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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
批转淄博市审计局关于 2021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报告的通知
淄政字〔2022〕 92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

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淄博市审计局关于 2021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结果报告》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

执行。

一、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审计委员会工作要求和

市委审计委员会工作安排，积极主动支持配合审计工作，依法自

觉接受审计监督。审计部门要聚焦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审

计主责主业，紧紧围绕推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六

稳”“六保”工作任务落实落地持续发力，认真做好常态化“经济体

检”工作，更好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二、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要严格落实中央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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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过紧日子要求，厉行勤俭节约，严控

一般性支出，坚决压减低效无效开支，进一步强化财政预算刚性

约束。财政部门要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加大各类

资金统筹力度，强化财政运行分析和监测，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三、强化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强

化被审计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对审计发现问

题，逐项研究、逐一整改，同时要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针

对制度漏洞和薄弱环节研究解决措施，推动行业系统全面整改，

提升治理能力。审计整改结果在书面告知审计机关的同时，要向

同级政府或主管部门报告。市政府督查室要重点督查审计整改情

况，2021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

情况要在 9 月底前报市审计局，市审计局要对审计结果报告所提

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向市政府专题报告，并按照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年底前代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整

改情况。审计部门要加强与纪检监察、巡察等部门的协同联动，

建立健全贯通协作工作机制，提升监督效能。

淄博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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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审计局关于 2021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报告

市政府：

根据《审计法》规定，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市审计

局对 2021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工

作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和关于审计工

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做

好常态化“经济体检”工作，全力服务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

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积极推动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落地，对高质量发展涉企政

策、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等进行审计。二是积极推动财政

管理提质增效，对市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编制及 8 个部门预算

执行等进行审计，对 217 个市级预算单位全覆盖数据分析。三是

积极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提高，对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乡村振兴政

策落实及资金绩效情况等进行审计。四是积极推动政府投资绩效

提升，开展 4 个已竣工政府重点投资项目决算审计及 5 个在建项

目跟踪审计。

一、市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从审计情况看，市财政部门深入推进各项财税改革和财政管

理工作，全市财政运行好于预期，顺利完成了预算任务。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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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基本能够严格执行财经制度，积极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着力提高资金绩效水平，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发现的主要问

题：

（一）财政资源统筹能力有待提高

1.部分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未及时分配使用。一是市级 2020 年

以前结转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8498.99 万元，2021 年使用 6808.14

万元，截至审计日，还余 1462.85 万元未分配使用。二是高新区

2021 年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有 2.74 亿元当年未分配使用。

2.部分财政存量资金未及时统筹使用。一是市级 6 个部门单

位上级补助、项目支出等结转结余资金未上缴财政 753.08 万元。

二是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 2 个部门项目支出结转结余资金未上

缴财政 40.2 万元。

3.预算编制不完整问题依然存在。9 个部门单位未将 2531.55

万元上级补助、上年结转等资金编入 2021 年预算。

（二）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13 个部门单位公务接待费、

会议费未严格执行“一次一结”制度，共计 86 次，涉及资金 16.29

万元。4 个部门无预算、超预算列支公务接待费、会议费 36.6 万

元。6 个部门单位存在超标准支付车辆租赁费、未严格执行公务

用车定点社会化租赁制度等问题。

（三）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仍需加强

1.事前绩效评估不完善。市级 100 个部门单位对 369 个支出

项目进行了事前评估，有 36 个部门单位的 82 个项目存在多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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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填报雷同或不完整的情况，事前评估工作亟需优化。

2.绩效目标管理不严格。市级 74 个部门单位 200 个项目绩效

目标表中，超过 1/3 的绩效指标量化不足或未采用定性分级分档

形式表述，不利于事中监控和事后绩效评价。

（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水平还需提升

1.网络安全管理不到位。2 个部门信息化平台建成使用后，系

统管理权限未及时划转到建设单位。3 个部门单位在用的 8 个信

息系统，未与系统运维单位签订安全保密协议。

2.信息化建设管理不规范。各单位提报的电子政务建设项目

未按规定进行联合评审。4 个部门单位建成的 5 个信息化系统未

及时办理资产入账，金额共计 834.35 万元。

（五）预算执行不严格。3 个部门单位基本支出超预算、挤

占项目支出 39.88 万元。2 个部门单位无预算支出宣传费等 29 万

元。1 个单位超范围列支专项资金 19.23 万元。

（六）决算草案编制不规范。市级决算草案编制未将 4 户国

有企业股权投资-1935.55 万元纳入核算范围，导致多记市级资产。

4 个部门单位账表不符、在往来款中核算收支造成决算不真实，

涉及资金 515.83 万元。

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及专项审计情况

（一）促进高质量发展涉企政策落实情况审计。对 34 项省级

“六稳”“六保”及“稳中求进”政策和 59 项市级惠企政策落实情况进

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淄惠企”云平台专业惠企作用



— 6 —

发挥有待提高。云平台已开通政策兑现功能，但资金仍通过主管

部门及市、区县两级层层审核拨付，尚未实现惠企利民“一键直

达”。二是市级创新创业共同体项目确定迟于计划时间。2019 年 11

月，我市计划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培育 10 个以上的市级创新创业共

同体，2021 年 9 月，淄博市高端医疗器械等 5 个项目才被确定为

第一批创新创业共同体。三是 3 个区县应配套未配套齐鲁股权交

易中心挂牌融资扶持资金 362.8 万元。

（二）全市粮食购销领域审计。对全市粮食购销领域开展了

专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区县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

不到位，个别存在成品粮储备不足的问题。二是有的粮食储备企

业挪用涉粮专项资金，部分区县使用专项资金建设的质检中心、

应急体系等项目设备长期闲置、效益未达预期。三是部分粮食储

备企业违反储备粮轮换制度、收购政策，存在轮换计划执行不严

格、套取财政补贴资金等问题。

（三）政府专项债券审计。对 2021 年度全市 174.84 亿元政

府专项债券进行了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债券项

目建设进展缓慢。36 个项目由于前期手续准备不齐全、项目规划

调整等原因，截至审计日未开工建设或推进缓慢，造成债券资金

无法及时使用。二是项目工程款支付不合规。4 个项目超进度支

付工程款 8087.64 万元。

（四）高青县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情况审计。对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11 月高青县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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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超范围整合项目，完成投资额

多报 3247.12 万元。高青县农业节水工程项目整合 2020 年、2021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的部分田间水利工程，在实际整合过程

中，包括了不在灌区范围内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1.35 万亩以及

不应纳入整合内容的道路、田间林网等，导致完成投资额不实，

多报 3247.12 万元。二是未按规定收取履约保证金或要求其提供

履约保函。农业节水工程施工标、设备标分别于 2020 年 9 月、10

月完成招标，涉及 8 家中标单位。截至审计日，上述单位均未按

照招标文件要求，按中标金额的 10%交纳履约保证金或提供履约

保函。三是部分项目未按设计方案施工。抽查 5 个标段施工情况，

发现 8 处未按设计方案施工。  

三、高品质民生建设审计情况

（一）重大民生实事项目政策落实及资金绩效情况审计。对

我市 2021 年度重大民生实事项目政策落实及资金绩效情况进行

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目标未按期完成。交通运输

综合信息平台未接入“一网统管”市级主平台， 未按照要求完成“云

数网端”基础设施建设内容。二是项目绩效未达预期。防走失定位

服务管理平台系统部分功能不完善，手环使用率低。2 家获得奖

补的书店不符合申报条件或领取奖补后减少图书数量和经营面积。

部分“5+N”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未达标、利用率

不高。三是补贴发放不规范 13.13 万元。向 1 家不符合条件的企

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2.72 万元，向 25 名不符合条件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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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就业培训补贴等 4.22 万元，向 43 名人员重复发放同类补贴

6.19 万元。 

（二）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及资金绩效情况审计调查。对临淄

区、桓台县 2019 年至 2021 年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及资金绩效情况

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地

力提升投入不足。2 个区县 9 个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项目，面积

8.7 万亩，完成投资 1.2 亿元，未按规定安排测土配方施肥、土壤

改良等用于地力提升的内容及资金。二是项目建设绩效有待提高。

2020 年，临淄区 1.3 万亩、桓台县 1.24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与承包户灌溉方法需求不匹配，造成部分出水口损坏或利用率不

高，影响了管网作用的发挥。三是项目资金闲置。临淄区建设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域公共品牌提升项目，涉及 2018 年上级奖补

资金 120 万元，因公共品牌设计等未确定，资金闲置 3 年以上。

（三）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审计。对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筹集和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救助基金追偿联动未实现信息共享。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未与保险公司建立保险赔付联

动机制，获取保险赔付信息存在滞后性；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综合管理系统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未实现联

通，不利于资金的追偿。二是交强险罚没收入未按规定划拨至道

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账户 210.33 万元。

四、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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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和自然资源等 3 类国有资产管

理使用情况。

（一）国有企业改革及资产管理审计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重点改革事项推进缓慢。全市国有企业中，11 户企业未

制定重要决策事项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具体实施办法，12 户企业

董事会未设立外部董事及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9 户企业未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二是国有

企业资产监管不到位。淄博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收入成本不实

1521.43 万元。淄博市元通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未经评估出租土地使

用权，4 年收取租金 101.38 万元。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审计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市级国有资产登记管理不规范。截至 2021 年末，市级有 219

处房产、23 处土地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37 处已拆除、产权已转

出房产未及时在资产账中核销。二是部分部门单位资产管理不规

范、处置不合规。9 个部门单位资产账实不符、产权不明确

1332.07 万元，13 个部门单位资产入账不及时、工程未转固定资

产 1.04 亿元，6 个部门单位资产出租收入未上缴财政、未经批准

处置资产 169.08 万元。

（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

土地节约集约化利用水平不高。截至 2020 年末，2 个区存在批而

未供土地 4298.57 亩。二是污水处理费、水土保持补偿费拨付征

缴不到位。未及时拨付 4 家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服务费、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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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服务费等 3222.58 万元，应征未征 18 个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

140.87 万元。

五、政府重点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2021 年，对市文化中心等 4 个已竣工交付使用的政府重点投

资项目进行了审计，工程建造总值 59.61 亿元，复审审减工程造

价 1.44 亿元，审计发现存在建设成本核算不规范、投资未实现预

期效益等问题。对淄博大学城一期等 5 个在建工程项目进行了跟

踪审计，查出应缴未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未进行竣工财务决

算等 1.68 亿元。

六、审计建议

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审计机关依法出具审计报告，下达审计

决定，并移送重大问题线索 48 件。针对审计发现问题，提出如下

建议：

（一）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全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财

为政服务”理念，进一步统筹财政资金，做强优势产业链群，培育

壮大新经济。积极对上争取新增政府专项债券额度，切实保障重

大项目建设。

（二）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继续加大

民生投入，保障教育、养老等领域高品质民生建设，支持办好民

生实事。进一步压实民生领域项目和资金管理使用责任，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着力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三）加强财政收支管理，防范财政运行风险。统筹做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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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支管理，进一步提高预算收入编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严控

一般性支出，坚决压减低效无效开支，强化财政运行分析和监测，

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四）加大审计整改力度，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健全完善审

计整改工作长效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突出闭环管理，抓好审计

查出问题确认挂号、整改认定销号、督促检查及责任追究等关键

环节。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推动审计

监督与人大监督等各类监督联动配合，巩固拓展审计整改成效。

特此报告。

                                 

淄博市审计局

2022 年 9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