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预算执行情况通报
第十一期

黑龙江省财政厅 2023年 12月 18日
——————————★——————————

1—11 月全省预算执行情况通报

年初以来，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财政收入稳定增长，重点支出保障有力，财

政运行总体平稳。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1—11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65.8亿元，增长

8.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799亿元，增长 10.3%；非税收入

完成 466.7亿元，增长 5.5%。

1.从级次看，市（地）级收入增长较快。省本级完成 276.8

亿元，下降 6.7%，主要受原油价格下降以及去年同期非税收入

高基数影响。市（地）级完成 989亿元，增长 13.6%，其中：市

（地）本级完成 697.3亿元，增长 10.6%；县（市）级完成 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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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21.5%。

2.从区域看，13个市（地）“11增 2降”。伊春、齐齐哈尔、

佳木斯、绥化 4个市增幅高于 20%，分别增长 32.5%、30.5%、

27%和 26%。大庆、鹤岗分别下降 6.7%、2.8%，主要受原油煤

炭价格下降以及去年同期非税收入高基数影响。

3.从结构看，财政收入质量保持稳定。全省税收收入占比为

63.1%，与 1—10月持平。省本级税收收入占比为 74.5%；市（地）

级税收收入占比为 59.9%，其中：市（地）本级税收收入占比为

65.8%；县（市）级税收收入占比为 45.9%。

4.从税种看，15个税种“10增 5降”。增值税完成 318.2亿

元，增长 34.4%，主要是制造业增值税缓税入库以及留抵退税

回补等政策性因素带动；契税完成 45.9亿元，增长 22.8%，主

要是二手房交易增加带动；土地增值税完成 15.3亿元，增长 22%，

主要是去年同期房地产项目清算退税低基数带动；企业所得税

完成 97.2亿元，下降 11.1%，主要受工业、金融业企业利润下

降等影响。印花税、房产税、车船税、个人所得税、烟叶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7个税种有所增长。资源税、环境保护税、

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4个税种有所下降。

5.从行业看，14个重点行业“8增 6 降”。第二产业税收收

入完成 405.1亿元，增长 9%，其中：装备制造业、建筑业分别

完成 43.7亿元、44.6亿元，分别增长 64.2%、34%；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洗选业分别完成 112亿元、37亿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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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下降 20.5%、18.9%。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完成 388.6亿元，增

长 11.3%，其中：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分别完成 80.7亿元、

89.5亿元，分别增长 25.4%、11.5%；金融业完成 84.8亿元，下

降 7.4%。

6.从非税收入看，8个项目“4增 4降”。增幅最高的国有资

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238.4亿元，增长 16.9%，主要是

林地、土地特许经营权出让收入增加带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分别完成 8.2亿元和 59亿元，分别下降 35.1%和 9.1%，

主要受去年同期企业缴纳利润收入以及清缴地方教育费附加等

抬高基数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政府住房基

金收入小幅增长，捐赠收入等 2个项目有所下降。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11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128.8亿元，增长

6.9%，较 1—10月提高 3.5 个百分点。分级次看，省本级完成

1413.9亿元，增长 16.6%；市（地）级完成 3714.9亿元，增长

3.6%，其中：市（地）本级完成 1627.9亿元，增长 1.1%；县（市）

级完成 2087 亿元，增长 5.6%。分区域看，13 个市（地）“10

增 3降”，其中：大兴安岭、双鸭山 2个市（地）增幅较高，分

别增长 23.9%、11.7%；大庆、哈尔滨、七台河 3个市分别下降

3.9%、1.1%和 0.8%。分科目看，交通运输支出、节能环保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农林水支出增长较快，

分别增长 19.5%、14.2%、12.8%、12.4%、11.1%。



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25.4 亿元，下降 5.2%。分

级次看，省本级完成 8.4亿元，增长 43.4%，主要是彩票公益金

收入增加带动；市（地）级完成 117亿元，下降 7.4%，其中：

市（地）本级完成 81.6亿元，增长 4.4%；县（市）级完成 35.4

亿元，下降 26.5%。分项目看，14个项目“11增 3 降”。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81亿元，下降 17.8%，主要受哈

尔滨、牡丹江等地土地交易减少影响；彩票公益金收入完成 11.3

亿元，增长 51.3%，主要是体育彩票销售收入增加带动
①
；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13.7 亿元，增长 35.8%，主要是哈尔

滨、齐齐哈尔等地建设项目恢复性增长带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73 亿元，增长 19.7%，主

要是哈尔滨、牡丹江、大庆等地新增专项债券支出增加带动。

分级次看，省本级完成 47.8亿元，下降 8.9%；市（地）级完成

525.2亿元，增长 23.2%，其中：市（地）本级完成 403.7亿元，

增长 53.1%；县（市）级完成 121.5亿元，下降 25.3%。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情况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1.7亿元，下降 45.3%，

① 1-11月全省体育彩票销售收入完成 54.5亿元，增长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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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去年同期双鸭山惠泽公共事业管理有限公司缴纳利润收

入以及七台河国润公用事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产权转让收入抬

高基数影响。分级次看，省本级完成 0.9亿元，下降 1%；市（地）

级完成 10.8 亿元，下降 47.2%，其中：市（地）本级完成 7.5

亿元，下降 63%；县（市）级完成 3.3亿元。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1亿元，下降 55.5%，主

要受去年同期拨付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职工家属区“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补助资金抬高基数影响。分级次看，省本级完

成 0.1亿元，下降 99.4%；市（地）级完成 10.9亿元，增长 1.1

倍，其中：市（地）本级完成 8.7亿元，增长 98.3%；县（市）

级完成 2.2亿元，增长 1.7倍，主要是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增支

带动。

四、存在的问题

1—11 月，影响税收收入增幅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

炭开采洗选业、石化制造业、金融业等四个重点行业仍呈下降

趋势，但降幅趋缓，合计影响税收收入减收 47.2亿元，负向拉

动税收收入增幅 6.5 个百分点。一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11

月当月大庆原油均价回升 113元/吨，但累计均价仍下降 11.8%，

受此影响，税收收入减收 28.8亿元，下降 20.5%，较 1—10月

收窄 3.7 个百分点。二是煤炭开采洗选业，11月当月龙煤集团

商品煤均价回升 19元/吨，但累计均价仍下降 20.6%，叠加煤炭



6

销量下降因素，影响税收收入减收 8.6亿元，下降 18.9%，与 1

—10月基本持平。三是石化制造业，随着大庆石化炼化企业全

面恢复生产、产能提升，税收收入减收 3亿元，下降 9.7%，较

1—10 月收窄 4 个百分点。四是金融业，受房贷需求乏力等因

素影响，金融企业效益下滑，税收收入减收 6.8亿元，下降 7.4%，

较 1—10月收窄 0.7个百分点。

此外，1—11月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81亿元，

减收 17.6 亿元，下降 17.8%，较 1—10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

13个市（地）“4增 9降”，其中：哈尔滨、牡丹江降幅较大，

合计减收 11亿元，负向拉动全省增幅 11.2个百分点。

五、工作措施

年底前，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积极

对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聚焦稳经济、稳增长，扎实推进财政收入组织工作，持续发力

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积极稳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用

最大努力争取年度预算执行最好结果。

（一）精准发力，强化推进财政收入组织。强化财税协调

联动，按日对收入执行情况进行监测调度，强化对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煤炭开采洗选、石化制造等重点行业的动态跟踪，抓

好零散税源、印花税等小税种征管，确保应收尽收，同时积极

稳妥组织非税收入，努力减小同期收入高基数带来的增幅下行

压力，力争在实现调整预算目标基础上有所增长，并提高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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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质量。

（二）加力提效，全力加快财政支出进度。会同项目主管

部门建立项目建设资金动态统计台账，按周调度项目实施进度

和资金支付进度，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抓牢抓实项目建设，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聚焦省级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基

础设施项目，配合主管部门谋深项目储备，抢抓“项目谋划之冬”，

积聚拉动投资的“拳头”力量。

（三）坚守底线，切实防控财政运行风险。按照“市县为

主、省级兜底”原则，完善落实“三保”支出保障机制，坚持“三

保”等刚性支出安排优先次序，强化财政运行动态监测预警，提

前处置应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认真落实党

中央批准的一揽子化债方案，切实运用债务风险防控统计监测、

月报预警、风险会商、应急救助、考核问责机制，用足用好政

策工具，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四）科学谋划，扎实做好 2024年预算编制。按照积极财

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取向，科学合理编制明年财政预

算，做好收支形势分析研判，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力度，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坚持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把绩效

关口，做到中央规定配套项目必保、民生政策性支出必保、支

持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发展性支出必保、科技人才

等创新领域支出必保、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必保等“五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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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推动政策实施效果提升和资金使用聚力增效，增强重大

战略任务保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