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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文件（三）

之 一

关于东城区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东城区财政局局长 贾 邦

2024年 8月 22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北京市东城区预算审查

监督办法》的要求，我受东城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

报告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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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是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上半年，

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东城区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加速“崇文争

先”、做实“六字文章”，多方聚财，重点用财，精细理财，各

项事业发展基本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上半年，东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72,455万元，同比

下降 5.2%，完成全年预期目标 210.6亿元的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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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一：东城区 2024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图

2024年上半年，由于去年同期存在大额股权转让企业所得税

及房产项目销售土地增值税等一次性因素基数较大，我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幅呈现低位运行特点。

图表二：东城区2024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行业结构表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行业结构来看，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

房地产业三大行业合计贡献 541,137 万元，占全区财政收入的

55.6%。受金融市场净息差收窄及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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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行业均存在不同幅度的下降。住宿和餐饮业小幅增长。

金融业规模最大，本期完成 234,362 万元，同比减收 8,799

万元，下降 3.6%，主要是受金融市场宏观环境影响，重点税源企

业业绩下滑。

批发和零售业规模次之，本期完成 156,752万元，同比减收

9,321万元，下降 5.6%，主要是重点电子商贸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销售情况不及同期。

房地产业完成 150,023 万元，同比减收 39,887 万元，下降

21.0%，主要是同期存在部分企业股权交易和出售重点房产等一

次性收入因素，基数较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完成 115,190万元，同比减收 4,382万元，

下降 3.7%，主要是同期存在企业因股权转让一次性入库，基数较

高。

图表三：东城区2024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种结构图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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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四：2023、2024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种对比图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种结构来看，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

房产税合计收入 719,537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的

74.0%。具体税种完成情况如下。

（1）企业所得税完成 303,247万元，同比减收 42,467万元，

下降 12.3%，主要是同期存在大额股权交易企业所得税等一次性

因素抬高基数。

（2）增值税完成 289,123万元，同比减收 6,426万元，下降

2.2%，主要是市场竞争激烈，部分重点企业业务量下降，以及市

场价格波动，部分企业销售收入下滑。

（3）房产税完成 127,167万元，同比增收 8,940万元，增长

7.6%，主要是加大房产税欠税清缴工作，部分欠税于上半年入库。

（4）个人所得税完成 64,759万元，同比增收 204万元，增



- 5 -

长 0.3%，收入较为平稳。

（5）土地增值税完成 26,106万元，同比减收 22,873万元，

下降 46.7%，主要是同期存在多个房产交易项目的一次性大额土

地增值税入库，基数较高。

（6）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52,643 万元，同比减收 1,940 万

元，下降 3.6%，主要是其作为增值税、消费税的附加税，与增值

税的变动保持近似趋势。

（7）印花税完成 32,392万元，同比减收 6,346万元，下降

16.4%。主要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市场交易活跃度下降，印花

税收入减少。

（8）环境保护税完成 754万元，增长 10.6%。

（9）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完成 49万元，同比减收 1万元，

减收下降 2.0%。

（10）财政部门非税收入完成 52,526万元，同比增收 16,861

万元，增长 47.3%。增幅较大主要是去年年底部分收入甩尾至今

年入库。

2024年上半年，东城区财政收入结构不断优化，税收收入占

比 94.6%，收入质量位居全市前列。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上半年，东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246,912万元，为东

城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预算的 45.4%，同比

减少 106,468万元，下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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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五：东城区2024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图

图表六：东城区2024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结构图

（单位：万元）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1,770 万元，比上年下降 0.3%，

主要用于拨付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

（2）公共安全支出 94,003万元，比上年增长 8.4%，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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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确保执法装备及时更新，做好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工作，增长较

多的原因是结算上年项目尾款。

（3）教育支出 264,098万元，比上年下降 4.0%，主要用于

保障教育系统工作经费、促进学前教育发展、建设智慧校园以及

学校改造和设备更新等。

（4）科学技术支出 4,539万元，比上年下降 44.1%，主要用

于支付政府部门信息化项目建设运维经费,下降较多原因是上年

同期结算项目尾款。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2,853 万元，比上年下降

63.1%，下降较多原因是上年同期一次性拨付中轴线申遗项目资

金规模较大。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1,581万元，比上年增长 4.8%，

主要用于拨付两节慰问专项经费，落实各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补

贴。

（7）卫生健康支出 149,375万元，比上年下降 13.6%，主要

用于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卫生防病、妇幼保健等专项经费。

下降较多的原因是上年同期拨付疫情防控项目尾款。

（8）节能环保支出 8,413万元，比上年增长 86.1%。主要用

于保障环保部门工作经费，增长较多的原因是结算上年房屋租金

和拨付煤改电项目补贴资金 5,302万元。

（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66,031万元，比上年下降 2.8%，

主要用于开展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综合整治及违建拆除、城市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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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分类等工作。

（10）住房保障支出 115,537万元，比上年下降 18.0%。主

要用于拨付申请式腾退项目资金和结算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尾款，

下降较多的原因是上年同期一次性拨付申请式退租资金 2亿元。

（1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9,501 万元，比上年下降

2.9%。主要用于保障消防设施更新、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等。

（12）其他各项支出 37,34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一般债券利

息等。

图表七：东城区 2024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出投向对比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8,830万元，同比增收 9,750

万元，增长 107.4%。主要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44,508万元，包括专项债券付

息支出 19,112万元，土地项目建设支出 13,100万元，安排彩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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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金 11,687万元用于困难群众帮扶和群众体育项目等。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857万元，同口径增

加 1,857万元。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5,349万元，同口径增

加 1,023万元，增长 23.7%。主要为资本性支出和市属国有企业

退休人员社会化补助资金。

二、上半年财政运行基础情况

（一）预决算公开情况

2024年，东城区预算公开坚持以“规范、细致、清晰”为原

则，持续提高预算信息公开透明度。2024年 1月 31日，公开东

城区 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4年预算及报告，同时公开合作

支援资金拨款情况、三公经费情况等相关材料；2月 20日，全区

96个一级预算部门及所属 289家二级预算单位按统一形式、统一

时间、统一途径公开预算。7月 15日，公开东城区 2023年决算

及报告说明、政府债务决算，公开“三公”经费执行情况；7月

17日，公开 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8月 5日，公开 2023

年度部门决算，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二）市对区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上半年，市对区转移支付共计 838,256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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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 824,87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12,716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 664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中，财力性转移支付 485,168万元，全部用于

上解支出；城市更新市级补助资金 60,395万元，主要用于核心区

申请式退租及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教育类转移支付 54,120万

元，主要用于促进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困难学生补助、发展学前

教育等方面；“疏整促”市级补助资金 14,125万元，主要用于重

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等；文物保护及文化发展补助资金 12,290万

元，主要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三馆一站”等；社会保障类转移支付 98,658万元，主要用于退

役安置补助、养老服务、困难群众救助、残疾人事业发展等；医

疗卫生补助资金 44,248万元，主要用于促进基层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重大传染病防治等。

（三）上年专项结转安排情况

2024年，上年专项结转共计 393,07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专项结转下年 345,39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结转下年

45,59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结转下年 2,090万元。一般

公共预算上年专项结转资金中，安排基建项目 104,810万元，城

市更新类项目19,334万元，文物及历史文化保护项目17,314万元，

首都环境建设项目 17,010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结转资金中，安排 32,786万元用于拨付

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贴息，安排 2,887万元用于体育事业发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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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支出等。

（四）存量资金盘活情况

上半年，东城区加大存量资金清理盘活力度，做到应收尽收。

对在规定时限内未使用的结转结余资金一律收回，统筹用于“三

保”及重点项目支出，切实将沉淀、闲置资金盘活用好。截至 6

月底，收回存量资金 17,150万元，统筹用于补充区级财力。

（五）预备费使用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2024年安排预备费 30,000万元，上半

年下达 233万元用于消防应急事项。

（六）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变动情况

2023 年末，东城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110万元。2024

年上半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未发生变动。

（七）政府性债务执行情况

上半年，东城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139.43亿元，地方性政府债

务规模总体可控。2024年我区债券需还本付息共 5.73亿元，其中

需偿还本金 1.46亿元，偿还利息及费用 4.27亿元。截至 6月底，

已按期足额上缴市级国库本金 1.46亿元，上缴利息及费用 3.1亿

元。

三、东城区 2024年重点支出情况

2024年，东城区安排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项目、中小学实践

活动经费项目、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疗保险经费项目等作为东城

区重点支出项目，涵盖住房、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涉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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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两级资金，共计 29,642万元。

1.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项目

该项目预算总额为 19,008万元。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截至 6

月底，实际支出 9,674万元，其中市场租房补贴 5,990万元，公租

房补贴 3,653万元，廉租房补贴 31万元。预算支出进度为 50.93%。

2.中小学实践活动经费项目

该项目预算总额为 8,016万元。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截至 6

月底，实际支出 2,693万元。预算支出进度为 33.59%。

3.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疗保险经费项目

该项目预算总额为 2,618万元。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截至 6

月底，实际支出 1,211万元。预算支出进度为 46.25%。

四、执行区人代会批准的 2024年预算决议情况

2024年，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北京市东城区预

算审查监督办法》要求，结合区第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审查

2024 年预算草案时提出的建议，推动全区各项重点工作稳步开

展。上半年，全区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勠力同心，奋楫笃行，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一是注重提质增效，促进经济建设。通过思想破冰、机制破

题、实干破局，以有力措施补短板、强弱项，保障经济建设工作

更聚焦、更务实、更落地。以总部、头部企业为靶向，放大核心

区区位优势，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效益，转掣肘“短板”为发展“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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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打好营商环境、聚商策略、富商资源和适商生态“组合拳”，

持续升级“紫金服务”品质，切实增强企业满意度和归属感，充

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瞄准核心区战略定位，

找准东城区优势与市场需求的结合点，定准“金融+总部+科创”

的主要发展业态，持续打造“首善金融生态圈”，强化创新驱动，

培育增长“生力军”，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产业规划和财政

政策为抓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和效益。多维度谋划推动产业组团建设，增强产业集聚协同效应，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厚植发展沃土，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便利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打造“北京服务”的东城样板。

持续深化“一门一窗一网一次”改革，支持整合政务服务“四厅

六中心”，提升事项集中办理效率，提升“全程网办”深度，让

企业群众办事更加清楚、高效、便捷。常态化开展政企交流活动，

织补完善产业、人才政策和服务包，扩大各种类型人才住房供给，

增强为企服务的针对性、实效性。持续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营造公平高效的政府采购生态，探索东城特色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新模式。率先提出实施集中带量采购，串联“买、管、评”全链

条结果应用。落实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按要求完成预留份额比例，

做好预留份额公开，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完善政府采购融资

担保金融服务，探析我区“政采贷”推广的难点、堵点，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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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采贷”政策在我区全面落地提供有力抓手。

（二）精细管理，科学安排，落实“小钱小气大钱大方”

一是精打细算，财政支出细水长流。坚持政府习惯过紧日子，

把“紧”的要求贯穿预算管理全过程，锱铢必较、节用裕民。坚

持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压减非重点、非刚性、非亟

需项目支出，持续降低行政管理和城市运行成本，加快破除支出

结构固化格局，在统筹平衡、降本增效上下硬招、出实招，持续

增强大事要事保障能力。严控预算追加，强化用款计划额度控制，

强化库款分析研判，按月梳理支付需求，对支出效率低、使用效

益不好的资金，及时调整用于重点领域。

二是聚焦重点，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聚焦“七有”要求“五

性”需求，进一步将资金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拨付资金 1,127

万元用于“接诉即办”工作，主动谋解决、促落实，为探索超大

城市现代化治理之路贡献“东城经验”和“东城智慧”。落实就

业政策，采取有温度、有情怀、有实效的纾困举措，拨付就业相

关总支出 743万元，主要用于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岗位补贴和一

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保障优质学位供给，统筹市区两级资金扩充

学位，促进全区适龄儿童接受优质教育；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支持幼儿园托班改造。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健康

东城”建设，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1,662万元用于提

升社区医疗机构服务水平；落实保障计划生育政策，拨付计划生

育服务补助资金 4,172万元。综合施策提高住房保障水平，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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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市场租房补贴 5,990万元。

三是积极创新，城市更新持续推进。结合核心区功能定位和

发展实际，聚焦城市更新重点项目，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老城保

护有机结合的实施路径。统筹实施申请式退租、简易楼腾退、片

区综合性城市更新，打造城市更新品牌。安排资金 80万元用于东

城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项目，助力文物保护修缮。实施非

遗“焕新计划”，打造一批“非遗+”标杆项目，安排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资金 356万元。加快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等专项更新，

拨付资金 419万元用于老楼加装电梯、楼顶防水改造、楼内线路

规整等，切实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拨付资金 5,033万元开展朝阳

门南北小街和朝阜路（东城段）环境整治提升，改善区域内建筑

风貌和公共空间，营造舒适宜居环境。

（三）统筹资源，多维发力，汇聚强大财政力量

一是加强政策工具统筹，发挥“组合效应”。坚持财税政策

与其他政策共发力，强化财政与就业、产业、投资、消费、金融、

区域发展等政策的有机衔接，推动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等多重政策目标。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从

更长周期、更广范围提前谋划政策和安排预算，加强财政规划与

部门规划的衔接，从财力可持续、收支可平衡、风险可控制等角

度共同参与重点项目、重要改革任务的资金投入，区分轻重缓急，

统筹安排支出，确保财政收支平衡，财政运行平稳可持续。

二是加强可用财力统筹，扩大“集聚效应”。坚持系统观念，



- 16 -

强化三本预算全口径管理，以一般公共预算为关联点，推进“三

本预算”功能互补，形成有机整体。加大部门存量资金与新增预

算、结转资金与年度预算、部门资金与财政拨款统筹力度，多渠

道筹措资金解决部门增支需求。结合审计检查关于非财拨资金管

理的要求，开展非财拨资金摸底和梳理，增强政府资源调控能力

和部门预算的全面性、完整性。积极争取市级支持，锚定政治保

障、产业提升等核心区特色及市区共担事项，最大限度争取市级

政策资金向东城区倾斜。

三是深入盘活挖掘国有资产，增强“整体效应”。主动挖掘

区属房产潜力，建立闲置房产清单定期推送机制，充分挖掘朝内

大街 192号、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旧址等优质楼宇、地块资源，

推动黄金宝地与重点企业共兴共强。完善机制，规范管理，充分

利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存量资产与新增资产配置挂钩机制，

以存量制约增量、以增量调节存量，避免资产重复配置、闲置浪

费。印发《北京市东城区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实施方案》，贯

彻落实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不断深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

改革。

（四）守正创新，协同发力，推动绩效监督高质量发展

一是夯实绩效管理支撑体系。完善闭环管理机制，落实事前

绩效评估，跟踪评价项目进展，将绩效管理工作与预算编制、预

算执行相结合，夯实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关键一步。加快构建“绩

效+”管理新模式，充分发挥“指挥棒”作用，将成本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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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至街道，形成区街两级合力，夯实基层成本控制工作，挖掘

基层事业发展活力。完善绩效共治体系，推动绩效评价管理责任

由资金主导向项目主导转变，深挖社会治理效能，积极探索社会

资源协同共治的多赢方案。积极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绩效分析，进

一步明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边界，提高资金效益。

二是促进内控管理走深走实。挖掘制度提质增效关键点，以

改革促发展，以创新促成效，以规范促管理，推进全区内控建设

不断发展。出台地方规章性文件，印发《东城区行政事业单位财

务管理及风险管控实施指引》，发挥内部控制在提升治理效能、

强化监督制约等方面的基础作用。积极推进全区内控信息化建设，

将内控制度内嵌信息化系统，推动内控体系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实现由“人控”到“机控”的转变，提升内部控制的“科学性、

及时性、有效性”。

三是推动评审工作提质增效。坚持强审核优服务并重，聚焦

管理有力、有度，敢当“把关人”，紧扣“六个维度”工作思路，

将项目规范成熟作为评审工作的先决条件，坚持“不唯减、不唯

增、只唯实”的评审理念，严格剔除不合理、高估冒算的预算支

出，确保资金需求合理科学。聚焦服务提速、提质，甘当“服务

员”，不断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前移评审关口，积极沟通

项目需求，以节约资金为主线，采取多种措施把好前期设计关，

实现“评”与“审”的有机结合。

五、2024年财政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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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

不确定性上升，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

础仍不扎实，进一步推进经济回升向好还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社

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等挑战，特别是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接

续不够畅通、企业生产经营还存在不少困难，民生领域存在短板

和薄弱环节、民生保障水平与民生需求还有一定差距。在此基础

上，稳增长与调结构、促发展与保民生、抓改革与防风险兼顾的

目标导向对政府财政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收入形势看，经济总体稳中向好，资源统筹能力持续增强，

收入增长具备诸多优势，但企业利润下降、资本市场波动、房地

产行业深度调整等制约因素不可忽视；从支出形势看，优化结构

效果显著，精细管理持续发力，绩效管理成果显现，财政支出已

基本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但“三保”资金规模较大，

债务还本付息进入历史高峰期，收支矛盾复杂突出，紧平衡状态

进一步加剧。

六、为实现 2024年预算计划采取的工作措施

按照区人代会关于 2024 年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中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结合市、区审计部门在经济责任审计、预算

执行和财政收支情况审计中提出的意见，区政府将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增强经济活力、增进民生福祉、保持

社会稳定，奋力谱写首都功能核心区建设东城新篇章。

一是服务保障中央政务功能。牢牢把握“看北京首先要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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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看”的要求，坚持以“都”为先，全面做好“四个服务”，

树牢角色意识，不断增强首都功能综合承载力。持续推进长安街

和中轴线“一横一纵”重点区域项目建设，促进核心区控规三年

行动计划落地见效，以环境改善和品质提升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

政务空间环境。进一步健全重大活动财政保障机制，探索兼顾资

金节约和服务优质的财政投入新路径。坚持以服务促合作，以合

作促发展，聚焦核心工作和核心项目，积极争取中央支持，推动

央地合作双向互动、深入交流，推动驻区政务资源更好转化为政

策资源、发展资源。

二是加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

支持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注重引导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支持

扩大有效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

用。坚持有保有压，腾挪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教育、医疗、社保、

环境保护等民生领域，在发展中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落实新

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求，不断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三是预算编制做实做细。兼顾当前和长远，把财政可持续性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健全民生领域投入保障机制，促进民生支出

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坚决兜住“三保”底线，

足额安排“三保”预算，科学统筹自有财力和上级转移支付，优

化支出顺序，严格预算执行，强化“三保”保障责任。完善跨年

度预算平衡机制，以丰补歉、削峰填谷，切实提高财政资源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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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配置效率。

四是严格防范财政风险。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加强债券资金

绩效管理，及时跟踪监控资金使用情况，督促主体单位合理安排

债务资金支出进度。完善跨年度平衡机制，优化债券结构、期限、

利率，平滑政府偿债压力。科学降低运行风险，做好“三保”预

算安排，依托预算一体化完善财政运行常态化分析，及早捕捉潜

在运行风险。合理调度使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合理合规动用预

备费。

五是探索财政改革和监督机制新路径。持续深化财政管理改

革，从加大收入统筹、规范支出管理、严格预算编制和执行、加

强风险防控等方面细化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生

效。继续推进各领域改革和创新工作，不断创新服务代表委员方

式方法，丰富沟通形式，创新服务平台，转换服务视角，在做深

做实做细上下功夫，更好发挥人大监督力量，持续推动财政工作

高质量发展。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下半年，

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坚定信心、

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努力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东城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