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经技区 2024年上半年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4年 8月 27日）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政府委托，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经技区 2024 年上半

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上半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6563 万元，完成

预算的 59.3%，增长 6%。其中：税收收入 119107万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1.3%；主体税收 67446 万元，占税收收入

的比重为 56.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2564 万元，完成预算的

52.3%，增长 12.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上半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68万元，完成预

算的 1.3%。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2591 万元，完成预算的

36.2%，下降 42.4%。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上半年，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114 万元，完



成预算的 49.4%，下降 11.7%。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149

万元，完成预算的 48.2%，增长 9.4%。

（四）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4 年度市级核定我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166097万元。

我区 2024年 6 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143137万元，控制在限

额范围内。2024年上半年市级分配我区地方政府债券 66000万元，

已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51000万元，包括新增债券 45000万元，再

融资债券 6000万元。

1.新增债券。新增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安排用于

中韩自贸合作示范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26200万元，经开区深

海工程高端装备产业基地项目 10000万元，经开区华滋海洋中大

型无人船艇产业基地项目 8800万元。截止 6月底，新增专项债券

实际支出 45000万元。

2.再融资债券。再融资债券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

本金。

二、落实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推进财政改革管理情况

（一）聚焦培源增收，夯实税源基础。加大政策扶持和要素

保障力度，推动存量企业做大做强。落实重点企业常态化分包走

访制度，优化“企业家活动日·周五下午茶”机制，促成 15家企

业开展合作，争取政策性资金 3.5 亿元，申报设备更新贷款 30

亿元，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 42亿元，全区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469.1亿元，增长 10.1%。新增纳统企业 16家，营收增速超过 30%

的企业 35 家，13 家冲击新目标企业实现营收 73.2 亿元，增长

19.7%。狠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后劲。加

大精准对接和链式招商力度，新引进签约落地产业项目 8个，投

资 50 亿元，储备重点在谈项目 40 余个，总投资 250亿元。完善

“1+3+N”科技创新体系，科技赋能更加有力。成功承办山东省干

细胞学会植物干细胞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泰美联华光电科技、

瑞欣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等国家级孵化器获评良

好等次，15 个市级重点科技创新项目和 20 个科技赋能一批项目

加快推进，全区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3%，百圣源、海马地毯等

10家企业生产效能提升 20%以上。

（二）持续强化管理，提升保障能力。加强收入征管，稳定

收入增长，深化财税协同，聚焦管理薄弱和风险较大领域，强化

风险监控指标分析，精准定位防范风险、堵漏增收，上半年，对

5029户企业实施风险应对，查收税款 3.6 亿元。上半年，实现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4.7亿元，同比增长 6%，完成全年预算的 59%，

税收收入占比 81.3%。加强资金统筹，持续推进低效用地综合整

治，储备经营性用地 336亩，为房地产税收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稳

定增长提供保障支撑。深入研究“稳中向好、进中提质”等上级

政策，做好专项债项目谋划储备，入库项目 19个，额度 38亿元，

发行专项债券 4.5亿元，全力保障中韩自贸区等重点项目建设。



发挥国企平台作用，清理盘活资产，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益，为

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集蓄动能。

（三）注重改善民生，增强群众获得感。加大统筹力度，优

化支出结构，落实“三保”指标优先执行、“三保”库款优先保障

等措施，安排民生支出 8.4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1.5%。

聚焦教育、住房、交通等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加快推进 36项民

生实事和 40项民生微实事。投入 3.7亿元，加快推进 3所中小学、

2 所幼儿园建设，蒿泊中学，金茂悦、太阳雨 2 所幼儿园年内投

入使用，新增优质公办学位 2760个。加强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

为 12处卫生室配备智慧随访设备及康复理疗设备，建立城镇居民

健康档案 20.93万份。按时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老年福利、计划生育特别扶助等各项社会救助待遇

3249万元。

（四）坚持有解思维，兜牢风险底线。有序化解债务风险，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筹资偿还政府债券到期利息 1.2亿元，化解

存量隐债 1.8亿元。规范城投债务管理，实施国企融资提级管理，

综合利用专项债、企业债、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融资方式，优化债

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存量债务融资成本稳定在 5%左右，风险

整体可控。抓实金融风险防范，充分发挥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

统筹协调作用，常态化推进打非宣传“七进”工作，打击处置非

法金融犯罪 2起，涉案金额 8亿元。稳控重点领域风险，完成汇



利平台货币偿债三期兑付，推进 7个现存项目司法处置进程，确

保年底前实现良性清盘。抓实不良贷款处置，完成小可公司 6.52

亿元不良贷款核销，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下降 79%。

三、2024年下半年财政工作重点

（一）紧抓开源节流，进一步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全力组织

收入，加强财税金融联动，密切关注泰昇电缆、芜湖船厂、智慧

谷二期等重点项目进展，跟进股权转让、对外付汇等大额税款动

向，统筹项目清算和退补税进度，实现应收尽收，确保完成全年

收入目标任务。优化支出结构，严把政府投资、资产配置、政府

采购关口，全力保障三保等刚性支出需求，重点服务教育、就业、

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发展。结合全区重点项目建设需求，持续

做好项目储备工作，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6.5 亿元，全力服务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紧握发展脉搏，进一步增创经济发展优势。强化基金

赋能，对接、尽调企业不少于 10家，加快推进中厦电子、双城电

气等项目投资落地。发挥山发绿色基金作用，确保九龙河项目后

续出资到位。探索以股权、债券等方式推进创投基金投放，支持

项目发展。深化上市梯次培育，跟踪支持华东数控、泓淋电力等

上市公司项目新建，探索运用股份、定向可转债等工具引入战略

投资，注入优质资产。加大后备企业宣传辅导，计划组织 5家以

上创投基金、20家以上后备企业参与对接，鼓励瑞翼德、旭日过



滤器等区域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转板提级。强化金融多维度支撑，

组织银行提供全流程融资方案，重点推进“芜湖-招行”“乐家-

商行”等银企合作，加速项目建设。探索打造省级“金融助力绿

色低碳转型试点”，举办“金融服务制造业绿色发展”政银企对接

活动，宣传推介绿色金融政策和定制化产品，力争新增绿色信贷

12亿元。

（三）紧盯国企攻坚，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规范国企

市场化运营，优化国企统筹布局，加大经发控股盛德重工产业园

招商力度，力争年底前入驻企业使用面积增加 4.2万平方米，厂

房使用率不低于 70%。推进广安智造产业园开展精准招商，增强

经济发展后劲。抓好智慧谷服务贸易产业园商业综合体建设，培

育核心主营业务。组织国企参加中国企业论坛等全国性、区域性

交流活动，加强与央企、外企合资合作，实现借势发展。防控国

企债务风险，严格落实城投债提级管理机制，加快底层级城投公

司兼并重组，确保新增国企融资利率不超过 5.5%，严控融资成本。

逐笔压实即将到期的城投债务筹资偿还计划，争取存量流动资金

贷款按期续贷，严防逾期风险。创新国有资产管理，探索搭建国

有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构建动态监管体系，推动资产共享共用。

结合区属企业融资计划，统筹制定资产盘活措施，最大限度提升

资产融资能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做好下半年财政工



作责任重大，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

实市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和本次会议决议，锐意进取，真抓实干，

开拓创新，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主要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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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对依照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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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

支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5.地方政府债券：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代理或地方

财政自主发行和偿还的政府债券。

6.预算绩效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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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社会管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