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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地方财政经济运行”

调查问卷（2022 年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问卷设计组

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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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战线上的各位同仁：

您们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作为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国家高端智库，肩负为党中

央、国务院及财政部决策咨询的使命。2022 年，在疫情防控、减税降费、地方

还债高峰期来临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基层财政紧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剧。党中央、

国务院和财政部党组对基层财政运行情况高度重视与关心，定期要求我院分析基

层财政运行情况并提出政策建议。为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基层财政运行情况，并且

制定出务实高效的财政纾困政策，我院专题开展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查。恳请您

在百忙之中填答问卷。

为节省您填答问卷的时间，请您务必阅读以下说明：

1.请使用财政运行公开数据填答问卷。

2.地级市财政部门只需填答市本级相关数据即可。

3.县级市、市辖区、县或经开区管委会等派出机构的财政部门填写全区/县

数据。

4.除选择题外，填写数字时请填写整数或小数（保留一位小数点）。

5.关于增幅，均可填写负数表示负增长。

6.D1 和 D2 题可能需要税务部门和发改部门的协助提供。

7.E 部分为主观题，主要是了解您对当前财政经济运行情况和未来预期的判

断，选项没有对错之分，请选出您认为与真实情况相符的选项。

8.填答时间预计需要 30分钟左右，请耐心作答，尽量一次性填写完毕。

感谢您的配合与支持。在财政部门担当重任，稳住经济大盘，维护经济运行

安全的同时，让我们一同守住财政的安全性和运行的可持续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2 年 11 月 9 日

联系人信息：

侯海波，电话：18800110163，邮箱：herbhou@foxmail.com

王胜华，电话：010-88191718，15801233021，邮箱：7410998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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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问贵局为（）省（）市（）区/县的财政部门。

2.贵局目前是否实行财政省直管县（）。（指标解释：直接与省体制结算）

【上题除选择市本级外的跳转此题】

1. 是

2. 否

A.收入

A1 1-9 月，地方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指标解释：税收收入+非税收入）

为（）万元，预算执行进度（指标解释：预算执行数/年初预算数*100%）（）%，

税收比重（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为（）%，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影响后增长（）%。

A2 1-9 月，税收收入中，同比增幅排前三位的税种分别为（）（）（），

同比降幅排前三位的税种分别为（）（）（）

1. 增值税 2. 企业所得税 3. 个人所得税 4. 资源税 5. 土

地增值税 6. 房产税 7. 城镇土地使用税 8. 契税 9. 耕地占用

税 10. 印花税 11. 车船税 12. 城市建设维护税 13. 烟叶税

14. 环境保护税

A3 1-9 月，非税收入中，收入规模最大的是（），为（）万元。

1.专项收入 2.行政事业性收费 3.罚没收入 4.国有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 5.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6.捐赠收入 7.其他收入

A4 1-9 月，非税收入中，与去年同比增速最快的是（），增速（）%。

1.专项收入 2.行政事业性收费 3.罚没收入 4.国有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 5.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6.捐赠收入 7.其他收入

A5 1-9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入库（）万元，与上年同比增长

（）%，占年初预算目标的（）%，其中，当年完成交易入库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为（）万元。

A6 1-9 月上级下达的一般转移支付（）万元，其中共担事权转移支付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万元。

A7 预计全年通过存量资产盘活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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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解释：存量资产盘活主要包括：一是重点盘活存量规模较大、当前收益较

好或增长潜力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资产，包括交通、水利、清洁能源、保障

性租赁住房、水电气热等市政设施、生态环保、产业园区、仓储物流、旅游、

新型基础设施等。二是统筹盘活存量和改扩建有机结合的项目资产，包括综

合交通枢纽改造、工业企业退城进园等。三是有序盘活长期闲置但具有较大

开发利用价值的项目资产，包括老旧厂房、文化体育场馆和闲置土地等，以

及国有企业开办的酒店、餐饮、疗养院等非主业资产。（详见《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国办发〔2022〕19 号））

A8 年初预算通过后，是否又进行预算调整？

1.是，调整了（）次（请跳转至 A9） 2.否

A9 预算调整的目的（）（可多选）（A8 选择 1）

1.突发事件动用预算准备金 （指标解释：动用预算准备金，包括预备

费和预算周转金。预备费是各级预算中预留的不规定具体用途，专门用于解

决某些意外支出需要的资金；预算周转金是为了平衡预算季节性收支差异、

应付资金周转需要而用历年预算结余设置的专项资金）

2.调减预算安排的重点支出数额

3.因债务转贷收入而进行预算调整

4.新增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安排支出，调增预算总支出

5.因财政体制调整而进行的预算划转（指标解释：预算划转是指由于预

算单位隶属关系改变而将其预算划转至接收单位的年中预算调整，例如行政

区划改变、企业隶属关系调整等因素）

6.其他（）

B.支出

B1 1-9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万元，预算执行进度（指标解释：

预算执行数/年初预算数*100%）（）%，与上年同比增长（）%。

B2 预计 2022 年全年，“保基本民生”支出为（）万元，“保工资”支

出为（）万元，“保运转”支出为（）万元。（指标解释：“三保”为国家标

准，具体请参照财预便[2021]164 的标准和范围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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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每年上级政府部门对财力保障规模或增速有考核要求的领域有（）

（可多选）

1.乡村振兴 2.教育/助学 3.科技与研发投入 3.公共卫生健康 4.保

障性住房/安居工程 5.社区建设/民生基础设施 6.生态保护与修复 7.文

化体育 8.困难群体救助、补贴及保障 9.农林水利设施建设 10.生产安

全 11.其他

B4 今年 9 月底，贵局库款保障水平系数（）

1.低于 0.3 2.勉强维持 0.3 3.0.3-0.5 4.0.5-0.8 5.高于 0.8

B5 与今年第三季度（7-9 月）相比，第四季度（10-12 月）库款保障

水平变化趋势为：

1.库款更加充裕 2.库款保障水平变化不大 3.库款更加紧张

C.债务管理

C1 本级财政还债负担最重的年份为（）（）（）年。（最多可选 3 项）

1.2020 2.2021 3.2022 4.2023 5.2024 6.2025 7.2026

8.2027 9.2028

C2 目前本级政府综合债务率为（）色水平。

1. 红 2.橙 3.黄 4.绿

C3 与 2022 年初相比，年底政府综合债务率会（）

1.下降 2.略有下降 3.无明显变化 4.略有上升 5.上升

C4 针对法定债务（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的偿还情况，请补充下列数

据：

年 份 2021 2022 2023（预计）

还本（万元）

其中：通过债券置换（万元）

付息（万元）

【逻辑校验：还本额必须大于等于债券置换额】

D.政策

D1 今年以来，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财政支持投入情况



33

填表说明：1.范围：围绕国务院 33 条、省市等有关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及本级出台的财政贯彻落实政策，填写财政投入情况；2.对象：财政政策支

持对象为市场主体；3.如果“是否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一列选择 1，则“若

是，今年累计财政支持投入（万元）”需填写具体金额，否则无法提交问卷。

是否出台相关政策措

施（0-否，1-是）

若是，今年财政已投

入金额（万元）

1.留抵退税

2.减税类

减

免

缓

3.降费类
降费类

缓交类

4.减免房租类

5.免收投标（响应）保证金

6.注入资本金

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

设立基金

7.补贴补助类
奖补

贴息

8.其他

D2 2022 年 7 月以来，获得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万元。（指标解

释：2022 年 7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项

目建设的举措，人民银行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分别设立金融工

具，规模共 3000 亿元，用于补充投资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

本金，但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 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

E.财政经济运行预期

E1.假定有两种投资方案：投资 A 预期获得 5%的收益，有可能承担非常

小的损失；投资 B 预期获得 20%的收益，但有可能面临 25%甚至更高的亏损。

您的投资风格为（）

A.全部投资于 A

B.大部分投资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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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两种投资各一半

D.大部分投资于 B

E.全部投资于 B

E2.您对所在地区未来一年形势的整体判断（）

乐观 中性 悲观

未来宏观经济形势

未来财政形势

E3.您对当前财政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的评价（）

A.精准，且有效

B.精准，但有效性不高

C.精准性和有效性均不高

E4.您认为未来一年财政政策取向应该（）

A.扩张（更加积极）

B.中性

C.紧缩

E5.您对所在地区财政压力的判断（）

无压力 压力较小 压力很大

保基本民生压力

保工资压力

保运转压力

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

金融风险化解压力（如村镇银行）

房地产风险化解压力

E6.您预计所在地区财政风险将主要来源于（）

A.财政收入下行

B.缺乏主体税收

C.“三保”支出

D.政府债务还本付息

E.金融风险化解（如村镇银行）

F.房地产风险化解



35

G.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不高

H.其他

E7.您对所在地区财政可持续性的判断（）

A.可持续性较高

B.可持续性一般

C.可持续性较低

E8.您认为所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程度如何（）

A.支出结构科学合理，无需优化

B.支出结构需要优化，但空间小

C.支出结构需要优化，且空间大

E9.您认为所在地区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

较好 一般 较差

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减税降费政策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

政策

专项债券“稳投资”政策

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

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

加大稳岗支持力度政策

社保费缓缴政策

E10.您认为所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如何（）

较高 一般 较低

义务教育

就业社保

医疗卫生

养老服务

住房保障

文化体育

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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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您认为省直管县体制对改善县（市）财力均衡状况的效果如何（）

A、较好

B、一般

C、较差

E12.您认为所在地区民营社会资本投资意愿如何（）

A、投资意愿较高

B、投资意愿一般

C、投资意愿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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