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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完成 3360.5亿元，

增长 8.3%。加上中央补助、一般债务收入、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等，收入总计 12307.7亿元。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584.5亿元，加上上解

中央、一般债务还本等，支出合计 12307.7 亿元，收

支平衡。

2023年计划执行情况

2023 年，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

特点，全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5 万亿元，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8.3%，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 500 亿元，金融

让利 212 亿元，净增经营主体 77.39 万户，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突破 2 万亿元。成功举办第二届湖南旅发大

会，全省旅游接待人数、总收入分别增长 51.3%、47.4%。

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201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1410

亿元。

新增百亿工业企业 8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116 家。高新技术企业净增 2000 家以上，“湘

易 办 ”注 册 用 户 突 破 3000 万 ，湖 南 自 贸 试 验 区 探 索

形 成 首 创 成 果 16 项 。在 湘 投 资 的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达

211 家 ，湘 商 回 归 新 注 册 企 业 1360 家 、到 位 资 金

5915.2 亿 元 。中 欧 班 列（长 沙）开 行 量 居 全 国 第 一 方

阵。

全年实现粮食播种面积 7145 万亩、总产 613.6 亿

斤，水稻、油茶种植面积和总产均居全国第 1 位，全省

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增长 7%。

长株潭一体化纵深推进 ，三市经济总量占全省

41.5%。

城镇新增就业 76.5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3%，民生支出占比达 71.9%。

“双碳”战略加快落地，单位 GDP 能耗下降 4.5%左

右，降幅居全国前列。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分别居中部第一、第二位。

打好防范化解风险阻击仗，交付“保交楼”项目 451

个、交付率居全国前列。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全省安

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6.3%、7.5%。

1.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大力培育产业新增长点，支持存量企业扩能升级，

精准开展招商引资。

2.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扩大有效益

的投资，聚焦“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建立重大项目库，强化进度评价、政

策支撑和要素保障。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

3.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稳步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化

投融资领域、价格领域、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4.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推动中非经贸提质升级，深化湖南自贸试

验区建设，推动经贸流通降本增效。

5.着力激发区域发展新动能

积极落实重大区域战略，推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大力实施

新型城镇化战略，力争城镇化率提高 0.5 个百分点左右，改造提

升老旧小区 3150 个。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建和提质高标准农田 300 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

定在 7135 万亩以上、产量在 615 亿斤左右。持续推动农民增收，

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湘村”，深化农

业农村领域改革。

7.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8.进一步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持续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

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快构建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体

系，新建 350 所乡镇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加强健康湖南建

设，稳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持续办好重点民生实事。

9.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红线

严控政府债务风险，稳妥防控金融领域风险。着

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全力以赴完成“保交楼”工作。提

升安全生产水平，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隐

患排查，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加大城市安全管

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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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主要计划
指标目标

这份2024年“任务书”写满“湖南信心”
——计划报告亮点解读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振亚

在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书面听取并讨论了湖南省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4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这份报告包含了哪些“干货”？传递出什么信号？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第一产业增加值增

长 3.5%，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7%，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6%，进出口总额增长 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增 长 6%。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提 高 0.5 个 百 分 点 左

右，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12%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增 速 高 于 经 济 增 速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70 万 人 ，城 镇

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3%左

右 。生 态 环 境 指 标 以 国 家 下 达 任 务 为 准 。粮 食 产 量

615 亿斤左右。

今年主要预期目标

今年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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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584.5亿元，其中民生支出占比达到 71.9%。

教育支出 1578.9亿元，增长 5.2%；

科学技术支出 314亿元，增长 12.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9.3亿元，增长 8.2%；

卫生健康支出 869.7亿元，增长 6%；

农林水支出 1066.4亿元，增长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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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0.5个百分点左右

研发经费投入增长12%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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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婷

2023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完成

3360.5 亿元，增长 8.3%，超过年初预期目标。

一年来，全省各级财税部门着力支持稳增

长、调结构、防风险、保民生，全省经济稳中有

进、进中提质，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推动经济企稳向好

引导消费回升。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新消

费场景等补助力度。推进乡村商业网络体系、农

产品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补短板。

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能源保

障、水安全、物流运输、新基建“五张网”。发行专

项债券，撬动总投资超 5000 亿元。

完善税费政策。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

缓费超 500 亿元。

推进“三个高地”建设

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持续实施

“智赋万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财政奖

补政策。下达中小企业奖补 5.2 亿元，新培育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16 家、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 1787 家。

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

省科技支出近三年年均增长 12.5%。推动岳麓山

实验室等重大科创平台加快建成投用。兑现企

业研发奖补 8 亿元。

建设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推动湖南自

贸试验区产业升级、平台提质。支持怀化东盟货

运等五大国际物流通道发展壮大。中非经贸博

览会参会规模、参展商品、签约项目创历届之

最。

支持乡村振兴发展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湖南全年发放耕地地

力保护、稻谷目标价格等补贴 75.6 亿元，水稻规

模种植保险保额基准由每亩 500 元提高到 900

元。支持低镉积累水稻品种选育推广。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国省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发展比重超 60%。组建乡

村振兴产业投资基金。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支持国家骨干水网工

程、大中型灌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等水利项目

实施。加快“村内户外”小型公益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田园综合体、美丽乡村等农村综合改革试

点。

助力美丽湖南建设

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支持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推进“一江一湖三山四水”系统联

治。

促进生态保护修复，支持人工造林、封山育

林、森林抚育、草地改良。

兜牢基本民生底网

湖南全年民生支出占比达到 71.9%，就业、

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

障。

支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重点支持高校毕

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创业，

城镇新增就业超 70 万人。

支持教育全面均衡发展。100 所县域普通

高中“徐特立项目”全面开工，14 所中职“楚怡

学校”加快建设，293 万人次学生享受各类奖助

学金资助。

支持护佑人民生命健康。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个人”参保缴

费达到每人每年 1020 元。

支持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城乡低

保指导标准，散居、集中养育孤儿基本生活标准继续提高。支持 2789

家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对高风险地区、高风险债务实施“精准拆弹”，

超额完成隐性债务化解任务。

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对市县财力性转移支付增长 17.3%，夯实基层

保障能力，县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防范库款保障风险，支持市县优先保障工资和民生补贴发放。清

理市县暂付款，暂付款规模较高峰期下降 54.5%，库款安全度明显提

升。

提升财政管理效能

健全过“紧日子”长效机制，省直部门一般性支出预算累计下降

31%。对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开展全

面摸排，盘活资产入库收益超 1000 亿元。

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综合研判，2024 年经济运行将持续回升向好，财政收入将呈稳中

向好态势。2024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将过“紧

日子”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和习惯，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建设现代

化新湖南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2024 年财政支出将着力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守底线，聚焦推

动经济稳步回升向好、打造“三个高地”、抓好“三农”工作、推动城乡融

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主动担

当、团结奋进，努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