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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审计局关于市 2022年度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审计工作报告的公告

2023年 6月 29日，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市审计局局长郭培

源向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了《晋江市 2022年度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对审计

工作报告进行满意度表决并获得通过，现将审计工作报告公告

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审计工作基本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的规定，市审计局按照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紧盯重大项目

建设，紧盯重大风险隐患，紧盯惠企政策落实，紧盯民生保障

和改善，对市 2022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

审计。本次审计 13 个项目，涉及 29 个部门单位，并延伸抽查

175个单位。

（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评价。从审计情况看，2022

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市以“五个年”

活动为抓手，认真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要求，有效应对经济下行、疫情冲击和组合式税费支持政

策叠加影响的压力，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统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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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财政运行总体趋于平稳。审计结

果表明，2022 年我市本级预算执行总体较好，基本完成了市十

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预算任务。但审计也发现，

在预算收支执行、财政风险防控、民生保障管理、公共投资建

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市本级预算执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方面

1. 部分代编预算指标下达不及时。抽查代编预算，至 6月

30日仍未下达的占比 30.97%。

2. 部分项目预算未细化。18个支出项目预算 7195.96万元

未细化到具体项目。

3. 部分预算编制不科学。9个预算单位 10个项目结转结余

指标 3514.54万元，2022年仍继续安排 6208.46万元，实际支付

2920.25万元，年底结转 6802.75万元。

4. 部分单位未按要求进行预算公开。14个单位未在规定平

台公开或者公开的内容缺乏绩效部分。

（二）预算执行方面

1. 财政收入中一次性收入比例较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占政府性基金收入比重 95.67%，资产处置收入占非税收入

比重 68.59%，一次性收入比例较高，存在不可持续性。

2. 部分非税收入未及时入库。罚没过渡户收入、产权户管

理的非税收入及利息、被征地养老和社保调剂金户利息，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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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缴库。

3. 财政资金存放效益不佳。社保基金专户、社保综合调剂

金账户活期存款余额合计 221289.78万元。

4.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本级配套资金

10110.68万元未及时配套到位。

5. 2022 年度以前预提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费用 4355.99 万

元未拨付。

6. 2022年度国有企业股权转让、资本收益 30367.57万元通

过不同的预算科目、缴库方式入库。

（三）预算绩效方面

1. 2022年预算草案报告未同步反映资金绩效目标情况。

2. 部分绩效目标管理不到位。存在未填报整体绩效、整体

绩效要素未填写、个别项目绩效目标表述不准确。

3. 绩效运行监控不全面。绩效监控未能实现全面覆盖，个

别项目绩效监控表填报不完整。

4. 部分绩效自评不准确。上报的自评报告对预算安排、数

量和质量指标目标值表述不一致，指标完成值与资金安排和使

用情况不符。

（四）财政管理方面

1. 2022年财政收回存量资金 42751万元未及时统筹使用。

2. 往来资金未及时清理。涉及五个账户合计 25165.63万元

未及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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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量财政专户未及时清理。财政支农资金、一事一议账

户近三年较少甚至未发生收付活动，未及时清理。

（五）政府债务管理方面。部分项目进展缓慢，取得上级

资金的四个建设项目结存 1881.71万元在项目单位未使用。

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算执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预算编制方面。个别项目编制不精准。

2. 预算执行方面。部分项目经费执行率低，个别项目无预

算支出、超预算支出，补助资金未及时拨付。

3. 预算绩效管理方面。个别绩效管理不到位，绩效自评与

实际情况不符；个别项目指标未达到年初设置的数量目标值。

4. 国有资产管理方面。个别固定资产未办理产权手续，下

属单位固定资产账面余额与资产管理系统不符。

5. 会计核算与内控方面。存在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未清理，

工程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财务管理内控制度未执行到位问题。

（二）融媒体中心预算执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预算管理方面。预算执行率偏低，未编制非税收入预算。

2. 会计核算和内控方面。存在少收店面租金，办公用茶费

用超限额，超学时发放专家讲课费问题。

四、风险防控审计情况

（一）政府购买服务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购买活动实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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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项目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或公开采购。

（2）限额标准以下自行采购内控管理不规范。个别单位自

行采购存在同一人控股下的不同供应商或同一法定代表人、同

一股东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3）承接主体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个别公司在未

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向行政

机关派遣人员。

（4）专项预算管理不到位。存在未编制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超预算支出问题。

2. 购买内容方面

（1）以购买服务名义变相用工。20个单位以社会工作专业

化服务、便民服务中心服务、人才服务中心服务、社工站服务

等名义向人力公司、国企、社工机构等购买 107个岗位。

（2）个别单位以购买服务名义采购货物。

（3）个别单位部分购买服务内容重复。

3. 购买绩效管理方面

（1）服务效果未达预期目标，资金使用效益低。

（2）绩效评价结果和预算安排、承接主体选择结合不充分。

个别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绩效评价结论不准确。

（3）服务履约监管不到位。个别服务项目实际配备与投标

文件不一致，服务项目人员资质未达要求、专业化及学历水平

不达标、未按要求开展服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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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购买主体方面

（1）对购买主体资格审查不到位。个别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作为购买主体购买公共服务。

（2）对非购买主体购买活动监管不到位。个别单位存在以

购买服务名义购买 39个岗位；个别单位未进行市场调研即作出

租赁决策，中标公司的投标文件未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但评标委员会评审予以通过并确认中标，中标公司供应设备采

用替代产品问题。

5. 体制机制运行方面

（1）个别政策措施落实与上级规定不符。个别购买服务项

目实施方案明确购买主体为各镇（街道），与上级文件要求购买

主体为民政部门不符。

（2）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不健全。10个单位尚未建立政

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5个单位制定不规范。

（二）市属国有企业员工薪酬分配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发现的主要问题

1. 薪酬分配管理方面

（1）部分国企绩效考核流于形式。存在绩效考核等次通过

会议纪要确定，未考评绩效按员工职务层级和经办项目系数发

放绩效工资，未按要求实行季度绩效考核和差异化分配绩效工

资，绩效工资均按系数“1”或考核等级“A”全额发放问题。

（2）工资总额预算考核指标单一。人工成本利润率指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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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效益工资总额预算管控的唯一指标，未能真实反映国企的经

营效益。

（3）个别国企工资总额超预算。

2. 员工招用方面

（1）部分国企员工总量管控不严。

（2）国企员工招用不合规。2019年有 2个集团以引进人才

聘用方式招用员工 7 人，发布的招聘岗位资格条件不符合引进

人才聘用方式的要求。

五、民生保障审计情况

（一）医共体建设运行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医共体体制机制建设方面

（1）妇幼业务融合机制不健全。妇幼保健院的收入按重新

商定占有床位的收入数核拨，与《晋江市医院、晋江市妇幼保

健院妇儿临床业务融合指导意见（试行）》不符。

（2）农村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管护机制未健全。个别卫生院

填报的管护设施数量和管护人数不合理，个别卫生院旧院部管

理不到位。

（3）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工作未到位。存在互认质控检查落

实不到位、互认检查结果奖惩制度未落实问题。

2. 责任共同体方面

（1）绩效考核机制不完善。绩效考核工作不规范，影响考

核结果等级认定和绩效兑现；医院工资总额未与绩效考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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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审计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医共体内部审计工作薄

弱；部分医疗机构对内部审计指出问题整改不到位。

3. 管理共同体方面

（1）行政管理一体化情况。存在二级科室超方案设置，总

院实际未按行政一体化部室运行问题。

（2）人事管理一体化情况。存在人事信息化管理不到位、

工资总额管理推行不到位等问题。

（3）财务管理一体化情况。存在未构建医共体整体财务报

告体系；对财务报表审核工作履职不到位；基层医疗机构财务

管理薄弱、未按规定提取医疗风险基金等问题。

（4）药械管理一体化情况。2022年开展的两次药械督查存

在的共性问题仍未整改到位；药材库存管理不到位，部分药材

已出库但入账不及时，部分药品盘亏数量较大。

4. 服务共同体方面

（1）医疗质量一体化情况。双向转诊机制不健全，系统不

完善、使用率低；乡村卫生所一体化建设进展缓慢；“六大中心”

共享机制不健全。

（2）信息管理一体化情况。9家基层医疗机构未完成一体

化建设，3家医疗机构“医码通”项目未上线。

（3）医防融合一体化情况。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推动不够，

存在续签率低、缺乏一年两次的针对性健康指导、签约工作绩

效考核不规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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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益共同体方面。市医院医共体医保基金未按月结算分

配；部分医疗机构收到医保打包结余资金核算时未纳入医疗服

务收入，使用时未规范发放奖励性绩效。

6. 医共体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未按要求制定县域医共体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市县两级医共体发展资金 288 万元未及时

拨付使用；专项资金 64.48 万元沉淀在基层卫生机构未使用；

2021-2022年将部分非医共体成员单位纳入医共体发展专项资金

预算安排。

（二）道路管护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政策执行方面。全市尚有未编号路段 377.8 公里未落实

登记制度；主管部门未要求对全市 396 座桥梁开展检测；农村

公路养护考评制度执行不到位；未建立常态化管养机制。

2. 资金使用方面

（1）专项补助资金未拨付使用。尚有已结算的市域骨干道

路养护资金 2493.34万元未拨付；11个镇（街道）部分专项补助

资金 311.24万元未使用。

（2）未按要求使用养护资金。11个镇（街道）623.63万元

用于以前年度完工项目；5个镇（街道）64.33万元用于非道路

养护项目； 4个镇 77.47万元用于已补助过的专项养护工程。

3. 招标（采购）方面

（1）个别项目招标（采购）不规范。7个镇（街道）按单

位把应邀请招标项目划分为若干项目，定标方式采用三方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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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应三方询价项目划分若干个项目，采用直接指定方式确定承

包商；6个镇（街道）9个项目以邀请招标方式发包，部分参与

投标报价企业存在关联关系。

（2）个别养护项目采购管理不规范。审计发现采购服务的

项目包名称与采购事项、采购服务内容与自主实施的管养内容

存在矛盾。

（3）招标预算单价偏离市场定额价。

4. 合同签订和执行方面

（1）未能按合同约定执行考核。个别公司未对管养单位养

护、承诺投入人员设备事项进行考核。

（2）个别项目管养实施内容把控不严。

5. 项目实施管控方面

（1）施工记录照片被多次重复使用作为结算依据。

（2）养护质量把控不到位。个别公司未对使用材料进行质

量检测。

（3）养护内业资料签章审核不完整。

（三）学前教育政策和资金专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部分获省级补助幼儿园未按期投入使用、专项资金大量

结转。2020-2021 年获得省级资金补助建设公办幼儿园 15 所，

未按期在次年 9月前投入使用的 9所；省级共下达建设资金 5832

万元，结转 3327.46万元、占比 57.06%。

2. 个别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使用不规范。2018年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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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使用规定与上级文件要求不符至今

未修订，抽查发现 4 所公办幼儿园使用生均公用经费计提工会

经费 23.43万元。

3. 幼儿园办学条件不合规。抽查发现部分幼儿园存在“大

园额”“大班额”现象。

4. 个别小区配套幼儿园未同步验收交付使用、未办理移交

手续。

（四）长者食堂建设运营情况专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政策措施落实方面。个别社区长者食堂 2022年 12月底

完工、验收，补助资金 30万元尚未拨付；长者食堂标志不规范。

2. 建设运营管理方面。有 5家长者食堂于 2021、2022年建

成验收，至今尚未运营；个别长者食堂存在未配置留样冰箱和

消防器械、未留样、食品留样不足 48小时问题。

（五）“世中运”赛事经费专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资金管理方面。个别单位及镇（街道）尚未组织结算并

上缴项目结余资金 441.43万元；体育产业办银行账户自 2021年

3月起冻结未处置。

2. 资产管理方面

（1）实物台账信息录入不完整。部分资产未体现原始入账

价值和具体型号规格。

（2）设备资产未按要求开展清查盘点。6个竞委会尚未完

成赛事器材资产清查盘点并形成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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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固定资产账实不符。12 个竞赛委员会采购资产

177.44万元，属地保障镇（街道）和场馆均未登记入账；3个竞

赛委员会盘亏竞赛设备资产 1.35万元账面未作减值；世中运执

委办未将手持火炬 377.04万元转增固定资产。

（4）信息化资产管理不规范。网格化气象预报服务系统和

志愿服务工作化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均未转增无形资产。

3. 财务管理方面。会计账簿管理不规范，财务与市场开发

部未按月生成会计账簿并存档；体育产业办 2021年 3月起未在

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办理记账，2020年会计报表账套未加盖公章

和经办人签章。

4. 采购与结算处置方面。合同订立不及时，志愿者风采大

赛项目于 2021年完成但合同未及时签订。

六、重大政策资金和公共投资审计情况

（一）科技创新重大政策和资金落实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

现的主要问题

1. 科技创新主要指标落实方面。2021、2022年度，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成交额完成率 51.88%、88.26%，2021年度高水平科

研平台数量完成率 7.7%；2020年度规上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0.8%，2021年度规上工业企业开展研发

活动比重 21.85%，均低于泉州市平均值。

2. 科技创新投入资金管理方面。部分镇（街道）支出进度

慢，3个镇（街道）支付进度为 0，1个镇支付进度为 7.7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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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镇 179.99万元连续结转 2年未用。

3. 科技创新平台载体建设孵化方面

（1）公共平台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开展不理想。2021年

度 5 个平台与企业签订技术合同金额 2301.9 万元，但经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的仅有 220万元。

（2）部分公共平台成果转化能力不足。5个公共平台中有

2个平台成果转化部分的指标未得分。

（3）孵化载体培育效果不佳。2022年全市孵化载体 11家，

现有入驻团队（企业）309个，孵化高企和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

目较少。

4. 科技创新人才政策落实方面。2021年度优秀人才津补贴、

优秀人才购房补贴尚未兑现；优秀人才津补贴政策制定不完善，

个别兑现原则未在政策文件中体现。

（二）滨江商务区企业运营中心 B-2-04A/B 地块总部大楼

工程概（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工程价款结算多计造价。两家造价结算审核单位均未尽

职核对，结算结果与实际偏差，错计数额大。工程审减造价 925.55

万元。

2. 部分项目未按设计施工图纸施工，监理单位未履职到位。

3. 项目设计、监理未按规定公开招标。运营中心总部大楼

B-2-04A/B地块直接委托设计单位；7个地块的施工监理捆绑成

1个标段邀请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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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管理不够严格规范。存在未办理施工许可证先行施

工、工期压缩比例不合理、施工日记未能完整提供、未及时办

理竣工价款结算和财务决算等问题。

（三）在建安置房建设进展情况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安置房项目部分工程进度滞后。抽查 7个已竣工项目有

4 个，10个在建项目有 6 个，存在项目计划完成时间比代购合

同中约定的移交时间滞后问题。

2. 在建安置房项目交付日期大部分超过安置过渡期限。29

个安置房项目超过安置过渡期限的 22个，占比 75.86%，涉及安

置面积 149.08万㎡。

3. 部分项目现场管理人员不到位。

4. 执法检查存在的问题相关责任单位整改不到位。各相关

责任单位对施工管理人员和监理人员未在岗履职问题，未按合

同约定条款进行处理处罚。

5. 现场施工管理不到位。部分脚手架防护网缺失，人员通

道部分防护栏未做防护，部分施工内容未按规范施工。

6. 项目内业资料不够规范完整。施工日志记录缺漏；施工

日志、监理日志记录填写不够规范完整，记录内容不相符，签

章不完整；分部分项验收记录表未签署时间要素，未加盖印章。

7. 个别公司未达付款条件先行支付安置小区代购房款

2143.35万元。

8. 部分财务支付手续不够规范完整。存在审批、签章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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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原始凭证使用复印件、缺少附件、大小写金额不符等问题。

七、加强管理的建议

（一）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严格预算编制管理，细化收支

预算编制；推进中期财政规划，做实做细项目库；健全绩效管

理体系，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完善国

有企业薪酬管理机制，健全内部考核制度；加强非税收入征缴，

严控“三公”经费过紧日子。

（二）控制政府债务规模。科学制定政府举债中长期规划，

消化存量债务，使偿债能力和债务规模相匹配；加强债务风险

监测管控，规范债务资金举借、使用和偿还行为，构建完善有

效的债务监督机制。

（三）推动民生政策落实。强化政策保障，提升医共体服

务能力；加强道路管养监督，确保养护实施质量；规范办学条

件，推进公办幼儿园建设；提升载体培育能力，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加强监督检查，提高长者食堂管理水平；规范资金资产

处置，避免世中运资产流失。

（四）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加强造价咨询监管，规范造价

审核活动；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及时办理工程相关手续；

加强工程项目管理，完善工程内业资料；着力解决堵点痛点，

加快工程施工进度；完善财务决算手续，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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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审计局 2023年 11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