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双桥区政府预算公开有关事项说明

一、“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2024 年预算安排总体要求

2024 年预算严格按照“绩效预算、部门预算；综合预算、

零基预算”的要求，从严从紧编列。既聚焦解决当前最紧迫

问题，又着眼健全长效机制；既关注预算资金的直接产出和

效果，又关注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既关注新出台政策、

项目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又兼顾延续政策、项目的必要性和

有效性。坚持“量财办事,尽力而为；依法理财，硬化约束；

勤俭节约，压减一般；讲求绩效，提高效益”的基本原则。

（二）“三公”经费安排情况

2024 年我区“三公”经费总计 885.1 万元，较上年 563.38

万元增加 321.72 万元，增长 57.1%。其中：公用用车购置

310.8 万元，较上年 0 万元，增加 310.8 万元，增长 10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14.7 万元，与上年 403.8 万元基本持

平；公务接待费 154.6 万元，较上年 154.58 万元基本持平。

（三）“三公”经费变化原因

2024 年“三公”经费较上年增加较多，主要原因为我区

部分预算部门车辆已基本报废，无法正常使用，为维持机关

正常运转急需新增部分公务用车。

二、债务限额及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一）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经河北省财政厅批复我区政府债务总



限额为 109.3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86.61 亿元，占

比 79.23%；专项债务限额 22.71 亿元，占比 20.77%。

（二）政府债务限额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我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93.35 亿元，较

上年 84.01 亿元，增加 9.34 亿元，限额使用比例 85.39%，

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73.43 亿元，较上年增加 4.69 亿元（新

增 10.59 亿元，偿还 5.9 亿元），限额使用比例 84.68%；专

项债务余额 19.92 亿元，较上年增加 4.65 亿元（新增 8.9

亿元，偿还 4.25 亿元），限额使用比例 87.71%。

（三）2023 年发行债券使用情况

2023 年申请发行再融资债券 19.49 亿元，其中：再融资

一般债券 10.59 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8.9 亿元，全部用于

到期债务偿还本金。

（四）2023 年到期债券本金偿还及再融资情况。

2023 年 1 至 12 月，双桥区共偿还到期债券本金 10.15

亿元，其中：申请再融资债券偿还政府债务本金 8.89 亿元，

安排自有资金偿还政府债务本金 1.26 亿元。

（五）2023 年债务管理情况

在 2023 年，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完善制度、

合理规划。积极落实省政府化解债务相关政策，依据未来经

济发展趋势、可用财力增长情况以及各项财政支出的增加情

况，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维护稳定、逐步化解”为原

则重新制定了《双桥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方案》并严格执行。

二是科学预算，全面保障偿债资金。在化解政府债务工作中



重点做好提谋划。年初从预算入手，对全年到期债务逐笔核

实到期时间，列出全年化解债务序时表，并全额列入政府预

算，做到提早安排，提早准备，提早落实，确保不发生债务

到期违约风险。三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积极联系财政部、

省财政厅，将我区纳入隐性债化解建制县试点范围，申请再

融债券 10.6 亿元用于化解隐性债务。四是抓好预算执行，

促增收、减支出。一方面全力抓好税收，不断巩固财源建设

成果，使辖区税款做到应收尽收。另一方面继续严控预算支

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精打细算，不断调

整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压缩“三公”经

费等一般性支出，腾出更多资金优先安排政府债务还本付息。

五是积极争取上级财力支持。全年共争取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15.43 亿元。

（六）2024 年工作计划

1.严格落实隐性债务化解方案。督促债务单位按时化解

隐性存量债务，坚决避免群体性债务风险事件发生。

2.研究制定债券资金支出督导机制。及时了解安排债券

资金的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督促债务单位抓紧时间支出以前

年度新增债券资金，形成实物工作量。

3.提前部署 2024 年新增政府债券申报工作。督促项目

单位提前准备及完善项目相关手续及资料，常态化储备债券

项目。

三、上级转移支付预算情况说明

2024 年政府预算编制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将税收返还、提



前通知转移支付资金全部列入区级收入预算，统筹安排区级

支出切实提高预算完整性。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71

亿元，按照现行体制测算以及根据收到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

付情况，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合计 4.21 亿元，

其中：返还性收入 0.57 亿元；一般转移支付 3.6 亿元；专

项转移支付 0.05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安排

20.59 亿元。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为夯实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基础，促进预算管理和绩效

管理的有机融合，我区不断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是

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事前绩效评估方面：按照《双

桥区区级部门事前绩效评估规范》，组织全区预算单位开展

了事前绩效评估工作，从立项必要性、实施可行性、绩效目

标合理性、投入经济性、筹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进行论证，

将事前绩效评估作为申请年度预算资金的必备条件。绩效目

标管理方面：本着“谁申请资金、谁申报目标”的原则，结

合各单位工作实际，组织全区预算单位设定了年度部门整体

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和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科学编

制了 2024 年预算绩效本文，为绩效运行监控和评价管理夯

实了基础。绩效运行监控方面：积极推进财政部门和预算部

门“双监控”机制，及时掌握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和预算执

行情况，提高了预算执行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绩效评价

方面：组织开展了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及重点评价工作, 并将

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资金安排和分配的重要依据。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2024 年全区政府采购预算 4314.88 万元，主要涉及全区

各部门各种办公设备采购。从采购项目构成情况看,工程类

2663.5 万元，占 61.7%；货物类 1105.38 万元，占 25.6%；

服务类 546 万元，占 12.7%。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公开情况说明

2024 年，进一步推进经济回升向好仍有巨大困难和挑战，

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兜牢全区“三保”底线责任重大。我们

将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和区委决策部署，围绕推动高质量

发展，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坚定信心，勠力同心，确保全

年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一）打好“力促发展”攻坚战，推动经济整体向好

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动，加力提效推动积极

的财政政策更精准、更可持续，全力服务全区发展大局。持

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着力纾解企业困难。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全力推行“一次办结”、“一站式”服务模式，确保各

项支持措施落地生效，全方位助力高质量发展。

（二）打好“组织收入”主动战，确保财政平稳增收

强化统筹组织收入工作“一盘棋”，树牢目标意识，及

时将任务分解到季、到月、到旬，确保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提升税源监管分析与跟踪服务质效，积极挖潜增收。依法夯

实非税工作基础，压实部门、单位主体责任，通过信息共享、

非税收缴电子化改革等举措，多途径堵住管理漏洞，促进政



府非税收入颗粒归仓、粒粒饱满。

（三）打好“开源节流”持久战，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坚持系统思维，强化财政资金资源统筹，严防资金使用

“碎片化”“低效化”。持续盘活政府存量资产资源，从严管

理财政结余结转资金。强化绩效管理，着力构建全方位、全

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格局，促动绩效融入预算，绩

效服务预算。把“过紧日子”作为一项纪律要求，持续压减

非刚性非急需支出，做到“三公”经费预算只减不增，继续

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加强政府全口

径预算统筹衔接，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全力支持三农、

文教卫、社保就业与乡村振兴等政策落实，不断筑牢兜实“三

保”底线。

（四）打好“重点保障”阵地战，加大重点领域投入

巩固民生保障阵地，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推进公共

服务优质共享，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事业发展，加强城乡基

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推动经济

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民生。认真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积

极推进乡村振兴、和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提升农

村环境面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加大

上级资金争取力度，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

器”，确保全区重点项目落地开花。

（五）打好“财政风险”防御战，稳固财政运行根基

“全方位”强化预算执行。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充分利

用现有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加强对预算收支、“三公”经



费、政府采购预算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全方位提升预

算执行质效。“全覆盖”优化绩效管理。抓住“事前、事中、

事后”三大关键节点，打造管理“闭环”，推动做“优”绩

效目标、做“深”绩效评价、做“实”结果运用、做“好”

支出控管，促进预算绩效管理层层递进、逐步深化，切实管

好用好财政资金，保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全过程”

开展财政监管，以财会监督法治建设为契机，明确财政、部

门、单位和中介机构各方职责，推动建立横向协同、纵向联

动、贯通协调的财会监督工作机制，不断提升财政监督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