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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5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基本概况

（一）职能职责。

1、拟订并组织实施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计划。

2、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

目标、重大任务以及相关政策。组织开展重大战略规划、重大

政策、重大工程等评估督导，提出相关调整建议。

3、统筹提出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监测预测

预警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趋势，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4、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全省经济体制改革有关工作，提出

相关改革建议。

5、提出全省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战略、规划、总量平衡

和结构优化的政策。牵头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

6、负责投资综合管理，拟订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结

构调控目标、政策及措施，会同相关部门拟订政府投资项目审

批权限和政府核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目录。统筹安排中央、

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按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审核、备案

重大项目。

7、推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组织拟订相关

区域规划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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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组织拟订综合性产业政策。负责协调一二三产业发展的

重大问题并统筹衔接相关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协调推进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组织拟订并推动实施服务业及现代物流业发展

规划和重大政策。综合研判消费变动趋势，拟订实施促进消费

的综合性政策措施。

9、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会同相关部门拟订推进创

新创业的规划和政策，提出创新发展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

政策措施。研究提出产业集群发展相关政策措施。

10、跟踪研判涉及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科技

安全、社会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11、负责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衔接，协调有关

重大问题。

12、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

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等工作。

13、拟订并组织实施有关价格政策，组织制定少数由省级

管理的重要商品、服务价格和重要收费标准。监测、分析市场

价格形势，组织实施价格总水平控制；管理国家、省列名管理

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负责价格成本调查和监审。

14、牵头推进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导和协调全省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牵头组织监督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牵头

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拟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

划和政策措施，统筹推进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协调有关

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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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推进全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

发展的战略和规划，协调有关重大问题。

16、承担湘西地区开发、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省级议事协调机构的有关

具体工作。

17、管理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能源局。

18、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 32个职能处室，包括办公室、发展战略和规划处、

法规处、国民经济综合处、省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财经一处、

省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财经二处、体制改革综合处、固定资产

投资处、经济运行调节处、外资和经济贸易处、区域协调发展

处（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处）、园区发展处、农村经济处、基础

设施发展处、产业发展处、就业收入分配和服务业处、创新和

高技术发展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社会发展处、财政金

融和信用建设处、服务价格和收费管理处、商品价格和调控管

理处、长江经济带和洞庭湖发展处、湘西地区开发和对口支援

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处（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优化营商环境处（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联席会议办公室）、民

营经济发展处、评估督导处、经济与装备动员处、人事处、机

关党委、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处。

委管单位 4个：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南省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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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政单位；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湖南省重点

建设项目事务中心为事业单位。

委属单位 9个：湖南省价格成本调查队为行政单位；湖南

省发改委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湖南省节能监察中心、湖南省发

改委信息中心、湖南省价格认证中心、湖南省价格监测分析中

心、湖南省发改委干部培训中心、湖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所及湖南省农村经济信息服务中心为事业单位。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预算为汇总预算，纳入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包括：

1、省发改委本级

2、湖南省价格成本调查队

3、湖南省价格认证中心

4、湖南省价格监测分析中心

5、湖南省发改委干部培训中心

6、湖南省农村经济信息服务中心

特别说明，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南省长株潭一体

化发展事务中心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预算另行公开，部门

预算不包括以上两个单位。

三、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等财政拨款收入，以及经营收入、事业收入等单

位资金。2025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17309.1万元，其中，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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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预算拨款 17109.10万元（含上年度结转结余资金 1537.54万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0万元，其他收入 200万元。

收入较去年减少 4465.26 万元，主要是上年结转减少 1794.77

万元，12345政务热线经费减少1555.3万元，人员经费减少473.3

万元，全省铁路协调经费减少 300万元，信创工程项目经费减

少 131.89万元，非税收入减少 110万元，其他减少 100万元。

（二）支出预算：2025年本部门支出预算 17309.1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12678.1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2561.81

万元，卫生健康 1022.15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11.2万元，住房

保障 835.77万元，其他 200万元。支出较去年减少 4465.26万

元，主要是上年结转减少 1794.77万元，12345政务热线经费减

少 1555.3万元，人员经费减少 576.08万元，全省铁路协调经费

减少 300万元，信创工程项目经费减少 131.89万元，其他支出

减少 107.22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025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17109.1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678.17万元，占 74.1%；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2561.81万元，占 14.98%；卫生健康支出 1022.15

万元，占 5.9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1.2万元，占 0.07%；住

房保障支出 835.77万元，占 4.88%。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25年本部门基本支出预算数 142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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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

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2025年本部门项目支出预算 2844.07万

元，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

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

出等，其中：

上年结转专项 1537.54万元。包括①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

费 600万元；②课题研究、规划编制和立法调研 460.85万元；

③农网巩固提升工程验收 120万元；④营商环境评价工作经费

53.82万元；⑤其他零星专项 302.87万元，主要用于国外贷款

赠款专项、价格成本调查、认证和监测分析等方面工作。

年初预算安排 1306.53万元。包括①财经工作经费 40万元，

主要用于分析和研究全国各省近五年的经济形势，为省委省政

府重大决策提供参考；②对口支援工作经费 650万元，主要用

于按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口支援三峡、西藏和新疆；③能源

专项 200万元，主要用于全省农网改造、新能源建设及电厂建

设协调工作；④因公出国 263万元（包含全省国际产能合作专

项出国费 200万元），主要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一带一路”

的调研、考察、学习任务，重点围绕深化对非合作、办好重要

展会、开展产能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加强风险防范等方面开

展因公出访工作；⑤公务用车及设备购置费 20.78万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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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办公自动化设备更新、升级维护及运输设备更新；⑥价格

调控、物流统计等相关专项 132.75万元，主要用于价格检查、

调查、认证、监测和物流统计等方面工作。

⑦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25年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运行经费：2025年本部门机关本级及委属 5家行政

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 3410.9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21.01

万元，上升 0.62%，主要是承担省委省政府部分重大活动，其

他商品服务支出较 2024年度有增加。

（二）“三公”经费预算：2025年本部门机关本级及 5家行

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150.18万元，其中，公务接待

费 18.13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69.05万元（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费 1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51.05万元），因公出国

（境）费 63万元。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较上年减少 1.5万元，

主要是厉行节约，压减“三公”。特别说明：从 2018年起，由

省委省政府批准全省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专项出国经费

由我委代管。2025年该专项预算金额为 200万元，“三公”经费

不包含此专项。

（三）一般性支出情况：2025年本部门会议费预算 94.81

万元，拟召开 30次左右会议，人数 2621人，内容为全省发改

工作、铁路专题、代建制、价格听证、优化营商环境、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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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环、区域协调发展、长株潭一体化、投资、乡村振兴和公共

资源管理工作会议，省委财经委会议，省重点建设项目片区推

进会，全国公共资源招投标现场会，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

设推进大会，湘中南部地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大会等。培

训费预算 127.27万元，拟开展 28次培训，人数 3712人，内容

为全省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作、评估督导监督检查、依法行政、

民营经济、煤矿企业资金申报、安全生产和消防学习教育专题

辅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项目大谋划 谋划大项目》行

动方案推进、价格和收费管理调控、节能监察、潜力数据调查、

油气长输管道保护、成本监审、社会领域基本建设投资业务、

项目中心业务、以工代赈、异地扶贫搬迁、优化营商环境、就

业、收入、消费和服务业业务等培训；委青年干部和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继续教育等；吐鲁番市经济管理干部人才培训、全国

统一大市场工作培训以及在湘民营企业培训等。无举办节庆、

晚会、论坛、赛事活动。

（四）政府采购情况：2025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445.33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201.84万元；工程类采购

预算 0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243.49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使用及新增资产配置情况：截至 2024

年 12月底，本部门共有公务用车 21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2辆，应急保障用车 5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

用车 4辆，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10辆；单位价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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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设备 0台（不含车辆）。2025年拟新增配置公务用车

1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0辆，应急保障用车 0辆，执法执

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辆，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

务用车 1辆；新增配备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上设备 0台（不含车

辆）。

（六）预算绩效目标说明：本部门所有支出实行绩效目标

管理。纳入 2025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 17309.1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4265.03万元，项目支出 3044.07万元，

具体绩效目标详见报表。

七、名词解释

1、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

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

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省（市/县）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

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

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

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

培训费、公杂费等等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