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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煤化工产业园 2024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5 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2024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487 万元，其中税收收

入 21461 万元，非税收入 26 万元。加上级转移支付 6118 万

元，收入合计 2760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2024 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13462 万元，加上解支出 13444 万

元，支出合计 2690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年终结转

699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0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3635 万元、调入资金 3635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8513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 35783 万元。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完成26635万元，债务还本支出5513万元，支出总量为32148

万元，年终结转结余资金 3635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0 万元。

（四）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我区为市派出机构，债务限额并入市本级统一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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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末，煤化工产业园政府债务余额 136413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3900 万元,占 2.9%；专项债务余额 132513 万

元，占 97.1%。债务余额较上年增加 28513 万元。2024 年债

券利息及兑付服务费 3746 万元，其中:一般债付息 135 万元

元，专项债付息 3611 万元。

二、2025 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1.预算收入：煤化工产业园 2025 年度预计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22875 万元，同比增长 9%。其中，税收收入 22870

万元，同比增长 9%；非税收入 5 万元。

2.可用财力：2025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875 万元，

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上级财政体制补助）1000 万元、上

年结余收入 699 万元，减上解上级支出 10707 万元，预计煤

化工产业园 2025 年度可用财力 13867 万元。

3.预算支出：2025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支出 13867 万

元，其中基本支出 1070 万元、项目支出 12597 万元、预备

费 200 万元。

基本支出中安排“三公”经费支出 12 万元，同比下降

60%，其中公务接待费 6 万元、公车用车运行维护费 6 万元。

项目支出中安排支持经济发展政策兑现专项支出 6159

万元，占比项目支出总额的 48.9%。

预备费是按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2%安排的切块预

留经费，用于突发事件、难以预见开支等增加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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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根据市政府相关规定，煤化工产业园暂不征收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也无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2025 年度煤化

工产业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 万元。煤化工产业园地方财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煤化工产业园现有一级国有企业 3 个、二级国有企业 3

个，承担园区土地征收、基础设施建设等，均处于亏损状态

运营。2025年度煤化工产业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0 万元。煤化工产业园地方财政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三、2025 年财政工作谋划

（一）强化收入征管，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一是加强财源建设。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优

化产业结构，夯实财源基础。加强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

跟踪服务，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发展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提高税收贡献。

二是加强税费征管。建立财税联席会议制度，加强财政、

税务、海关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形成征管合

力。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税种的征管力度，加强对税收违

法行为的查处，堵塞税收漏洞，确保应收尽收。同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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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税收政策宣传和辅导，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严格

执行非税收入管理制度，规范非税收入征收行为，确保非税

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

（二）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保障能力。

一是保障“三保”支出。坚持把“三保”支出放在财政

支出的首位，足额安排预算资金，确保“三保”支出不出任

何问题。加强对“三保”支出预算执行情况的监控和分析，

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切实兜牢“三保”底线。

二是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围绕园区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

部署，合理安排财政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安全生产、生态

环保、产业发展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强对重点项目资金的监

管，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三）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事务管理水平。

一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全口径预算管

理体系，将所有政府收支纳入预算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提高预算编制的精细化、科学化水平。加强预算执行监控和

分析，严格预算调整和追加审批程序，强化预算约束。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和政府

部门采购制度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政府采购的全方位监

管。加强投资基金运作管理，优化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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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运营效益。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完

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

（四）防范财政风险，确保财政安全高效运行

一是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严格落实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加强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

理，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积极稳妥化解存量政府债务，

确保按时足额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二是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优化财政

收支结构，提高财政自给能力。建立健全财政风险预警机制，

加强对财政运行情况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财政运

行中存在的问题。加强财政资金监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规范、有效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