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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湖南开好局起好步

——计划报告亮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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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
平衡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收入 3101.8 亿
元，加上中央补助、一般

债务收入、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等，收入合

计 10627.5亿元。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9005.3 亿元，

加上上解中央、一般债

务还本、补充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等，支出合计

10627.5亿元。

支出
类别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9005.3亿元。

其 中 ，教 育 支 出

1502.5 亿元，增长

9.4%；

科 学 技 术 支 出

279.9 亿 元 ，增 长

28.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442 亿元，增长

9.9%；

卫 生 健 康 支 出

821.8 亿 元 ，增 长

11.1%；

农 林 水 支 出

998.9 亿 元 ，增 长

6.4%；

交 通 运 输 支 出

416.9 亿 元 ，增 长

35.1%。

一般公共预算地方

收入和中央补助收入总

量分别达到 1.5 万亿
元、2 万亿元，分别比

上 一 个 五 年 增 长

24%、3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总量达到4万亿元，比

上 一 个 五 年 增 长

43%。

5年累计——
为市场主体新增减

负超过2400亿元；

投入农业农村和乡

村振兴资金2605亿
元；

投入污染防治和生

态修复资金 1086亿
元；

财 政 科 技 支 出

1019亿元，是上一个

五年的3倍；

发 行 新 增 债 券

7130.3亿元。

生均财政拨款和困

难学生资助制度实现各

教育阶段全覆盖；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待遇十八连调；

城乡低保生活指导

标准分别提高 43%、

52%；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

标准提高29%；

民生支出占比稳定

在70%以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婷

2022 年，全省各级财税部门克服经

济下行、疫情冲击和极端干旱等困难，实

施积极财政政策，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

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 3101.8 亿

元，其中地方税收 2004.5 亿元，非税收入

1097.3 亿元。

一年来，湖南财政加大宏观调控力

度，深化预算管理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为全省经济社会稳健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持。

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机制，全省退税由

省级统一垫付、直达企业，确保应退尽退、早

退快退，全年退税 685 亿元，惠及 4.9 万市场

主体；稳就业稳市场主体，争取中央直达资

金 2068 亿元，较上年增长 41.6%；着力扩大

有效投资，全年新增专项债券规模 1463 亿

元，增长 10.2%，集中支持产业园区配套、交

通、新能源等 11 个领域项目 913 个，撬动总

投资 6811 亿元；签约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项目 85 个，融资近 300 亿元，为扩投资、稳

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稳住经济大盘，推动“三个高地”建设全

面铺开。

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支持国家级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建成开通，株洲中小航空发动

机、长沙新一代自主可控计算系统获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奖励，174 家新晋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获中央财政奖补。

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兑现企业研发奖补

11 亿元，引导全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突破

1000 亿元。推进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

偿改革，向 2000 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投放

信用贷款超 70 亿元。

打造开放发展高地。3 年安排债券 100

亿元，推动自贸试验区平台提质、产业升级；

支持五大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支持举办世界

计算大会、全球湘商大会等重大活动，展示

湖南对外开放新形象。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补 齐 水 利 短

板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近 120 亿

元，设立乡村振兴产业投资基金；

向实际种粮农民加发一次性补贴

19.1 亿元，统筹国、省补助 24 亿元，

接续实施“六大强农”行动，推进农

业现代化；国、省补助 54.6 亿元，支

持犬木塘、大兴寨等国家骨干水网

工程、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等重点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对 1018 座 小 型 水

库开展除险加固。

加 强 污 染 防 治 ，完 善 投 入 机

制。国、省投入 247.5 亿元，推进污

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湘江保

护和治理、洞庭湖总磷污染控制与

削减攻坚等重大环保专项行动；建

立财税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框

架，健全联动省内外、覆盖全流域

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完善大气质

量考核办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

教 育 、卫 生 、社 会 保 障 等 一 个 不 落 。省 级 补 助

24.2 亿元，支持每个市州建设 1 所楚怡中职学校；全

省投入 333 亿元，支持 5460 万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城乡低保省级指导标准分别提高到 600 元/

月、4600 元/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 75

元；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资金使用绩效

排全国第 1 位；支持 562 家体育馆、博物馆、纪念馆、

图书馆、美术馆等免费低收费开放，支持张家界承办

首届全省旅发大会。

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年全省投入 310 亿

元，全力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紧急下达国、省

补助 24.1 亿元，支持市县处置洪涝、地质灾害、极端

干旱和森林火灾等应急突发事件，开展全省自建房

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对 123 个县区财政运行进

行综合评估分级，加大重点地区风险管控。

2023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将加

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

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湖南提供坚实保障。

严 格 执 行“ 稳 、进 、高 、新 ”工 作 方

针 ，坚 持 聚 焦 关 键 、全 面 统 筹 、艰 苦 奋

斗 、改 革 创 新 、兜 稳 底 线 五 项 原 则 ，注

重 加 强 与 就 业 、产 业 、科 技 、社 会 政 策

协调配合，聚力支持打好“发展六仗”，

合 力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主 要 支 出 政 策

包 括 多 措 并 举 扩 大 内 需 、服 务 融 入 新

发 展 格 局 、增 强 创 新 发 展 科 教 人 才 支

撑、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六个

方面。

2022 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难中有进、稳

中向好、好于全国、好于预期的发展态势，预计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近 5 万亿元。

全省累计办理退减缓各项税费超 1000 亿元，争

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授信签约项目 85 个，基金

规模近 300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

长 6.6%。

投资增长 6.6%。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212 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463 亿元。“市市通高铁”目标全

面实现，召开首届全省旅游发展大会。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2.4%左右。

规模工业增长 7.2%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

数突破 2 万家。服务业增长 3.8%。园区规模工业增加

值占比达 72.5%。

电力稳定供应能力增加 400 万千瓦。长沙国家

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开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 12%以上。

在 2022 年度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

环境”活动中排全国第 7，中西部第 1。进出口突破

1000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总量居中部首位。

强省会战略开局良好，长株潭都市圈规划、多层

次轨道交通规划获国家批复。新建高标准农田 460

万亩，粮食总产 603.6 亿斤。全省城镇化率突破 60%。

城镇新增就业 73.6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

在 5.5%左右。全省本科录取人数增加 2.9 万人。民生

投入占比保持在 70%以上，新增养老床位 3.7 万张，

幼儿托位 6.5 万个。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6.5% 左 右 ，一 产 业 增 长

3.5% ，规 模 工 业 增 长 7.5% ，服 务 业 增 长 7% ，投 资 增

长 7% 以 上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7% ，进 出 口

增 长 10%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增 长 8% 以 上 。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提 高 1 个 百 分 点 左 右 、研 发 经

费 投 入 增 长 12% 以 上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上 涨 3%

左 右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70 万 人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5.5%左 右 。粮 食 产 量 600 亿 斤 以 上 。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振亚

全力稳经济大盘
支持“三个高地”建设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建设生态绿色湖南

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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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挖掘内需潜力，积极融入经济发展新格局
持续促进消费恢复，办好第二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抢抓国家政策机遇。

2.培育壮大实体经济，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
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高地，新增百亿企业 10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00 家，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产品）60 个。力争数字经济增长 15%以上。力争营收过 4 千亿园区实现零的突破，产业园区亩

均税收增长 15%。

3.持续深化经济改革，全力推动发展环境新提升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持续抓好民营经济“六个一”行动。加快统一大市场建

设。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4.推动科教强省建设，助力开辟创新发展新赛道
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实施 100 个“产品创新强基”

项目。强化人才引进培育。

5.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激发区域经济新动能
融入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强省会和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推动省内区域联动协调发展。推进新型

城镇化战略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动形成乡村振兴新局面
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7135 万亩、产量 600 亿斤以上。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振兴乡村产业，着力建设美

丽乡村。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

7.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着力集聚开放发展新优势
加快构建以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建设

五大国际物流通道和货运集结中心，办好第三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加快建设

贸易强省，建设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推动高质量招商引资，力争实际利

用外资增长 10%。

8.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努力创造共同富裕新成效
促进居民增收、就业提质。建设健康湖南，增加养老床位 3 万张、3 岁以下婴幼

儿托位数 6.5 万个左右。完善社会保障。抓好保供稳价。

9.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积极培育绿色发展新形态
统筹“双碳”和能源安全，新增电力稳定供应能力 400 万千瓦以上。推进环境污

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量持续下降。

10.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面落实安全发展新要求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领域风险、金融领域风险。科学抓好

疫情防控，全面落实“乙类乙管”各项措施。抓实安全生产、森林防火、城市消

防、自建房安全、信访维稳、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应对极端气候等各项工作，营

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023年
主要计划指标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一产业增长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进出口总额增长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城镇新增就业

城镇调查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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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地级及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按国家下达任务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按国家下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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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刘
铮
铮

吴
希

70
万人

33%%左右左右

以上

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5年
“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