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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区十九届人大

第一次会议文件之三

关于栖霞区 2021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与 2022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区财政局局长 王兆仁

2022年 1月 6日

各位代表：

我受区政府委托，现将栖霞区 2021 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与 2022 年度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区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会议的人员提出意见。

2021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指导下，

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强化财政收入组织，优化财政资源配置，防控财

政运行风险，推进财政管理改革，全年财政预算执行平稳有序，

较好地完成了区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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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情况：区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栖霞板块（含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同）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增

长 7%。2021 年，栖霞板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1.76 亿元，

同比增长 9.41%，完成年初预算的 102.26%，税收占比 91.45%。

支出情况：区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栖霞区（仅指

栖霞行政区，下同）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5.78 亿元。在预

算执行过程中，省转贷栖霞区新增一般债券 1.2 亿元以及体制分

成财力预计增加 1 亿元，经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批准，栖霞区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57.98亿元。2021

年，栖霞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6.16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6.86%，其中：民生公共服务支出占比 80.34%。

平衡情况：2021 年，栖霞区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预计为

57.98 亿元（含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 亿元、省转贷栖霞区新

增一般债券 1.2 亿元），其中：区本级 42.98 亿元、街道 15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6.16 亿元，其中：区本级 41.16 亿元、街道

15亿元；收支相抵，结转结余 1.82亿元，其中：项目结转 1.13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69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情况：区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栖霞板块 2021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支出情况：区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栖霞区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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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 亿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省转贷栖

霞区新增专项债券 2 亿元以及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等需要增加 0.5

亿元，经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批准，栖霞区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为 4.2 亿元。2021 年，栖霞区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4.2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

平衡情况：2021 年，栖霞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可用财力预计

为 4.2 亿元（含调入资金 2.2 亿元、省转贷栖霞区新增专项债券

2 亿元），均为区本级财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2 亿元，均

为区本级支出；收支相抵，无结转结余。

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2020 年末，栖霞区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 67 亿元，政府债务余额 61.67 亿元。2021 年，省转贷栖霞区

新增债券 3.2 亿元。按照“年度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债务限额加上

当年新增债务限额（或减去当年调减债务限额）”的规定，2021

年末，栖霞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70.2 亿元，政府债务余额 64.53

亿元（2021 年收到再融资债券 5.6 亿元，债券还本支出 5.94 亿

元），债务风险安全可控。

新增债券情况：2021 年，省转贷栖霞区新增一般债券 1.2 亿

元，用于八卦洲农村污水处理及主次干管（二期）建设工程支出；

省转贷栖霞区新增专项债券 2 亿元，用于栖霞山风景区山门广场

项目支出。

需要说明的是，2021 年财政决算正在编制过程中，具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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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将会有所调整，最终结果将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并按规定予以

公开。

四、财政管理和改革推进情况

（一）围绕稳增长，着力促进财源建设

始终将组织财政收入、做大“蛋糕”作为财政工作第一要务。

一是夯实巩固存量税源管理。实时掌握区内房地产企业的楼盘开

发、可售面积和销售状况等方面动态信息，确保房地产企业税收

应收尽收。依托“区建安项目管理平台”强化建安税源管理，加强

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接，做好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杭州银行等

一级支行引进工作，建筑安装业和金融保险业全年税收分别增长

15.7%和 30.1%。二是发挥税收协同共治作用。坚持上下联动、

左右协同、信息共享，持续营造良好的亲商、安商、富商氛围，

真正实现企业引得进、留得下、发展得好。三是争取上级政策资

金支持。严格落实中央、省、市有关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措施，

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做好项目对接、政策对接、资金对接等工作。

栖霞区全年共收到省市专项指标补助 21.19 亿元、土地出让成本

返还 62.42 亿元，争取新增债券资金 3.2 亿元。

（二）突出调结构，切实提升用财质效

坚持节用裕民，用政府的“紧日子”换人民群众的“好日子”。

一是建设节约型政府。大幅压减“三公”经费、非刚性、非重点项

目支出，从严控制新增项目支出，坚决取消不必要的项目支出。

严格贯彻落实零基预算理念，强化支出标准建设，打破基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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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算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分配机制。

二是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卫生健康支出

4.74亿元，加大对隔离点防疫、核酸实验室建设、疫苗接种、防

疫物资采购等投入。精准施策助力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支出 2.69

亿元，加大对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企业、信息化建设等方

面补助。稳步提高民生社会事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53亿元，加大对城乡低保、优抚对象、被征地农民、残疾人及

高校毕业生等补贴；教育支出 16.83亿元，加大对教师津贴补贴、

保障房片区学校技装、合作办学、课后服务等方面补助。支持打

好三大攻坚战，农林水支出 2.5 亿元，加大对现代农业、长江禁

渔、河道养护等投入；节能环保支出 1.07 亿元，加大对大气污

染防治、应急水源建设、长江岸线整治等投入。三是强化绩效管

理理念。2021 年共选取 13 个项目开展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涉

及财政资金 3.86 亿元，重点关注部门预算执行效率和履职效果

实施评价，初步建成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

体系，切实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三）全力防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树牢底线思维，坚决落实好债务规模和债务率双下降的刚性

任务。一是抓实化解债务存量。按季度召开园区平台预算执行和

债务管理工作会议，要求园区平台严格收支预算管理，压紧压实

化债责任，确保完成全年化债任务。2021 年，栖霞区化解隐性

债务 33.59 亿元，债务风险等级预计将实现“橙转黄”，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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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债降率目标。二是市场化转型加快推进。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导向，2021 年以来，栖霞山文化旅游商贸有限公司完成市场化

改造，栖霞古镇、栖霞山主题宾馆、八卦洲小江河旅游等项目市

场化运作加速推进。三是推动压降债务成本。鼓励、指导、帮助

园区平台对高成本债务实行“削峰”管理，2021 年 7 月底前已将综

合利率超过 5%的隐性债务全部置换完毕。2021 年底，栖霞区债

务综合利率 4.55%。

（四）立足提效能，扎实推进财政改革

围绕改革创新，全力推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一是全面推进国企改革。将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作为重大

政治责任，压实改革任务，聚力改革方向。出台《栖霞区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栖霞区国企国资市场化转型实施方案》

和《栖霞区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国企改革

路线图、时间表。2021 年底，110项改革任务推进率达 96%以上。

二是完成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对照《预算管理一体化业务

规范》《全省推广部署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推广实施方案》的要

求，以系统化思维整合预算管理全流程，大力提高预算管理规范

化、标准化水平，进一步夯实财政管理基础。预算编制板块于

2021 年 9 月初上线运行、执行板块于 2022 年 1 月 1 日上线

运行。三是完成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工作。对照《关于全面

启用全市统一新非税收入管理系统的通知》要求，建立与公共财

政管理和社会化信息发展相适应的电子化缴款新机制，做到“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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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截至 2021 年底，成功开具非税电

子票据 24568 张。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取

得以上成绩，来之不易，是区委坚强领导和科学决策的结果，是

区人大、区政协及代表委员们监督指导的结果，是全区上下共同

奋斗的结果。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预算执行

和财政工作中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一是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

环境日趋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财政持续增收基础

还不牢固，新兴产业支撑作用还不明显，财源建设需要进一步加

强；二是各领域资金需求继续加大，实施“十四五”规划、构建新

发展格局、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等重点和刚性支出资金需求

量大，财政收支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三是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

控，但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任务依然较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针

对这些问题，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采取

有效举措加以解决，推进财政事业行稳致远。

2022年度财政预算草案

一、2022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统筹好发展和风险、经济与民生、当期和长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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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强化预算约束

和绩效管理，严肃财经纪律，优化支出结构，强化动态平衡能力，

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增强对区委战略部署的财力

保障，推动“强富美高”新栖霞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必须把握好三个原则：一是统筹资源，

确保收支平衡。落实《预算法》关于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

编制要求，在继续统筹财政资源的同时，更加注重部门和单位各

类资源的统筹，不断增强财政保障和平衡能力。健全跨年度预算

平衡机制，保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适当规模。二是突出重点，体

现轻重缓急。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原则，优先保障区委确定的重

大政策、重要改革和重点项目实施，优先保障资金效益和社会效

益明显的项目。继续严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使政府过“紧

日子”成为常态；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实现有限公共资源与

政策目标有效匹配。三是注重绩效，提高管理水平。按照《栖霞

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的要求，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

体化，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与部门预算编制同步开展，提高预

算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水平和预算透明度。强化绩效管

理成果与预算编制、完善政策、调整预算安排的有机衔接，坚决

削减低效无效资金。

二、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一）2022年栖霞板块收入预算安排

2022 年，栖霞板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增长 6%，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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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增长 7%。

（二）2022年栖霞区可用财力预计情况

2022 年，栖霞区全年可用财力预计为 58.78亿元，其中：当

年可用财力预计为 45亿元、调入资金 13.78亿元。

（三）2022年栖霞区支出预算安排

2022 年，栖霞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58.78 亿元，其中：

区本级 41.78亿元、街道 17 亿元。区本级支出中，基本支出 18.31

亿元、部门运转项目支出 3.05 亿元、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20.42

亿元。

2022 年，区本级特定目标类重点项目支出情况如下：

1. 城建交通支出 2.32 亿元，主要用于城市维护管理设施养

护、垃圾分类、燕子矶新城下庙片区基础设施及民生保障、老旧

小区整治工程、物业管理星级小区评比及效能补贴、农路养护工

程、农路日常养护等支出。

2. 城乡统筹支出 0.95 亿元，主要用于水利工程管理管护、

涉水业务监测及管理、农业农村公共服务、农业绿色发展、现代

农业产业园、农业嘉年华、经济薄弱村及农村公共服务、水环境

区域补偿等支出。

3. 经济发展支出 3.86 亿元，主要用于科技创新、文化产业

发展、新增规上企业奖励、招大引强、旅游产业发展、瞪羚企业

和独角兽企业培育、资本市场奖励等支出。

4. 民生保障支出 4.93 亿元，主要用于社区建设、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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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事业、社会组织建设、就业社保补贴、宁聚计划、被征

地农民老年补助、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双拥优抚安置、

残疾人康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财政补助、协议征地进保等支出。

5. 社会事业发展支出 8.36 亿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药品

零差率改革补助、区属医院改革补助、基本公共卫生、重大公共

卫生、教育内涵发展、教育技术装备及基建、各类学校公用经费

补助、教育救助及各类免学费补助、政府信息化及“雪亮工程”

建设、媒体宣传合作、大气污染防治、食品检测、对口扶贫和援

疆援藏援青等支出。

三、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2022 年，栖霞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1.76 亿元，均为

区本级调入资金安排预算，主要用于省转贷栖霞区专项债券利息

支出。

2022年度财政重点工作任务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关

键一年，做好财政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财源建设，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统筹各类资源使用，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牢牢守住财政收支平衡

底线，全力确保财政可持续平稳运行，切实提升财政管理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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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透明化水平，为全区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一、抓好财源建设，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明确以“抓收入”为核心，强化激励引导，注重培植财源，促

进财政收入量质齐升。一是狠抓综合治税工作。紧紧围绕收入目

标，突出税源建设导向，健全区、街、园区收入共担机制。强化

部门协同共治，完善线上线下税源管理机制，实现更大范围的涉

税信息共享，推进综合治税工作再上新台阶。二是落实对企帮扶

政策。落实好已出台的对企帮扶政策，持续推进减税降费，让企

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做好留商、安商文章。抢抓后疫

情时代发展机遇，优化财政资金投入模式，通过税费优惠、贷款

贴息等手段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促进

区内企业提高经济贡献。三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立足栖霞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都市农业等三业兼备优势，认真分析产业

发展趋势、特点和企业投资动态，精心制定招商规划，做好引商

文章。

二、积极向上争取，用足上级政策红利

加大对上争取力度，争取更多的国家、省、市政策及资金扶

持，为区内重点支出腾挪空间。一是争取新增债券资金。利用政

策窗口期，建立动态项目库，完善发债资料，做好前期工作，加

大新增债券争取力度，助力全区经济稳步增长和社会民生事业补

短板。二是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围绕主导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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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下功夫，准确把握国家、省、市政策动

向和资金投向，主动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提高项目资

金申报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三是争取上级政策倾斜。加强对上联

络沟通，及时反馈市区财政体制和资金分配等方面的优化建议，

争取市区财权事权划分、土地出让金分成、转移支付补助等方面

加大对我区的倾斜力度。

三、提升配置效率，服务重点支出需要

面对财政紧平衡、紧约束的新形势，突出拓渠道、优配置、

强保障，加大重点领域和刚性支出保障力度。一是从严从紧控制

政府运行成本。深入开展全区财政供养人员分析，不断探索优化

人员配置、提高财政供养比指标的有效路径。大力压减低效无效、

标准过高的项目支出，切实收紧“钱袋子”、过好“紧日子”。二是

统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深化零基预算，打破部门条块分割，把

全部财政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建立健全同一领域不同渠道资金、

财政拨款资金与非财政拨款资金、不同年度间财政资金的统筹机

制，从源头上减少结余结转资金产生。加大对沉淀部门的存量资

金的盘活力度，及时清理收回已到期、已完成预期目标的资金。

三是推进政府重大项目市场化运作。撬动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全

区经济社会建设和事业发展，逐步推进政府重大项目市场化运

作，为社会资本进入重点领域提供参与机会和盈利空间，实现减

轻政府负担、提高服务供给的目的。

四、防范化解风险，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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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债务源头管控，多渠道筹集化债资金，科学规范政府举

债行为，压紧压实化债降率任务，确保债务风险安全可控。一是

盘活各类资产资源。全力做大综合财力蛋糕，组织园区平台深入

开展国有资产资源清理，积极通过市场有序变现，有效增强偿债

能力。进一步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保持土地收储及上市节奏，推

动土地收入持续增长。二是完善政府投资决策规则和程序。强化

项目支出标准和资金政策的事前科学论证，要求在财政承受能力

范围内，按照轻重缓急编制年度政府投资计划和城建计划，凡是

未落实建设资金来源的项目，一律不得开工建设。三是继续拓宽

投融资渠道。逐步建立起财政投入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多元化融

资体系，选择融资成本低、可靠性强的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公开市

场直融产品，完善经营性贷款决策审批程序，确保资金链安全。

五、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深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坚持用创新推进改革，用改革破解

难题，切实提升财政管理效能。一是巩固国企国资改革成效。着

力优化国资布局和结构，推动国有企业发展实现“量”的倍增和

“质”的飞跃。深挖国有企业潜力，充分发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的市场化运作优势，着力推进国企改革取得新突破。继续推进

政府“公物仓”建设，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提高资产使用效

益。二是加大绩效评价结果反馈运用。健全预算编制有目标、预

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

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有效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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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效果。加大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安排挂钩力度，大力削减或

取消无效支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三是着力深化财政

体制改革。着力完善托管街道财政体制，进一步理顺栖霞区、经

开区和仙林大学城的财权和事权，推动三区融合、协调发展。根

据推进市以下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精神，适时调

整区街财政管理体制，促进财政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适应。

各位代表，做好 2022 年的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指导下，

按照区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要求，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

为，提振信心、坚定决心，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栖霞建设的现代化篇章，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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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1. 一般公共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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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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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各级财政通过超收或清理整合结余资

金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执行的收

支缺口，视预算平衡情况，调入并安排使用。

《预算法》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可

以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

4. 部门预算

部门预算是由相关部门编制，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反映部门收入和支出的预算。一个部门一本

预算。

（1）基本支出预算：是指部门（单位）为履行工作职能、

保障机构基本运转所需的年度经费支出预算，包括人员经费和公

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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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支出预算：是指为实现特定的工作任务或特定目

标所需的年度专项经费支出预算。

5. “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

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

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

6. “六稳”、“六保”

“六稳”是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工作；“六保”是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7. 债务风险等级

按照财政部、省财政厅分类评级标准，政府性债务率=政府

性债务余额/综合财力×100%。债务率>300%，风险等级为红色；

200%<债务率≤300%，风险等级为橙色；120%<债务率≤200%，

风险等级为黄色；债务率≤120%，风险等级为绿色。

8. 预算绩效管理

预算绩效管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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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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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全过程，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管理活动。

9.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是用三年时间落实国有企业改革“1+N”

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的具体施工图，做好这项工作，对做强做优

做大国有经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效率，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10. 预算管理一体化

预算管理一体化是以统一预算管理规则为核心，利用先进的

信息技术，以一体化系统为主要载体，将统一的管理规则嵌入信

息系统，通过系统控制业务。预算管理一体化涵盖基础信息管理、

项目库管理、预算编制、预算批复、预算调整和调剂、预算执行、

会计核算、决算和报告等预算管理的全流程。

11. 公物仓

公物仓是指党政机关举办大型活动（会议）及组建临时机构

的物资设备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专门机构。这项改革是强化对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采取的重要举措，对建设节约型机关和

建立资源共建共享共用机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2. 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管理体制是指国家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活动

中，划分中央政权和地方各级政权以及财政部门和其他国家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管理方面的职责、权力、财政收支

范围以及组织原则、管理方式和机构设置等各项法规和制度的总

称。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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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板块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入科目 2021年快报数 2020年决算数 增幅%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17,570 1,387,024 9.41%

一、税收收入 1,387,805 1,239,067 12.00%

1、增值税 671,816 533,254 25.98%

2、企业所得税 300,830 291,374 3.25%

3、个人所得税 65,691 56,884 15.48%

4、房产税 64,289 56,029 14.74%

5、城市维护建设税 123,149 130,220 -5.43%

6、印花税 21,590 17,470 23.58%
7、车船税 3,977 3,872 2.71%

8、契税 34,601 68,737 -49.66%

9、土地增值税 55,706 28,355 96.46%

10、城镇土地使用税 20,208 20,275 -0.33%

11、资源税 1,663 1,114 49.28%

12、环境保护税 10,041 10,216 -1.71%

13、耕地占用税 14,256 21,214 -32.80%

14、其他税收收入 -12 53 -122.64%

二、非税收入 129,765 147,957 -12.30%

1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878 7,920 -76.29%

16、罚没收入 188 1,151 -83.67%

1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8,285 32,993 -44.58%

18、教育费附加收入 52,800 55,813 -5.40%

19、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53,366 50,047 6.63%

20、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2 33 -106.06%

21、其他收入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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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栖霞区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支出科目 2021年快报数 2020年决算数 增幅%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61,560 550,045 2.09%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6,854 71,222 7.91%

2、公共安全支出 20,437 23,860 -14.35%

3、教育支出 168,315 159,777 5.34%

4、科学技术支出 26,902 31,125 -13.57%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689 12,619 -39.07%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5,290 62,925 -12.13%

7、卫生健康支出 47,423 37,955 24.95%

8、节能环保支出 10,747 10,130 6.09%

9、城乡社区支出 58,926 59,337 -0.69%

10、农林水支出 25,038 22,789 9.87%

11、交通运输支出 6,310 5,380 17.29%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629 3,063 -46.82%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700 2,839 -4.90%

14、金融支出 595 362 64.36%

15、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777 4,862 -1.75%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43 344 -29.36%

17、住房保障支出 41,572 35,770 16.22%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738 1,697 2.42%

19、债务付息支出 4,365 3,967 10.03%

2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0 22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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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栖霞区 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支出科目 2021年快报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7,759

1、科学技术支出

2、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节能环保支出

5、城乡社区支出

6、农林水支出

7、交通运输支出

8、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其他支出 20,000

10、债务还本支出

11、债务付息支出 17,691

12、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68

备注：根据财政总决算要求，债券还本支出在线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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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栖霞板块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收入科目 2022年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08,628

一、税收收入 1,471,578

1、增值税 669,667

2、企业所得税 318,880

3、个人所得税 72,632

4、房产税 68,146

5、城市维护建设税 130,538

6、印花税 22,885

7、车船税 4,216

8、契税 36,677

9、土地增值税 99,000

10、城镇土地使用税 21,420

11、资源税 1,763

12、环境保护税 10,643

13、耕地占用税 15,111

二、非税收入 137,050

1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000

15、罚没收入 200

16、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9,380

17、教育费附加收入 56,970

18、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57,490

19、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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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栖霞区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支出科目 2022年预算数 2021年预算数 增幅%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87,770 557,777 5.38%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3,425 70,001 4.89%

2、公共安全支出 26,647 26,349 1.13%

3、教育支出 156,909 148,342 5.78%

4、科学技术支出 30,385 30,343 0.14%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2,430 11,656 6.64%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799 66,853 1.42%

7、卫生健康支出 46,045 40,853 12.71%

8、节能环保支出 10,604 10,427 1.70%

9、城乡社区支出 43,698 42,336 3.22%

10、农林水支出 19,418 19,386 0.17%

11、交通运输支出 7,026 6,423 9.39%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045 5,530 9.31%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000 4,920 1.63%

14、金融支出 908 383 137.08%

15、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843 4,843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25 364 44.23%

17、住房保障支出 56,746 53,702 5.67%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069 1,677 23.38%

19、预备费 12,600 9,400 34.04%

20、债务付息支出 4,648 3,989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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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栖霞区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支出科目 2022年预算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573

1、科学技术支出

2、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节能环保支出

5、城乡社区支出

6、农林水支出

7、交通运输支出

8、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其他支出

10、债务还本支出

11、债务付息支出 17,573

12、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 24 -

附表 7

栖霞区本级 2022年主要项目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合计 204,163

一 城建交通类 23,206

1 城市维护管理设施养护经费 15,203

2 农路养护工程经费 1,866

3 燕子矶新城下庙片区基础设施及民生保障项目 1,109

4 农路日常养护经费 1,072

5 垃圾分类专项经费 1,000

6 老旧小区整治工程补助资金 1,000

7 物业管理星级小区评比及效能补贴经费 700

二 城乡统筹类 9,458

8 水利工程管理管护经费 1,938

9 农业农村公共服务 1,072

10 农业嘉年华专项资金 1,000

11 现代农业产业园扶持资金 1,000

12 农业绿色发展 763

13 经济薄弱村及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经费 760

14 水环境区域补偿资金 552

15 涉水业务监测及管理经费 510

16 八卦洲街道农村污水处理及主次干道（二期）建设工程 500

三 经济发展类 38,616

17 化债资金 1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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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8,000

19 产业发展资金 5,000

20 人才发展基金 3,000

21 税务征管经费和手续费 2,000

22 文化产业发展资金 1,000

23 新增规上企业奖励资金 1,000

24 招大引强专项资金 1,000

25 旅游产业发展资金 800

26 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培育 600

27 资本市场奖励资金 500

四 民生保障类 49,253

28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 7,900

29 就业社保补贴 5,520

30 社会救助经费 5,102

31 社区建设经费 4,620

3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助 3,673

33 被征地农民老年补助 3,620

34 双拥优抚安置经费 3,584

35 社会事业发展资金 2,600

36 养老服务事业经费 2,175

37 宁聚计划专项工作经费 1,900

38 民生社会事务预留资金 1,200

39 协议征地进保经费 1,050

40 人才安居购房和租赁补贴资金 888



- 26 -

序号 项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41 仙林农牧场离退休人员经费 790

42 困难职工补助经费 675

43 残疾人康复经费 643

44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经费 587

45 社会组织建设经费 500

五 社会事业类 83,630

46 预备费 12,000

47 药品零差率改革补助经费 6,160

48 纳入预算管理非税补助资金 6,000

49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经费 5,890

50 教育内涵发展经费 5,258

51 区属医院改革补助 5,208

52 教育技术装备及基建经费 5,086

53 各类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5,074

54 对口扶贫和援疆援藏援青经费 4,843

55 政府信息化及“雪亮工程”建设经费 3,475

56 基本公共卫生经费 2,760

57 教育救助及各类免学费补助 2,390

58 卫生内涵发展经费 2,300

59 教育转移支付资金 2,262

60 疫情防控经费 2,000

61 为民服务经费 1,905

62 媒体宣传合作经费 1,216

63 计划生育事业及扶助经费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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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重大公共卫生经费 939

65 大气污染防治经费 869

66 河道及污染源监测经费 853

67 区档案楼装修 800

68 卫生事业综合补助 780

69 南京日报订报费 580

70 食品检测经费 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