化财政投资审核工作，完成“一

馆一中心”“瓶改管”等投资审核项目 121 个。

四是深化预算绩效管理。从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监控管理、绩效评价管理、绩效信息公开、其他工作、加分

项等七个方面，重新梳理 2022 年度我区预算绩效管理指标的考

核标准，进一步强化绩效评价管理及结果应用要求。

五是妥善解决历史顽疾。开展执法执勤用车及特种专业技术

用车使用情况清查工作，规范单位对公务用车管理行为；起草转

企单位清查处置工作指引，推进解决28家历年涉机构改革单位资

产清算处置问题。开展历年暂付款挂账清理工作，顺利完成两个

项目合计2,396万元的挂账清理。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过去一年，在区委区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政协及代表委员们的指导监督下，区财

政部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改革

创新取得积极成效。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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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中央、省、市系列会议精神，自觉接受区人大的监督指导，

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按照全区统一规划部署，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做

好重大战略任务和重点工作部署的财力保障，为全力打造“三力

三区”、推进罗湖高质量发展贡献财政力量。

附件：深圳市罗湖区 2022 年决算草案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