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审计厅关于 2018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结果公告

2019 年 7 月 24 日，省审计厅厅长杨红受省人民政府委

托，向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作

了《关于 2018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

的报告》，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2018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省各级各部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一

次会议决议，落实省人大财经委审查意见，全力推进高质量

发展落实赶超，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迈出新步伐。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 290 亿元，减轻实体经济企业负担超

过 700 亿元。设立省级纾困基金总规模 150 亿元和纾困专项

债 20 亿元。建立新兴产业培育“三个一”机制，投放省级

企业技术改造基金 80 亿元，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实施

提升营商环境行动计划，“一趟不用跑”和“最多跑一趟”



办理事项达 86%，证照分离全面推开，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

管等做法推向全国。

——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绩效进一步提升。出

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实施方案，加快构建“三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 7.1%、3.2%。2018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清理整合232项，2019年压减为204项。

全省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103 亿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

效重点评价涉及资金额同比增长 236%。

——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各项任务稳步推进。强

化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全年发行债券 994.01 亿

元，全面完成存量债务置换任务，节省各级政府融资成本 402

亿元。筹集 75.65 亿元专项用于精准脱贫，实现中央和省级

67 个专项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现行扶贫标准下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人口基本实现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村新退出

1158 个，5 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实现摘帽。生态环境质量

保持全国领先，出台综合性生态保护补偿试行方案，统筹 9

个部门 20 个生态保护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加大对重点生态

保护区域的补偿力度。



——着力强化民生事业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保障。

全省民生支出 3722 亿元，同比增长 10.3%，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77%。下达就业专项资金 8.7 亿元，推行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年度目标 108.7%。建立学前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高到 73%。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和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分别提

高 10%、8.9%。

——不断完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查出问题得到有效整

改。省两办出台《关于完善审计整改提升成果运用的意见（试

行）》，从完善审计整改责任制度等八个方面提出 23 项要

求。省政府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第七次会

议审议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单位持续开展整改、加强管理、

完善制度，防患于未然。上年度全省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

问题资金90.97亿元，推动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293

项。

一、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省审计厅采取全省统一部署、统一方案、三级联动、同

步实施开展，统筹整合审计资源，树立数据先行理念，对省

市县三级财政管理数据开展集中分析，实现对省一级预算单

位的审计分析全覆盖。通过数据集中分析，掌握省市县三级



财政资金的预算执行总体情况，重点核查 88 家省一级预算

单位的预算细化、二次分配及执行进度等情况，发现的疑点

问题已函告相关单位要求进一步核查。从审计情况看，2018

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草案编制总体较好，财政收支管

理不断增强。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财政绩效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评价基础工

作不够扎实。2018 年省级重点评价专项中，48%的专项资金

量较小，72%的评价报告 2018 年 12 月以后出具；13 个市县

也存在重点评价结果未有效运用问题。二是评价体系不够科

学。6 个省级专项未设置服务对象满意度的绩效目标；20 个

省级专项和 12 个市县专项绩效目标中定量指标较少，定性

指标未分级分档，同类指标分值权重差距较大，评价结果主

观性较强，可比性较差。三是部分专项评价质量不高。有的

专项项目资金未使用，但自评结果为满分；有的项目以合同

约定的预期收益率代替实际收益率进行考评，考评结果为满

分。四是县级财政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二）专项资金管理创新不足。一是抽查 22 个省级专

项，资金在基层沉淀比较多。二是部分专项资金清理整合不

到位，有的专项资金下达中细分成多个专项及支出方向，并

限定资金用途。三是没有及时制定管理办法、项目库管理滞



后，2019 年省级部门专项资金中有 10 项未制定管理办法、

有 14 项尚未建设项目库。

（三）财政预算管理不到位。一是预算编制不规范、细

化率低。36 个市县未将上级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编入本级预

算；15 个市县存在财政资金未纳入预算管理问题；88 家省

一级预算单位编制的年初一般公共预算中，有 23 家单位部

门发展性项目支出、22 家单位对市县转移支付细化率低于

70%；年初政府性基金预算中，有 4 家单位对市县转移支付

细化率低于 70%。二是项目预算编制不合理、存量资金清理

不到位。38 家省一级预算单位 94 个项目，在 2017 年末仍有

较多结转情况下，2018 年省财政又予以安排，至年末形成的

结转结余为年度预算的 109.15%，24个市县也存在此类问题；

39 个市县财政存量资金未按规定清理统筹。三是转移支付下

达滞后、预算批复不及时。18 个市县转移支付资金未在规定

时间内下达，5 个县的财政部门未在规定时间内批复部门预

算。

（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执行不力。一是国库集中支付

管理有待完善。涉及 26 个省级部门和 33 个市县，其中：23

个市县财政违规实拨部门财政资金；26 个省级部门和 14 个

市县将应采取财政直接支付的专项资金转变为财政授权支



付；3 个省级部门所属 12 家单位未严格执行公务卡制度。二

是财政资金违规转入实有资金账户。涉及 18 个省级部门和

18 个市县，其中 16 个省级部门将财政资金直接转入使用单

位的实有资金账户。

（五）决算草案编制不够完整准确。一是部分市县财政

收支不合规。4 个市县存在虚增、虚减财政支出问题，10 个

县存在无预算、超预算列支问题；23 个市县存在财政收入未

及时入库问题。二是有的预算支出级次调整不规范。存在未

经批准调整预算级次以及先调整下达后补办手续问题。三是

部分往来款项未及时清理。涉及 1 个省级部门和 14 个市县。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今年重点审计 12 个省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并对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方面的 50 项专项资金开展重

点抽查，延伸 65 个市县。审计结果表明，预算执行情况总

体较好，但也存在资金使用未达到政策目标、资金配置碎片

化、资金使用效益低下、项目建设进度滞后、项目管理不科

学以及预算编制质量不高、盘活存量资金形成二次沉淀等问

题。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2018 年以来，审计重点关注减税降费、养老事业发展、

扶贫和乡村振兴、保障性安居工程、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保

护、重点项目推进等国家和省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计

结果表明，落实情况总体较好，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在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方面，主要存在部分省定行政

事业性收费项目未及时清理、收费不合理以及个别减税政策

有待进一步落地等问题。

在养老事业发展政策措施落实方面，主要存在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阶段性目标任务未完成、养老机构健康发展多元化

有待加快、医养结合护理型养老工作推进慢、财政资金保障

不够到位等问题。

在精准脱贫方面，主要存在资金审核把关不严、精准施

策不够到位、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在乡村振兴政策措施落实方面，主要存在项目推进缓

慢、违规使用资金、不符合条件对象享受惠农补贴、重复发

放惠农补贴、涉农项目绩效不佳等问题。

在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投入和使用绩效方面，主要存在

住房分配运营等管理不到位、落实安居工程金融支持及税费



减免等政策不到位以及部分已开工项目超过 3 年仍未建成、

专项资金闲置等问题。

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有

的政策法规落实不到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部分资源开

发利用不合规、部门监管责任未履行到位以及有的生态环保

建设项目进展缓慢等问题。

在省重点项目推进方面，主要存在部分项目未完成年度

计划投资额、完成投资额填报不准确以及有的项目应开工未

开工等问题。

审计指出问题后，相关地方、部门和单位积极做好整改，

有些问题已得到整改落实。

四、审计建议

（一）切实放大政策落地效应。进一步加强重大政策措

施落实情况的跟踪督促，总结推广创新举措，研究完善配套

措施，增强可操作性，抓好政策落实的“最先一公里”，打

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党中央重大政策措施在

我省落地见效，用好用足中央优惠政策，切实发挥政策叠加

效应。



（二）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进一步提升政策落地的及时性、便利度和精准度，完善

配套的管征措施，让企业应享尽享，同时进一步清理行政事

业性收费，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转

化，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

（三）加快落实民生政策和资金。坚持精准施策，加强

扶贫资金安全绩效管理，建立健全促进稳定脱贫和防止返贫

长效机制，提高脱贫质量。持续抓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把改善环境质量与推动绿色发展更好结合

起来，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任务新突破。加快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强住房分配、运营管理，防止建成

后空置，健全保障退出机制，切实发挥保障房改善城市低收

入居民居住条件的作用。

（四）不断深化财政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分领域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及时出台符合我省及市县实际的改

革实施方案，明确划分省与市县的支出责任界限，向财力困

难基层倾斜，降低市县财政压力。加快对下转移支付下达，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增强市县统筹使用财政资金能



力。创新专项资金管理方式，切实解决当前基层资金沉淀多

问题，发挥财政政策导向和财政资金撬动作用。

（五）持续提升财政管理效能。进一步增强预算绩效理

念，切实改变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现象，改进绩效

评价管理方法，发挥绩效激励约束作用，完善绩效评价结果

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的挂钩机制。理顺财政部门和各预算

部门的权责关系，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加强预算编制与审核、

项目库建设等重点环节的衔接协调，加强国库集中支付管

理，提高制度执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