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国而审 为民而计 更好践行审计“治已病

防未病”的使命担当

——湖南省《2018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解读

7 月 29 日，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审计厅厅长胡章胜向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了《2018 年度省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过去的一年，审计

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省

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精神，围绕省委、省政府

工作中心，认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项决议，坚持

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聚焦打好三大攻坚战，强化对重点领域、

重点项目和重点资金的监督，着力推动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在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较好发挥了审计“治已病、

防未病”的重要作用。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审计工作报告主

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持续推进提高财政管理效能和深化财政领域改革



财政审计是国家审计永恒的主题，财政预算管理和执行

情况也一直是审计工作报告的“重头戏”。近年来，审计以

推进财政领域改革和提高财政管理效能为目标，以促发展、

促改革、优结构、增绩效为核心，全面审计了预算编制、批

复、下达，资金分配、管理、使用，财政管理以及决算草案

编制的全过程，重点关注了制度建设、过程控制、合法合规、

资金使用效果等情况。如在省级财政管理方面，反映了省财

政对一些已确定事项未编入年初预算而采取追加安排，省直

预算单位预算执行率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定和修订不及

时、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交叉重叠、分配不规范等问题；在决

算草案编制方面，对照预算法有关要求，反映了少计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多列支出、科目或级次列示不当等问题；在部

门预算执行方面，反映了预算编制不准确、不科学、未细化，

预算收入征收不及时、不规范，预算支出存在虚列、挤占挪

用以及超预算或无预算等现象，政府采购不规范以及财务管

理不严格等问题。审计指出问题后，省财政厅及相关省直部

门行动迅速，通过追回违规支付资金、退还被挤占专款、归

还原资金渠道、调整会计账目等方式立行立改；一些体制机

制制度方面问题，省财政厅及相关省直部门将通过进一步深

化改革、出台制度和加强管理的方式，逐步加以整改和完善。



二、首次反映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审计情况

近年来，审计机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

持续组织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

贯彻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同时在其他各项审计中都关注了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该项审计从

项目确定、组织实施到审计处理、成果归集等各环节都日趋

完善，审计成果相对成熟，因此，今年首次向社会公开审计

结果。审计工作报告在综合各项审计结果的基础上，围绕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进行了客观反映。

如，在落实“放管服”改革和减税降费方面，反映了部分县

市违规向企业或个人收费，少数县市的部门所属企业依托行

政职能承揽业务牟利，县市在建设项目招投标环节设置不合

理的限制条件影响企业公平竞争等问题；在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账款方面，反映了一些市县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平台

公司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或工程款，少数市县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账款工作滞后等问题；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反映了

个别县区滞留滞拨产业专项资金，部分市县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依然突出等问题；在做实财政收入方面，反映了一些

市县通过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或将存量

资金作为非税收入缴库虚增财政收入，一些市县存在少缴或

违规减免财政收入现象。通过审计，推动全省各级各部门进



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财政经济质量。

三、积极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期，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

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

战。近年来，全省审计机关将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作为

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审计专业性强、触角广泛、

反应快速等优势，在深入揭示风险隐患、推进扶贫政策贯彻

落实、促进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如在

政府性债务方面，反映了一些市县仍存在通过不规范的 PPP

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不规范的土地抵押违规举债；部分市

县对债务资金管理不规范，有的将新增和置换债券资金闲置

在财政或项目单位，有的将新增债券用于城市环境清扫等日

常性支出；一些县市对债务风险管控不够稳妥，存在单方面

撤销政府承诺函、其他需要关注类债务对应的项目收益低或

资产难变现等问题。在扶贫方面，反映了部分县市落实扶贫

政策不精准，存在产业扶贫项目论证不充分，与贫困户利益

联结不紧密，少发放多项扶贫政策补贴的问题；部分县市扶

贫资金使用不合规，有的通过多报工程量、虚开发票等方式，



虚报冒领扶贫资金，有的违规使用扶贫资金，有的超范围、

超标准或重复发放扶贫资金；部分县市扶贫项目管理不规

范，存在建设项目未按规定公开招投标、建设管理不规范，

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进度缓慢或建设标准不符合要求等问题。

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反映了部分县区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不到位，存在耕地被占用或抛荒，违规占用林地，

土地闲置或批而未供、未批先建等现象；部分县区环境整治

不达标。有的乡镇污水处理厂未建成，有的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不到位，有的畜禽退养任务未完成；有的油气回收治

理及地下油罐防渗改造项目未落实；少数县区职能部门履职

不到位，存在对违法占地、越界开采等行为处理不到位，对

企业或污染治理项目的环保管控不力，对自然资源论证或审

批不规范等现象。通过审计，推动全省各级各部门强化风险

意识和底线思维，坚持理性举债、合理投资，增强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促进各项民生政策和措施

的落细落实，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实现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

四、更加注重揭露重大违纪违法问题

一年来，审计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



工作的要求，充分发挥审计反腐“利剑”作用，既揭示了重

大违纪违法、重大损失浪费、重大风险隐患、重大履职尽责

不到位等问题，又查处部门和单位依托部门职能收费或牟

利、截留财政资金、违规发放奖金福利等违法违纪行为。2018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并移送违规招

投标、骗取财政资金等方面的案件线索 38 起，其中：移送

纪检监察机关 26 起、移送公安机关 7 起、移送主管部门 5

起。

五、努力促进提升资金绩效和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逐步建立全

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加快建成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

效管理一体化，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按照这

一要求，审计机关将绩效审计理念贯穿工作全过程和各环

节，推动预算单位不断增强绩效意识，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

效。如在省级财政管理方面，反映了省直单位资金连年结转，

省财政未将连续结转两年以上的项目资金收回预算统筹安

排的问题；在部门预算执行方面，反映了部门实体账户多存

量资金大、部分项目实施迟缓、资金下达不及时、预算支出

绩效目标未完成等问题；在重点专项资金和项目等部分，反



映了相关资金、资产闲置、项目建成后效益不佳等问题。2018

年，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省政府向省人大报告了有关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审计机关在工作中相应加大了对国有资产尤

其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监督力度。如在审计工作报告

中，反映了一些部门资产不实、拥有的部分土地房产未办理

竣工决算或产权登记、资产配置或处置不当、违规转移资产、

投资兴办的企业或经济实体亏损严重等问题。

六、坚持从根本上推动完善制度和解决问题

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发现问题是审计监督

的出发点，而推动解决问题则是审计监督的落脚点。一年来，

审计机关一方面聚焦主责主业、依法严格履职，加大常规性

的“经济体检”工作；另一方面，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体制

障碍、机制缺陷、制度漏洞，提出合理化审计建议，从源头

上推动完善制度和解决问题，达到“治已病”“防未病”的

效果。审计工作报告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

和建议，前三个方面是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从严格预算管

理、深化财税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开出的“药方”；

最后一个方面审计建议立足构建审计整改的长效机制，压实

主管部门和被审计单位整改责任，推动审计整改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



总体上看，今年的审计工作报告有深度、有亮点、有新

意，综合评价客观公正，反映问题实事求是，充分体现了审

计机关把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落实到了具体的审计实践之中。下一阶段，审计

机关将认真督促和跟踪检查报告中反映问题的整改情况，并

在年底前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后，依法向社会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