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

会 议 材 料 之 十 七

关于惠安县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
及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4年1月4日在惠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惠安县财政局局长 郑晓峰

各位代表：

受惠安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惠安县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4年预算草案提请惠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第一部分 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我县财政预算工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部

署，聚焦“四个主题年”，加力提效积极财政政策，全力确保财政

平稳运行，为推进惠安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县第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为：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232000 万元，增长 2.0%，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450000 万元，增长 2.4%。县本级可用财力 642157

万元，相应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42157万元。

2023年预算执行中，根据《预算法》规定，经县第十八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会议批准，对县第十八届人大第二

次会议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进行调整，新增一般债债务转贷收入

15042万元，调增县本级可用财力15042万元。调整后，年度可用

财力为657199万元。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应调整为657199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结果：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250846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101.5%，增长0.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0531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2.3%，增长14.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05316万元，加返还性收入 30869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9395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75164万元、调

入资金 759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7221万元，扣除上

解上级支出 5328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66122万元，可用财力共

计702415万元。加专项转移支付收入99736万元、上年结余77079

万元，收入合计 87923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74001万元，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0000万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800万

元，支出合计 775801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03429万元，

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103429万元。

（一）县级“三保”支出执行情况

2023年安排县级“三保”支出预算数 389830万元，其中保基

本民生 202326万元、保工资 176483万元、保运转 11021万元。

2023年县级“三保”支出数 368037万元，其中保基本民生 181006

万元、保工资 176010万元、保运转 11021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科目完成情况

1.增收因素

（1）增值税（50%地方分享部分）完成 172695万元，增收

31070万元，增长 21.9%。主要是受去年留抵退税低基数和制造

业中小微企业缓缴入库影响；

（2）非税收入完成 168602 万元，增收 36834 万元，增长

28%，是今年财政收入保持增长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总结去年盘

活国有资源资产经验做法，进一步探索国有资源资产盘活有效途

径，不断拓宽财政增收渠道。其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 107700万元，增收 46479万元，增长 75.9%。

2.减收因素

（1）企业所得税（40%地方分享部分）完成 57390 万元，

减收 4675万元，下降 7.5%。主要是部分重点企业利润下滑造成

企业所得税减收，泉州中化、达利相关企业、禹洲地产共计减收

5558万元；

（2）个人所得税（40%地方分享部分）完成 8390万元，减

收 1583 万元，下降 15.9%。主要是去年个别重点企业股权转让

缴纳个人所得税抬高基数。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科目完成情况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74001万元，增支 24275万元，增

长 3.7%。主要是：

1.公共安全支出 35000万元，增长 0.9%，主要原因是加大政

法公安投入力度；

2.教育支出 169568万元，增长 4.7%，主要原因是预发 2022

年度事业单位年度考核奖 4200万元；



3.科学技术支出 12141万元，增长 2.2%，主要原因是增加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市级奖补资金投入；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918万元，增长 1.1%，主要原

因是增加一般债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2030万元，增长 13.1%，主要原因

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发放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87元；

6.卫生健康支出 80794万元，增长 0.3%，主要原因是继续实

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 640

元；

7.节能环保支出 25853万元，增长 1.2%，主要原因是增加中

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 1708万元；

8.城乡社区支出 19672万元，增长 10.8%，主要原因是增加

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资金投入 1413万元；

9.农林水支出 43233万元，增长 4.3%，主要原因是增加灾后

恢复生产补助资金投入 2687万元；

10.交通运输支出 9676万元，增长 1.4%，主要原因是增加交

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资金投入。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县第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的政府性基金预算为：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210150万元，加债务转贷收入 39599万元，

扣除专项债还本支出 44700万元、调出资金 75900万元，政府性

基金可用财力合计 129149万元，按以收定支原则，相应安排支

出 129149万元。

2023 年预算执行中，根据《预算法》规定，经县第十八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会议批准，对县第十八届人大第



二次会议批准的政府性基金预算进行调整，新增专项债债务转贷

收入 98600万元，调增政府性基金可用财力 98600万元。调整后，

年度政府性基金可用财力 22774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27749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结果：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23346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8.7%，下降 10.4%。加上级补助收入 3900

万元、调入资金 21853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38199万元、上年

结余 83552万元，收入合计 37085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217703

万元，加调出资金 7590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555万元、债务还

本支出 44700万元，支出合计 338858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

余 31992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31992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县第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34 万元、支出 103 万元。当年

度结余 31万元，上年结转 1631万元，结转下年 1662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结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51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81.3%，其中利润收入 452万元，股

利、股息收入 40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9万元。上

级补助收入 8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676万元，主要用于

福建惠安城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和改制企

业留守人员工资等支出。上年结转 1560万元，结转下年 1403万

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县第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为：

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10388万元、支出 98722万元，



年度收支结余结转下年 11666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结果：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1070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3%，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 67665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3037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98100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支出 5547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

出 42623万元。年度收支结余结转下年 12602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

经省里核定，2023 年我县债务限额 2082133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 864490万元、专项债务 1217643万元）。截至 2023年

12月我县政府债务余额 190483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780620

万元、专项债务 1124219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省财

政厅核定的限额内。

（二）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23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13642万

元，其中：一般债务 15042万元、专项债务 98600万元。

（三）缴付地方政府债券本息情况

2023 年我县按期缴付地方政府债券到期本息及发行费

176612万元，其中：到期本金 110802万元、利息及发行费 65810

万元。

以上快报数在决算编制中可能还会有所调整，待县本级决算

编成后再报县人大常委会审批。

六、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主要特点

2023 年全县各级各部门强化预算法治意识，严格落实县第



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决议及县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意见，着力做

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凝心聚力统筹财政资金

一是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聚焦既定收入目标，强化税收征管，

精准挖掘税收资源，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的税性比重维持在 85%

以上。加强和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加大对网

赌等案件的侦破力度，罚没收入完成 11778万元。二是盘活资产

资源助力财政增收。积极推进实施一批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及

公共资源处置工作，形成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61540万元。三是向

上争取资金成效显著。各级各部门争取上级资金超 12亿元，其

中：争取 500万元以上项目数量达 43个，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项目 3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9450万元、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5100万元、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项

目补助 4500万元、疫情防控财力补助资金 4143万元、中央彩票

公益金 4092万元等。我县争取省财政厅下达 2023年再融资债券

资金 99721万元（占年度到期债券本金的 90%），新增地方政府

债券资金 113642万元。

（二）紧盯重点保障民生支出

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非刚性非急

需支出，腾出资金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全年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674001万元，增支 24275万元，增长 3.7%。民生支出

542116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0.4%，增长 8.9%。一是

持续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统筹资金 20826万元，建成投

用第八实验幼儿园等 4个幼儿园项目和山霞中学教学楼等 4个中

小学项目，在建第六实验幼儿园、小岞第二中心小学等 7个项目，



全力满足办学需求，为惠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活力。

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工作。提高养老金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

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 187 元，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

57740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补助支出

11005 万元；关注重点贫困人群，发放城乡低保金 5586 万元、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886万元；发放优扶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

3653 万元。三是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继续实施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 640元；拨付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 6949万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 89元；

拨付疫情防控医务人员一次性工作补助和临时性工作补贴 2375

万元。四是助力城乡品质提升。拨付 3522万元用于老旧小区改

造，投入 1081万元用于廉租房建设及维护，改善居民小区宜居

环境；统筹 6121万元用于县道景观提升工程、镇区道路改造等，

提升城乡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五是众志成城抗灾救灾。“杜苏芮”

台风灾害发生后，统筹安排 2277万元用于救灾工作。同时，持

续健全防灾减灾救灾资金多元投入机制，2023 年投入各级防灾

减灾救灾资金 7464万元，切实提升防汛救灾综合能力。

（三）“强产兴城”推进发展超越

一是开展服务民营企业“精准滴灌”行动。滚动梳理评估汇总

各级各类现行有效的惠企政策 150条，其中免申即享 33条、即

申即享 117条。以惠企政策线上直达兑现平台为支撑，对企业信

息和政策要素进行快速精准匹配，实现“政策找企、应享尽享、

免申即享”，平台企业注册数已超 8900 家，惠企资金累计兑现

56395万元。二是充分发挥基金招引作用。做实“基金+协会+园

区”模式，县产业投资母基金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签约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二期基金、科创兴泉壹号创业投资基

金、泉州海丝产业升级基金等 3支产业基金，进一步支持县域壮

大主导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参投的中化创新基金已完成对

博纯新材料 1.03亿股的交割和山东益大新材泉州 10万吨/年高端

电极前驱体智能一体化项目的选址落地。截至 2023年已参投基

金规模超 150亿元。三是有序推进投融资改革。组织汇编《深化

投融资改革保障“强产兴城”实施方案案例指引》，为畅通县属国

企投融资渠道、拓宽项目资金来源提供操作指引。创新片区综合

开发、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项目投资模

式，成功策划县道 310道路拓宽工程、智慧城市工程等多个项目

获得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金融支持，有效保障项目建设资金，

缓解政府投资压力。

（四）压实责任规范财经秩序

一是积极担当作为，依法依规履行财会监督职责。加大重点

民生资金、抚恤金、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等重点领域专项资

金和财经纪律重点问题监督力度，开展专项整治、“1+X”专项督

查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发现、督促整改问题 53个；强化行业

监管力度，对我县 8家代理记账机构进行执业质量检查，并对 2

家“无证经营”代理记账机构开展行业违法违规专项整治。二是强

化协调联动，深化财税信息共享运用。搭建财税综合信息分析平

台，汇集各部门的涉税数据，分析重点行业重点税源缴税情况，

提高财政收入监控和税收征管水平。三是注重风险防范、推动规

范运行。制定出台《关于加强 PPP 项目投资建设管理并持续推

进项目规范化履约的通知》，为进一步规范全县 PPP项目运作、

遏制隐性债务风险增量提出明确工作要求。结合项目推进情况，



重新批复惠安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PPP 项目总投资额为

89920.73 万元，调整变更惠安县智慧城市 PPP 项目建设内容，

确保项目有序实施见效。

总体来看，2023 年预算执行工作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自

觉接受人大的依法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各级各部门协同协

作、共同努力，取得一定成效。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经济恢复“波浪

式”发展、主要税源税收贡献增长乏力、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

成，“三保”支出、民生领域、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需求不减，

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增大，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考验。我们

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各位委员的意见和建

议，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第二部分 2024年预算草案

2024 年我们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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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中央、

省委、市委、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聚焦我县中心工作，兜牢“三保”底线，增强财政可持续性，适度

加力、提质增效，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2024年预算编制原则

2024年收入预算按照“实事求是、依法科学、扎实稳妥、提

质增效”的原则编制，支出预算按照“统筹兼顾、绩效导向、硬化

约束、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在兜牢“三保”底线的基础上，确



保债券还本付息等各项重点支出和政策性支出，兼顾产业扶持政

策兑现等刚性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27570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

增长 2.0%，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2050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

增长 3.0%。加上级补助收入 99591万元（返还性收入 30869 万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5675 万元、提前下达上级补助收入

23047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00843 万元、调入资金 40000 万

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8555万元，扣除上解支出 3775万

元、债务还本支出 112073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 100843万元），

县本级可用财力 673641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相应安排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673641万元。

（一）县级“三保”支出保障情况

2024年我县将进一步强化“三保”支出（保基本民生、保工资、

保运转）保障，严格将“三保”特别是“保基本民生”放在各项支出

的首位予以优先确保。按地方级标准进行测算：2024年县级“三

保”支出需求数 348702万元，其中保基本民生 143410万元、保

工资 197293 万元、保运转 7999 万元。为切实做好县级“三保”

支出保障工作，2024年安排县级“三保”支出预算数 389135万元，

其中保基本民生 183843万元、保工资 197293万元、保运转 7999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科目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安排 47849万元，下降 10.7%；

2.公共安全支出安排 34209万元，增长 3.2%；

3.教育支出安排 165178万元，增长 8.2%；



4.科学技术支出安排 12280万元，增长 3.0%；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 141811万元，增长 10.7%；

6.卫生健康支出安排 72935万元，增长 5.7%；

7.节能环保支出安排 22314万元，增长 10.3%；

8.城乡社区支出安排 27258万元，增长 10.6%；

9.农林水支出安排 30487万元，增长 7.8%；

10.交通运输支出安排 12730万元，增长 21.8%。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159000万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收入 38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3500万元，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 146950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050万元，农

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00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2700万元。加

债务转贷收入 26939万元。扣除债务还本支出 29932万元（其中

再融资债券 26939万元）、调出资金 40000万元，政府性基金可

用财力合计 116007万元，按以收定支原则，相应安排支出 116007

万元。主要科目支出安排情况：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63387万元；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1050万元；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1000万元；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3828万元；

5.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3500万元；

6.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2700万元；

7.债务付息支出 40344万元；

8.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98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03万元，其中利润收入 305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390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70万元，主要用于改制企业留守

人员工资 87万元、工信商务系统转制企业及燃料公司工资专项

经费 83万元。加上年结转 1403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1936

万元。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18047万元，其中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7188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 46167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08888万元，其

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62721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6167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9159万

元。

六、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4年我县预计应缴付地方政府债券本息 210098万元，其

中应还本金 141980万元，增加 31178 万元，增长 28.0%；应付

利息及发行费 68118万元，增加 2308万元，增长 3.5%。

七、2024年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

（一）全力以赴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一要挖掘收入潜力。加强财源建设，关注延续优化部分阶段

性税费优惠政策和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激发的增收潜力，抓好税收

征管工作。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拓宽国有资产资源变现的

广度维度。保障各执收执罚部门依法履职，做到依法处置应收尽

收。二要继续向上争取政策、资金。立足新发展阶段，结合我县

发展潜能，梳理各级专项资金清单，紧跟上级专项资金竞争性评



审政策导向，积极参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农村综合性改革试

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等重大项目竞争评选。

三要持续跟踪落实涉企政策。跟踪分析已出台产业政策效应，督

促政策最终落实到税收增收、经济发展上来。加强在惠企业产销

链条分析，积极引导主辅分离型企业的商贸主体落户我县，促进

企业产销一体税收全额留在我县。四要高效发挥土地效益。积极

谋划土地出让前期工作，加快成熟地块的土地出让，加大批而未

供土地供应力度，有节奏地推进土地出让工作，一方面推动存量

土地的盘活利用，增加政府性基金收入，另一方面出让地块迅速

动工建设，涵养新财源。五要调优结构保障基本民生。坚持行政

事业单位过“紧日子”，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节用裕民作用，大力

优化支出结构，严控一般性支出。聚焦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社

会稳定等重要领域，持续发挥财政资金对民生福祉的兜底、保障、

普惠作用。安排项目资金近 5亿元，用于 55项为民办实事项目，

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助力打赢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大决战。安排生态环境资金 5.5亿元，支持废弃矿山修复、

流域综合整治、污水治理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多措并举增强财政运行韧性

一要做强产业夯实财力增长基础。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

的鼓励引导作用，安排各类惠企资金 51959万元，推动石化、雕

艺、食品、纸制品等传统税源财源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扶持培育

新能源、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等财政收入新增长点，以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壮大财政收入根基。二要有效盘活闲置国有资产。

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全面清查国有资产、资源和资金，积极

分类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的清查建档和处置工作，依照“能



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的原则，聚合资源要素，加快闲

置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拓宽地方政府服务经济发展的自有财力渠

道。三要唤醒各领域“沉睡”资金。严格执行盘活存量资金长效机

制，对超过规定结转年限的财政资金一律收回统筹使用，开展财

政专户清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四要强化债务风险防

控。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多渠道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

住红线和底线，实化措施，压实责任，及时筹集和落实偿债资金。

强化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约束，优化库款保障顺序，按时归

还到期政府债务。创新策划项目、积极申报债券。对符合债券风

险管理要求和发行条件、前期准备充分、策划科学合理的项目纳

入发行备选库管理，对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纳入重大建设项目库

管理，扩大储备库来源渠道，提升储备库的储蓄能力和储蓄质量。

五要搭建重点项目投融资“桥梁”。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综合运

用“财政政策+金融工具”，开展城乡提品质项目路演活动，指导、

协助重点项目业主对接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策划生成项目 20

个、投资额超 32.5亿元，促进项目投融资多元化。

（三）做优做大增强国企战略支撑

一要持续完善制度规范，完善尽职免责清单、国有企业资产

管理规定、人力资源管理办法、常态化监督监察等，进一步推进

政企分离，做好高质量发展要素保障。二要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

转型。持续鼓励并推进县属国有企业开展市场化业务试点，以新

能源、汽车租赁、文旅研学、产业基金、工程项目设计咨询等业

务为切入口，探索聘请职业经理人运营的方式，以业绩、目标为

导向，进行契约化经营，激发企业活力。三要构筑集团风险防控

体系。继续强化法治思维和合规意识，搭建国有企业综合监管平



台，实现国企运行事前、事中监控和事后评价全过程管理。四要

科学制定融资计划，围绕在建、拟建重点项目，积极争取 2024

年地方专项债券入库发行，对接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授信，保

障项目建设需求。盘活可利用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

构，降低融资成本。加快县城乡文旅集团 AA评级工作，进一步

优化国资布局。

（四）坚持不懈推进财政管理改革

一要推动预算编审信息化。以系统化思维整合财政预算管理

全流程，将管理规则嵌入信息系统，构建信息技术条件下“制度+

技术”的管理机制，有效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为预算编审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力量，推进财政信息化建设。二要推进预算管理系统

一体化建设。扎实推进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管理等核心模

块运用，提前布局资产、债务、政府采购等新模块上线准备，实

现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线上“全链条”闭环管理，全面提高预算管理

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和预算透明度。三要力促预算绩效管理

精细化。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编制、执行的全过程，逐步

完善绩效目标体系，加强绩效运行动态监控，硬化绩效评价结果

对项目选择、资金安排、政策调整的约束作用，坚决压减非重点、

非刚性、低成效的项目支出，推动提升部门和单位管理效率和履

职效能，促进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四要加快税收分析数字化

转型。加大部门（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和跨部门大数据价

值挖掘力度，形成完整的社会综合治税信息链条，构建全方位涉

税信息共享网络，集聚合力、深入分析财政收入变化趋势、重点

税源变化，提供多角度、多层面的决策信息，实现信息效用的最

大化。



各位代表，新的一年我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自觉接受

人大的依法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继续加力提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迎难而上、接续攻坚，以奋

发有为的姿态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建设海丝现代化工贸港

口旅游城市、谱写新时代新征程惠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实

的财政保障。

惠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秘书处 2024年1月

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