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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文件（7）

汕头市 2024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2024年 9月

今年以来，省分次下达我市两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

174.0624 亿元，连同 2023 年、2024 年相关结算补助收入等按

规定需纳入预算管理。根据《预算法》第三十五条、六十七条

等有关规定，现对 2024 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进行调整。

一、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分配安排情况

2024 年，省分次下达我市两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

174.0624 亿元，其中，第一批 124 亿元，第二批 50.0624 亿元。

按照上级要求，经综合考虑重点项目建设需求、支出效益、债

务风险等因素，通过科学合理分配债务额度，拟将额度及时落

实到具体项目。

（一）第一批限额分配情况

2024 年 1 月，省下达全市第一批新增债务限额 124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6 亿元，专项债务 118 亿元，具体分配如下：

1．新增一般债务限额 6.0 亿元。一是市本级承贷 4.3 亿元。

主要用于：汕头高铁站枢纽一体化工程周边市政道路工程 1.0

亿元、汕头市第二中学金凤半岛（一期）建设项目 0.8 亿元、

护堤路（杏花路—公元厂）拓宽改造工程 0.58 亿元、汕头市沈

海高速中阳大道出入口改造工程 0.3 亿元、海滨路东延（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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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滨海空间新建工程－海滨路（黄山路－东海岸大道）先

行启动段工程 0.3 亿元、汕头市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校舍建

设和配套项目 0.25 亿元、汕头市中心城区供水系统提压改造工

程—用户立管规范化整改项目（续建）0.17 亿元等 16 个项目。

二是区（县）承贷 1.7 亿元。其中：金平区 0.1 亿元、龙湖区

0.2 亿元、澄海区 0.4 亿元、濠江区 0.1 亿元、潮阳区 0.4 亿元、

潮南区 0.4 亿元、南澳县 0.1 亿元。

2．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18 亿元。一是市本级承贷 33 亿元。

主要用于：新建汕头至汕尾铁路汕头站站房扩大规模配套工程

及周边配套工程 4.5 亿元、粤东城际铁路汕头至潮汕机场段 4.12

亿元、粤东城际铁路潮州东至汕头段 3.62 亿元、汕头高铁站枢

纽一体化工程 3.5 亿元、汕头市华侨经济文化产业孵化基地项目

2.4 亿元、新建汕头至汕尾铁路汕头站站房雨棚及相关工程 2 亿

元等 34 个项目。二是区（县）承贷 85 亿元。其中：金平区 8

亿元、龙湖区 8 亿元、澄海区 20 亿元、濠江区 6 亿元、潮阳区

21 亿元、潮南区 20 亿元、南澳县 2 亿元。

（二）第二批限额分配情况

2024 年 7 月，省分配全市第二批债务限额为 50.0624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1.0624 亿元，专项债务 49 亿元。具体分配如

下：

1．新增一般债务限额 1.0624 亿元全部由市本级承贷。主

要用于：汕头市防灾减灾综合救援基地 0.29 亿元、汕头市中小

学、综合实践基地校舍建设和配套项目 0.28 亿元、中阳大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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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岸新城主河涌之间道路连接段工程 0.15 亿元、汕头市华侨

公园改造建设项目及海滨路东延（一期）工程 0.13 亿元、汕头

市沈海高速中阳大道出入口改造工程 0.1 亿元等 9 个项目。

2．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49 亿元。一是市本级承贷 15.5 亿元。

主要用于：汕头市中心医院易地重建项目（重大疫情救治基地）

6.48 亿元、汕头市华侨经济文化产业孵化基地项目 3.03 亿元、

汕头市公共卫生医学中心新建项目 1.4 亿元、汕头高铁站枢纽

一体化工程 1.4 亿元、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二期工

程项目 0.48 亿元、汕头市乌桥岛棚户区改造项目 0.4 亿元等 21

个项目。二是区（县）承贷 33.5 亿元。其中：金平区 4.2 亿元、

龙湖区 4 亿元、澄海区 8.2 亿元、潮阳区 8.3 亿元、潮南区 7.8

亿元、南澳县 1 亿元。

（三）列入市级预算调整情况

根据省下达额度，市级（不含南澳，南澳县由省直接转贷）

将新增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6.9624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64 亿元分别列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二、部分预算项目调整情况

1．收回原市本级年度预算安排 6 个项目资金合计 1.865 亿

元。主要调减：扶持公交优先发展专项资金 0.66 亿元、广东以

色列理工学院办学补助经费 0.4 亿元、潮人码头文化公园项目

建设补偿款 0.4 亿元、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建设运营

经费 0.17 亿元、PPP 付费和融资付费项目 0.2 亿元、汕头港外

航道和广澳航道维护性疏浚资金 0.03 亿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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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新安排其他 6 个项目合计 1.865 亿元。主要用于：污

水处理服务费 0.53 亿元、中心城区环卫保洁网格化经费 0.51 亿

元等。

三、市级预算收支调整变动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变动。本次预算调整增加债

券转贷收入 6.96 亿元，增加上年结转收入 5.53 亿元，收回项目

减少 1.83 亿元，新增项目增加 1.34 亿元，相应增加本级支出

3.30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7.09 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1.6 亿元；

另外，相应减少调入资金 0.50 亿元。综上，总收支增加 11.99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从年初预算的 344.13 亿元调整为

356.12 亿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变动。本次预算调整增加

债券转贷收入 164.0 亿元，收回项目减少 0.03 亿元，新增项目

增加 0.53 亿元，相应增加本级支出 46.30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2.7 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115.5 亿元，相应减少调出资金 0.5 亿

元。综上，总收支增加 164.0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收支从年

初预算的 101.65 亿元调整为 265.65 亿元，收支平衡。

四、其他相关报告事项

（一）汕头市获得增发国债资金情况。2023 年年底至今，

全市共获得增发国债资金 20.78亿元，涉及项目 24个，其中 2023

年底获得 4.72 亿元、2024 年获得 16.06 亿元，主要用于排水管

网、水利设施建设和自然灾害、海洋灾害应急能力提升等方面。

市财政局、市发改局高度重视增发国债资金使用管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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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库款单笔调拨、每月监测项目进展、定期通报支出进度等督

促加快国债资金使用，切实发挥国债资金补短板、强弱项和惠

民生作用。截至 6 月底，全市增发国债资金项目在建 20 个，4

个 7 月实施，已实际支出 6.95 亿元，支出率 33%。

（二）2024 年汕头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1．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截至 6 月底，全市政府债务

余额 1117.87 亿元（一般 193.19 亿元、专项 924.68 亿元），其

中：市本级 480.12 亿元（一般 100.01 亿元、专项 380.11 亿元），

各区（县）637.75 亿元（一般 93.18 亿元、专项 544.57 亿元）。

6 月底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137.31 亿元（为 2023 年限额

1013.31 亿元+今年第一批新增债务限额 124 亿元），其中：市

本级 482.90 亿元、各区（县）654.41 亿元。全市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控制在债务限额内。

2．新增债券发行情况。截至 6 月底，省已发行转贷我市新

增债券资金共计 99.83 亿元（一般 6 亿元、专项 93.83 亿元），

其中：市本级 30.6 亿元（一般 4.3 亿元、专项债 26.3 亿元），

各区（县）69.23 亿元（一般 1.7 亿元、专项 67.53 亿元）。剩

余待发行额度按省财政厅工作安排滚动发行。

2024年新增债券支持领域汇总表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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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 合计

市政

和产

业园

区基

础设

施

交通

基础

设施

社会

事业

农林

水利

生态

环保

保障

性安

居工

程

城乡

冷链

等物

流基

础设

施

新型

基础

设施

其他

汕头市 99.83 43.19 17.04 13.16 12.31 7 2.81 1.75 1.27 1.30

占比 100% 43.26% 17.07% 13.18% 12.33% 7.01% 2.81% 1.75% 1.27% 1.30%

3．我市偿债资金来源。根据规定，一般债券项目为无收益

的公益性项目，还本付息资金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偿还；专

项债券项目为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还本付息资金由项目单位

将运营收入上缴财政后，由财政统一偿还。

（三）2024 年市本级“三保”预算编制及调整情况

1．2024 年市本级“三保”预算编制情况。根据省财政厅

关于 2024 年“三保”预算编制审核工作有关要求，市财政局按要

求将市级“三保”预算编制情况上报省财政厅审核，并逐一落

实省财政厅提出的修改意见，切实完善市本级“三保”预算编

制。经汇总，2024 年市本级“三保”预算编制数合计 59.35 亿

元，其中：“保工资”52.44 亿元、“保民生”4.46 亿元、“保

运转”2.45 亿元。

2．2024 年市本级“三保”预算调整情况。2024 年以来，

因增人增资等因素，市本级“三保”预算数调增 0.33 亿元，调

增后 2024 年市本级“三保”预算数合计 59.68 亿元，其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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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52.62 亿元、“保民生”4.61 亿元、“保运转”2.45 亿元。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努力加强财源建设，切实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以赴

抓好收入组织工作，加强税收征管管理，规范征管秩序，做到

应收尽收，持续培植优质税源，争取税收增量上有所突破。加

强政府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结合市场需求，因地施策有序推进

国有土地出让，加快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进度。落细落实党政机

关习惯过紧日子工作，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优化支出结构，从

严规范各类支出政策，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

出和政府购买服务支出，严格落实在职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只减

不增要求，合理配置现有财政供养在职人员资源，严控政府投

资项目和债券项目工程造价，避免盲目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千方百计节省财政资金，推动形成过紧日子长效机制。

（二）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始终

坚持“三保”支出的优先顺序、省定标准在“三保”支出中的

优先顺序，切实兜住兜牢“三保”底线。加强库款研判分析，

密切跟踪每日库款余额，结合实际情况优化库款调度，确保三

保专户满足支出需求。依托“数字财政”系统加强对基层财政

运转监控，每月监测“三保”执行情况，对财政运转较为困难

区县采取“提级管理”措施，确保全市“三保”支出按进度执

行，确保不发生财政风险。

（三）管好用好新增债券，提升政府债务管理效能。加强

谋划优化资金投向，按照“急需、成熟、统筹、集中”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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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支持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

方面，优先保障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需求，做到“项目跟着规

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加快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督促各区

（县）、市各相关部门压实项目单位主体责任，加快债券资金

支出进度，确保债券资金及早发挥效益。加强政府债务风险管

理，加强新上项目的必要性论证，平衡投资和财力，确保举债

额度与财力匹配，确保专项债券申报额度与项目收益匹配。加

强专项债券投后管理，落实项目单位还款责任，督促项目单位

加强运营，充分挖掘收入来源、强化成本控制，实现收益结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