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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超出预期的风
险挑战，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决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
做好产业发展、城市提质、乡村振兴

“三项重点工作”，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保持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的态
势。预计全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3.5%左右、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

——经济运行稳定恢复。生
产供给总体平稳。市场需求加快
恢复。双线嵌合发力见效。

——创新动能蓄势聚力。创新
平台加快构建。创新主体不断壮
大。创新生态持续优化。

——产业发展加速起势。“风
口”产业加快布局。转型升级成效
明显。市场主体稳定运行。

——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基础
支撑能力持续增强。宜居水平持续
提高。城市活力持续提升。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治理
效能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加快振
兴。乡村建设提质增效。集镇建设
成效显现。乡村活力持续激发。

——动力活力持续增强。重点
改革成效显现。双向开放步伐加
快。精准招商成效显著。

——文旅文创深度融合。保护
传承力度加强。古都风貌加快重
塑。文旅品牌特色彰显。沉浸业态
提速发展。

——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疫情
防控有力有效。民生实事进展顺
利。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
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二、2023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
目标任务

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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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
届四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
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紧抓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
机遇，锚定“两个确保”，落实“十大
战略”，聚焦“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
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
持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
来，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突出做好稳
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持续抓
好“三项重点工作”、努力用好“三个
重要抓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
发展持续稳定向好，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奋
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重振洛
阳辉煌。

主要预期目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GDP、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7%，研发经费投入强度3.15%，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8.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 6%左右，进出口总值增长
3%，新增各类市场主体10万户、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260家，城镇新增
就业9万人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提高0.7个百分点，城镇调查失
业率控制在5.5%以内，居民收入
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左右，污染
防治、节能降耗完成国家和省定目
标，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在全省
第一方阵。

统筹推进9个方面的工作：
（一）着力稳定经济运行，持续

巩固向好态势。扩大合理有效投
资。扎实开展“三个一批”活动，发

挥“指挥部+专班+例会”作用，全年
实施省市重点项目 600 个以上、完
成投资 3000 亿元以上。完善全链
条项目谋划、评估、储备、管理机制，
确保储备项目保持在开工项目3倍
以上，全年争取专项债券额度达到
全省 10%以上。促进消费快速恢
复。实施特色街区商圈提升等八大
工程，策划开展 200 场以上商贸领
域促消费活动，全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到 2480 亿元。大力发展
线上消费，打造共享直播间80个以
上，新创建电商（淘宝）示范镇 7 个
以上。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深入开
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打好“免减返
缓补”政策组合拳，完善“洛企通”平
台功能，问题办结率达到100%。做
大做强民营经济。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落实民营企业“非禁即入”

“非限即入”，全年组织银企对接活
动 20 场以上。稳定房地产市场。
落实“金融支持房地产 16 条”等政
策，推行“存量房”带押过户，优化

“商转公”业务流程，用好“保交楼”
专项借款，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
长7%。

（二）落实创新引领战略，增强
科技创新能力。构建高能级创新平
台。加快建设伊滨科技城，建成投
用龙门实验室总部基地，优化高新
区“一区多园”布局，加快建设洛龙
天安智创等5个科技产业社区试点，
推动普莱柯P3实验室、国家合成生
物技术创新中心洛阳成果转化示范
基地建成投用，全年新建省级以上
创新平台 40 个。推进创新主体倍
增。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高成
长性企业提质倍增计划，推动规上
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集聚
科技创新人才。完善“引育用服”
人才机制，持续实施“百名科技人
才入企计划”，新培育省级以上科
技领军人才6－8名，引育河洛创新
创业人才（团队）10 个以上。加速
成果转化应用。实施重大科技专
项、“揭榜挂帅”项目 20 项以上，突
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150项。构建

“政产学研金用服”协同创新体系，
争创郑洛新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示
范区，全年技术合同成交额 120 亿
元以上。

（三）锚定风口产业主线，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向
“风口”转型。推进更高水平“三大
改造”，全年实施重点改造项目480
个、完成投资 400 亿元以上。实施

“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推行首席信
息官（数据官）制度，建成省级工业
互联网平台5个以上。抢占“风口”
产业新赛道。加快实施中州时代新
能源生产基地、洛玻创新中心等项
目，积极对接英诺赛科等头部企业，
引进第三代半导体项目。推动产业
集群集聚发展。实施产业集群发展
行动，推动十大产业集群营业收入
增长15%以上。实施高成长性企业
培育行动，全年遴选市级试点企业
30家以上，试点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达到13%以上。

（四）完善提升功能品质，加快
建设现代化城市。做强交通枢纽功
能。积极推进呼南高铁焦洛平段开
工建设，谋划推动洛阳至桂林高铁、
洛阳至襄阳高铁，加快郑州至洛阳
等4条高速建设进度，确保栾卢高速
建成通车。加快实施黄河公铁两用
桥、济洛快速通道等干线公路通达
工程，推进九都路沿线交通节点改
造等市政道路，完善提升龙门高铁
站、洛阳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场站
功能。提升宜居宜业水平。高标准
实施 503 个“两个建设、三个改造”
项目，老旧小区改造7.58万户，交付
安置房 1.05 万套，打通武汉南路等
15 条断头路，建成 109 个体育公
园。增强城市年轻活力。新筹建保
障性租赁住房1.2万套，投放青年公
寓 1 万套以上，建成中心城区青年
驿站 20 个。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常态化推进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创建，提标改造涧西等 4 座污水
处理厂，有序推进小区“转改直”应
改尽改。

（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
农业农村高质高效。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扭住产业、就业“两个关

键”，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大力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新增高标准农
田11万亩，确保粮食总产量稳中有
升。加快发展优质杂粮、中药材等
特色农产品。加快打造现代农业产
业园。加快建设美丽乡村。推进农
村供排水一体化建设，完成改厕6万
户以上，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 90%
以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推
进 449 个建设项目，确保“达标集
镇”“示范集镇”“精品集镇”分别达
到25%、10%、5%。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常态长效推进“三清两建”，提
升党群服务中心“7+N”服务功能，
推进自然村村民理事会、民调委员
会全覆盖。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深
化“三变”改革，确保所有行政村集
体经济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

（六）持续深化改革开放，释放
发展动力活力。持续推进重点领域
改革。深化国企改革，组建市交投
集团、热力集团，6 月底前完成公交
集团股权划转。深化投融资体制改
革，新增上市企业3－4家。提升制
度型开放水平。自贸区形成 20 个
以上制度创新案例，综保区进出口
额达到55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增长 10%，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增
长15%。深度融入RCEP，加快建设
4个国家级、3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全年新增外贸企业 100 家以
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五件
事”为突破口，建成运营全市统一规
范的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平台，高频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全覆盖。

（七）抢抓文旅产业风口，打造
沉浸式文旅目的地。加强文化传承
保护。聚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持续推进二里头遗址、“万里茶道”
申遗。高水平推进“五大都城遗址”
保护展示，加快汉魏洛阳城遗址博
物馆等项目建设，提升“东方博物馆
之都”品牌影响力。加快建设国家
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积极在洛
筹建河南省非遗研究院。打造特色
文旅品牌。全面推进隋唐洛阳城国
家遗址公园建设，加快实施永泰门、
正平坊、九洲池遗址（二期）等工程，
确保天街一标段年底前整体完工，
恢复古都历史中轴线气象。发展沉
浸式新业态。完善剧本娱乐产业服
务体系，加快建设剧本娱乐产业总
部经济园。大力发展全域研学，建
设洛阳研学一站式服务平台，高质
量承办世界研学旅行大会。

（八）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建设
高品质美丽洛阳。加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治理。健全黄河防汛应急体
系，高质量推进中小河流治理，争创
2 条（段）省级幸福河湖。实施前坪
水库市区引水、故县水库灌区等重
点项目，确保小浪底南岸灌区如期
完工。筑牢南部地区生态屏障。强
化陆浑、故县、前坪等水库库区保
护，筑牢“中原水塔”。深入推进环
境污染防治。严格落实“六控”措
施，推动PM2.5、PM10、优良天数保
持“两降一升”。推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温室
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严控

“两高一低”项目，推动中硅高科等5
家企业退城入园，争创绿色工厂20
家以上。

（九）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增强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稳定和促进就
业。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全年
新增城镇就业9万人、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2 万人。深入推进“人人持
证、技能洛阳”建设。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高质量建设国家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试验区，首批7所现代化高
中8月份交付使用，新建、改扩建公
办幼儿园70所，加快筹建洛阳乌拉
尔大学。加快建设“健康洛阳”。抓
好防控措施平稳转段，加强重大疫
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
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确保省
第二儿童医院二期、市中医院伊滨
医院、科大一附院肿瘤大楼等项目
建成投用。全面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法定
人群全覆盖。统筹发展和安全。
持续开展“三零”平安创建活动，常
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统筹做好
信访维稳、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档
案管理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
稳定。

——2023年1月4日在洛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关于洛阳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摘要）

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一、2022年预算执行
情况

（一）2022年预算收支预计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1）全市收支情况。汇总全市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2 年全市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年 初 预 算 合 计
424.3 亿元，执行中市级和部分县
区 按 程 序 调 减 收 入 预 算 30.8 亿
元 ，调 整 后 收 入 预 算 为 393.5 亿
元，预计完成 395.4 亿元，为调整
预 算 的 100.5% ，同 比 下 降 0.6%

（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增长 3%）。年
初支出预算合计 680.4 亿元，执行
中因上级新增转移支付补助、省
转贷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等，支出
预算调整为 691.6 亿元，预计完成
623.4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0.1%，
同比下降 2.9%。

（2）市级收支情况。市十五届
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2 年市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年 初 预 算 为
84.8 亿元，执行中按程序调减收入
预算 10.3 亿元，调整后收入预算为
74.5 亿元，预计完成 74.5 亿元，为
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下降 7.7%

（剔除留抵退税因素下降 2.2%）。
年初支出预算 142 亿元，执行中因
上级新增转移支付补助、省转贷地
方政府一般债券等，支出预算调整
为 166.5 亿元，预计完成 152.1 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 91.3%，同比下
降 13%。

2.政府性基金预算
（1）全市收支情况。汇总全市

各 级 人 代 会 批 准 的 2022 年 全
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合计 343 亿元，执行中市级和部分
县区按程序调整收入预算 204.7 亿
元，调整后收入预算为 138.3 亿元，
预计完成 155.7 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 112.6%，同比下降 40.8%。年初
支出预算合计 385.9 亿元，执行中
因上级新增转移支付补助、省转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支出预算调
整为 330.6 亿元，预计完成 247 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 74.7%，同比下
降 17%。主要是全市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减收，安排的支出相
应减少。

（2）市级收支情况。市十五届
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2 年市级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210.2 亿元，执行中按程序调减收
入预算 144 亿元，调整后收入预算
为 66.2 亿元，预计完成 77.3 亿元，
为调整预算的 116.7%，同比下降
53.6% 。 年 初 支 出 预 算 218.4 亿
元，执行中因上级新增转移支付
补助、省转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返还城市区征迁补偿支出等，支
出预算调整为 105 亿元，预计完成
82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78.1%，同
比下降 25.9%。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全市收支情况。汇总全市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2 年全市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年初预算合
计 7.7 亿元，预计完成 3.7 亿元，为
预算的 48.7%，同比增长 102.4%。
年初支出预算合计 7.3 亿元，执行
中调整为 3.4 亿元，预计完成 2.4 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 68.6%，同比增
长 80%。

（2）市级收支情况。市十五届
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2 年市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为 2.1 亿元，预计完成 1.6 亿元，为
预 算 的 75.8% ，同 比 增 长 69.7% 。
年初支出预算 1.5 亿元，执行中调
整为 7700 万元，预计完成 7700 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增
长 20.2%。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2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年 初 预 算 180.4 亿 元 ，预 计 完 成
180.5亿元，为预算的100.1%，同比
增长7.8%。年初支出预算157.4亿
元，预计完成 158.7 亿元，为预算的
100.8%，同比增长4.6%。

（二）政府债务情况
省财政厅核定我市 2022 年政

府债务限额 898.9 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限额394.6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504.3亿元。2022年全市政府债务

限额中，市级政府债务限额 338 亿
元，县区政府债务限额 560.9 亿元。
截至2022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合计 775.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
额291.2亿元，专项债务余额484亿
元；市级政府债务余额307亿元，县
区政府债务余额468.2亿元。

2022 年，省转贷我市地方政府
债券223.8亿元（含再融资债券77.9
亿元），其中市级 67.5 亿元（含再融
资债券 34.6 亿元）。全市政府债券
还本付息102.4亿元，其中市级45.1
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22年财
政收支快报数未出，上述财政收支
和政府债务数据均为全年预计数，
待省财政批复市县决算后会有所变
动，决算结果届时报市人大常委会
审批。

（三）落实市人大决议与主要财
政工作情况

——坚持自力更生与上争外引
并举，财政综合实力持续增强。

——坚持务实笃行与聚势谋远
并进，发展后劲更加坚实有力。

——坚持为政以俭与惠民以实
并行，以人为本彰显民生情怀。

——坚持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管
并重，财政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二 、2023 年 预 算
（草案）情况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预期为 6%左右。这一目标是
指导性的，也是比较积极、符合实际
的，各县区将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实事求是安排收入目标。

（一）2023年收支预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1）代编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情况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9.2亿元，增长6%，其中税收占比
64%左右；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03.4亿元，下降3.2%。

（2）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8.2

亿元，同比增长 5%，其中税收收入
50 亿元，非税收入 28.2 亿元。市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体制结
算补助、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等，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40 亿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市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162.7亿元，加上预计省返还彩票公
益金 0.6 亿元、上年结转资金 23 亿
元，减去调入一般公共预算16亿元，
市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安 排
170.3亿元（含预计返还城市区征迁
补偿支出110亿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9 亿元，主要为利润收入；减去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0.6亿元，市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1.3亿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81.4 亿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 支 出 安 排 161.9 亿 元 ，当 年 结
余 19.5 亿 元 ，年 末 滚 存 结 余
200.8 亿元。

（二）2023年主要支出政策
2023 年，围绕市委市政府重点

工作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在安排“保工资、保运转”支
出的基础上，按照市十二次党代会
明确的九大重点任务，统筹一般公
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安排资金 108.2 亿元

（不含按体制需返还城市区征迁补
偿支出 110 亿元），重点安排以下
支出：

1.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
发展。安排 5.1 亿元。一是提升创
新平台能级，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
构。二是培育壮大创新主体，推动
高新技术企业倍增。三是打造创新
人才队伍，健全人才激励和保障机
制。四是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高标
准推进科技产业社区建设。五是大
力发展“风口”产业，推动郑洛新自
创区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2.加快建设现代化平台城市。
安排 40.9 亿元。一是强化交通枢
纽功能，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集
聚。二是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加快

城市公共服务现代化。三是提升
城市功能品质，打造青年宜居宜业
新空间。

3.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安排
7.4 亿元。一是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二是
抓好五项重点工作，加快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三是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

4. 深化文旅融合创新。安排
1.7亿元。一是发掘历史文化资源，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二是加快
文旅产业发展，叫响文旅融合特色
品牌。三是创新节会论坛形式，提
高城市综合营销水平。

5.加强全域生态保护治理。安
排 1.6 亿元。一是稳妥推进双碳战
略，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二是
实施国土绿化行动，加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三是加大生态补偿力
度，筑牢南部地区生态屏障。

6.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安排
23.4亿元。一是打造高质量教育体
系，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二是
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完善创业
服务机制，大力实施就业“扩量提
质”行动。三是加快健康洛阳建设，
支持打造区域医疗服务高地。四是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加快建成多层
次社保体系。

7.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安排
10.4 亿元。一是强化要素协调保
障，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二是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市场化
转型步伐，增强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三是强力推进精准招商，助
力提升营商和开放水平。四是加
大高效金融供给，积极鼓励和扶
持企业上市挂牌，加快建设高质
量资本市场。

8.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安排 1.2 亿元。一是坚持人
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支持廉政宣教基地信息化建
设。二是强化思想价值引领，常态
化推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三
是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持续优化提
升政务服务能力。

9.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安
排16.5亿元。一是兜住兜牢安全底
线，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二是
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完善城市公共
安全体系。三是落实党管武装制
度，聚力支持国防军队建设。

三、改进和加强预算
管理的主要措施

（一）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将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管理重要方
针，严把预算安排和支出关口，厉行
节约办一切事业。在保障部门正常
履职需要基础上，从严控制一般性
支出。强化预算刚性约束，盘活财
政存量资金和闲置资产。

（二）持续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
强化督促指导，压实县区和部门主
体责任，持续完善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在绩
效自评全覆盖基础上，加大自评结
果抽查力度，出台第三方机构参与
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升评
价质量。

（三）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坚
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用
好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重大支出事
前绩效评估、财政投资评审等手段，
把好重大支出关口。推进零基预算
改革在县区落地实施，持续打破基
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

（四）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监管。
坚持加强地方政府法定债务管理和
防 范 化 解 隐 性 债 务 风 险“ 两 手
抓”。持续加强专项债券借、用、
管、还全流程管理，充分发挥专项
债 券 稳 投 资 、扩 内 需 、补 短 板 作
用。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坚决遏制
新增隐性债务。

（五）自觉接受预算审查监督。
认真贯彻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
关预算决议和审查意见，及时报告
财税改革和财政重点工作进展，持
续加强和改进财政预算管理。加大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力度，保证公共
资金、公共财产安全，确保惠企利民
政策落实到位。

——2023年1月4日在洛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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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财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