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预算（草案）说明

2022 年是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推动

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随着市上以“一

带四园”为主体的生态功能区、以绿色生态产业为重点的产业

功能区、以市区为支撑的城市功能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实施，

为经开区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加之经开区自身资源禀赋和

区位优势明显，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不断完善园区要素配套、

狠抓招商引资、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培育，为工业经济发展夯

基础、添活力、增后劲，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现将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安排建议等

情况做简要说明。

一、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及中央和省委、市委一系列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家级经开

区的优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严格贯彻预算法，细化预算编制，硬

化预算约束，加快预算执行，推进预算公开，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基础设施配套



等重点工作，提升开发区综评考核位次，为推动经开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二、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

一是依法依规。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编制预

算，硬化预算约束，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法定预算，严控政府

债务风险。二是收支平衡。实事求是、科学研判编制收入预算，

量力而行编制支出预算，既体现实际需要，又兼顾财力状况，

确保收支平衡。三是有保有压。坚持把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放在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位置，加大对园区提

升改造及重点项目的保障力度；严控一般性支出，压缩“三公”

经费。四是全面绩效。强化绩效目标评审，完善绩效评价机制，

推进绩效结果公开，加强评价结果应用。

三、经开区财政收支预算（草案）

一般公共预算。经测算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为

818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970 万元、增长 13.45%，具体构

成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00 万元同比增长 6.1%；调入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 2280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相应安排经开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180 万元。其中:

（一）基本支出 1078 万元,占支出总额的 13.18%，其中：

人员经费 948 万元；公用支出 115 万元、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

出等 15 万元。

（二）项目支出 7102 万元,占支出总额的 86.82%，其中：

1.招商引资及项目前期、规划方面。安排资金 650 万元，



重点用于项目前期费、规划编制、评估、招商引资等支出。

2.工业发展及企业科技创新方面。安排资金 1090 万元，重

点用于企业转型升级、外资外贸企业补助、项目落地扶持奖励、

供气管网补助、科技创新奖补等支出。

3.生态环保及污染治理方面。安排资金 1232 万元，重点用

于环境安全平台建设、环境监测、应急预案、开发区循环园和

农产品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运营补贴及 5 户企业拆迁补偿等

支出。

4.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安排支出 2148 万元，重点用于经开

区提升改造、园区道路建设、基础设施维护、维修等支出。

5.园林绿化管理方面。安排支出 155 万元, 重点用于旧林

地改造及园林绿化管护费。

6.安排偿债资金 900 万元，主要用于化解以前年度基础设

施建设形成的债务。

7.安排税收事业费 250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临聘人员工资、

社保费、取暖费、税收征管办案费。

8.应急管理方面，安排支出 127 万元，主要用于化工集中

区安全平台建设、安全监管、应急预案、应急救援服务等支出。

9.教育费附加支出安排 350 万元

10.残疾人保障金支出安排 50 万元

11.安排预备费 150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380 万元，

减去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280 万元，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00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 600 万元，征

地拆迁补偿 500 万元。

四、2022 年重点工作

2022 年，张掖经开区围绕六个方面，狠抓落实，推进各项

重点工作高质量开展，全力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一）围绕重大项目抓突破，开创招商引资新局面，持续

推动财源培植。一是强化项目跟进服务，加快落地建设进度。

服务企业内培外引，打造税源增长新动能。加大项目协调服务

力度，按照意向项目抓签约、签约项目抓落地、落地项目抓进

度的工作机制，狠抓项目落实见效。紧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新

能源荒漠治理生态产业集群示范项目、株洲中车时代电气年产

10GW“零碳”智能装备产业项目、中能绿电（张掖）光储氢热

产业化示范项目等新能源项目，确定专人跟踪对接，做好土地

供应、政策保障、基础设施配套等信息对接，争取早日转化为

签约项目。紧盯襄阳正大 2 万吨玉米种子加工项目、张掖市耘

禾商贸年产 2 万吨晒醋生产线项目等 7 个已开工项目全力督促

项目按期推进，落实到位资金。组织精干招商力量持续不间断

地、有的放矢地外出招商，全面拓宽招商渠道，充分利用好兰

洽会、药博会、敦煌文博会、农博会等省内重要节会和青洽会、

厦洽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省外重点节会展会等招商推介

平台，精心准备，及早谋划招商推介活动和签约项目，捕捉投

资信息，考察对接重点企业，多渠道扩大引资主体，发挥财政

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



内生增长机制，助力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投资增长、企业增效、

财政增收。二是围绕十大生态产业，突出重点精准招商。按照

市委市政府关于《张掖市工业突破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要求，围绕十大生态产业，立足产业优势、资

源禀赋及发展重点，突出产业链补链、延链和强链，精心策划

储备一批重点招商项目。三是大力推进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

抢抓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等重大政策机遇，积极引进专业发

电头部企业参与我市清洁能源开发，按照“资源换产业”的原

则，筛选、引进、落地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带动本地产业

发展、产业发展具由生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优质新能源装备制

造产业项目。积极引进工业硅产业与新能源光伏产业形成配套

产业链，加快推进甘肃河西硅业 20 万吨硅系新材料项目、协鑫

集团张掖新能源零碳产业园项目落地实施。四是积极促进农畜

产品精深加工。农产品产业方面，以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为载体，

持续拓展肉制品、种子加工、乳制品、食用菌、蔬菜等农产品

深加工产业链，积极推进甘肃神农珍稀菇业年产 5000 吨珍稀食

用菌自动化瓶栽生产线建设项目（二期）早日投产。中药材产

业方面。依托河西制药公司、张掖市金盛中药饮片公司等骨干

企业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做大做强企业品牌。五是推动精细化

工产业发展。以张掖经开区化工集中区为平台，重点招引精细

化工、医药中间体等投资规模较大、科技含量高、积极效益好、

环境污染小、安全风险低的化工项目。做好厦门新迪全降解新

材料项目、甘肃丝路今龙年产 2 万吨水性涂料和 54 万平方米一



体板生产项目等化工项目的协调推进，提升化工集中区产业整

体水平，打造以精细化工为引领，专业化分工明晰、上下游产

业链配套，产业集聚发展的良好态势。

（二）围绕项目建成抓促进，形成项目建设新高潮。2022

年计划建设项目 46 项，续建项目 23 项，新建项目 23 项。计划

总投资 99.46 亿元，2022 年计划完成投资 50.43 亿元，其中：

续建项目计划总投资 41.34 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 16.71 亿

元；新建项目计划总投资 58.12 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 33.72

亿元。500 万元-5000 万元（不含 5000 万元）的项目 18 项、5000

万元-1 亿元（不含 1 亿元）的项目 16 项、1 亿元-10 亿元（不

含 10 亿元）的项目 17 项、10 亿元以上的项目 2 项。重点推进

续建的中船风电（张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风电机组总装基地

配套智慧运维中心建设项目等18个工业项目和国家级张掖经济

技术开发区生态科技产业园供暖供气（蒸汽）基础设施工程等 5

个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物流及房地产项目完成年度建设任

务，形成项目建设新高潮。

（三）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项目承载能力。一是持续

推进循环经济示范园供水项目，确保 2022 年开工建设，力争年

底建成运行。二是稳步推进生态科技产业园综合提升改造，力

争如期完成 20 户企业风貌改造提升。计划投资 1870 万元，实

施昆仑大道 2.11 公里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计划投资 2521 万元，

实施焉支西路2.71公里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计划投资828万元，

实施生态科技产业园双化路北段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计划投资



2018 万元，实施循环经济示范园纬一路延伸段 1.77 公里道路提

升改造工程。计划投资 2.06 亿元，完成生态科技产业园集中供

热项目。计划投资 7700 万元，完成循环经济示范园化工集区综

合服务区建设项目。扎实推进综合提升行动，改善区内基础设

施薄弱局面，加快园林式园区建设步伐。计划投资 5.57 亿元，

其中：实施生态科技产业园 3.4 公里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及 5 个

区域约 150 亩的绿化提升改造工程；实施农产品产业园污水管

网配套工程 25 公里；新建循环经济示范园 1.5 万吨/日供水项

目，配套供水主管道 42 公里；实施循环经济示范园平易河生态

环境修复治理及河道亮化工程；实施各产业园亮化提升工程，

配套安装路灯 2000 盏；实施生态科技产业园退化林分修复工程

约 321 亩；着力提升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不足，逐步改善基础设

施薄弱局面，为招商引资工作打好硬环境。

（四）围绕职能职责抓服务，营造营商发展新环境。以设

立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积极承接各级行政赋权职能，全面整合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加

大行政效能提升、简化行政办理程序，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企

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经开区“一站式”政务服务

水平，推进“不来即享”落实见效。

（五）服务新发展，强化财税金融保障。精准有效落实积

极财政政策，统筹财政资源，优化预算安排，强化收支管理，

集中财力办好园区招商引资及重点项目建设。一如既往加大地

方政府债券资金争取，做实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提升储备



项目质量，管好用好债券资金，积极向上争取转移支付支持，

提升财力保障能力。持续做好“六稳”“六保”相关工作，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确保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和机构正

常高效运转。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引导，落实制度性减税降费政

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企业纾困发

展。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面

保障疫情防控资金需求。强化动态融资项目库建设，探索建立

项目融资常态化对接机制，提高项目融资便捷性，努力破解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六）开创新局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坚持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落实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有关要求，推动全面

深化财税改革各项举措落实到位。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

改革，规范和统一预算管理工作流程、要素和规则，推进大数

据综合应用，实现对预算管理全流程的动态反映和有效控制，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健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绩效管理

质量。全面贯彻落实绿色采购政策，简化政府采购审批程序，

确保政府采购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和采购计划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