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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字〔２０１７〕６１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

批转市审计局关于济南市２０１６年度市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

结果报告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市政府同意市审计局 《关于济南市 ２０１６年度市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现批转给你

们，望结合实际，认真抓好整改落实。市审计局要加强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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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并于年底前向市政府写出书

面报告。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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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济南市２０１６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

市审计局

市政府：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 《济南市市级预算

审查监督条例》规定，我局组织开展了 ２０１６年度市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主要审计了市级财政管理、

决算草案和部门预算执行，保障性安居工程、扶贫等重大政

策措施落实，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山体绿化建

设管理等方面的情况。从审计情况看，各部门 （单位）紧

紧围绕我市 “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中心任务，

聚焦 “４５３”工作体系，综合施策，主动作为，扎实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任务，全市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较好地完成了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

的预算任务。

———财政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实现质量和增幅 “双提升”，税收比重较上年提高２．７个百

分点，税收收入增幅１３．８％，增幅均居全省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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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民生支出持续增加。全年投入约５５７亿元用于

教育、文化、就业和医疗卫生等民生及社会重点事业方面，

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７５．２３％。

———政府债务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将债务收支全部纳入

预算管理，建立存量债务逐步化解偿还机制，不断优化债务

结构，较好地发挥了维护经济平稳运行职能。

各部门 （单位）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健全内控

制度，加强财务管理，积极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

级，预算执行规范性和刚性约束有较大提升。但一些领域仍

存在违纪违法和管理不规范问题，特别是有些方面体制机制

尚不完善、法规制度和运行规则未及时调整，影响相关政策

措施有效落实和充分发挥作用。

一、市级预算资金管理使用审计情况

（一）市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２０１６年度，市财政局积

极组织财政收入，强化支出管理，加大民生投入，较好地履

行了组织市级预算执行职能。但在预决算编制、资金分配管

理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１．决算草案编报存在的问题。一是未按照相关要求，

在决算草案中报告预算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二是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决算数和预算数相比，部分科目支出调整幅度较大，

如商业服务业支出、其他支出等４类科目调整幅度超过人大

批准预算数６０％以上。

—４—



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还不完善。一是部分企业未

纳入预算管理范围。截至２０１６年末，１３２户市属企业中仍有

６３户未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二是未按要求实行项

目库管理。２０１６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７１７５万元

中，除由市国资委统筹安排的费用性支出 １７７５万元外，

５４００万元全部拨付至预算收入缴纳单位，未按要求实行项

目库管理。另外，有市属企业监管职责的 ７个预算单位中，

６个单位未按要求编报 “预算建议草案”。

３．部分财政资金沉淀闲置。一是 ４３个预算单位的 ７２

项政府采购预算 ４７７７．４２万元当年未使用。二是抽查的 １９

个预备费支出项目４７９５．０９万元中，年末结转 （结余）金额

为１８５３．８４万元，占比为 ３８．６６％，未能充分发挥预备费资

金的应急作用。

４．济南高新区非税收入管理不规范。济南高新区财政

局违规设立过渡户核算非税收入，截至 ２０１６年末，有

２５５０１．２４万元滞留至过渡户未及时上缴国库，直至２０１７年５

月底才陆续上缴完毕。

（二）税收征管审计情况。２０１６年度，全市地税系统密

切关注经济发展、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动态变化情况，科学判

断收入形势，加大税收分析力度，共组织各项收入 ４３７．４５

亿元，同口径增长１７．１８％，较好地发挥了助推地方经济发

展的职能作用。但审计发现在税收征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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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１．少征收各类税费９０００．５万元。经延伸审计１１５户纳

税企业发现，１０个县区地税部门少征收４５户企业各类税费

共计 ９０００．５万元，主要是契税 ５８５９．４６万元、土地增值税

７９９．６５万元、企业所得税 ７３５．６６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

６８２．８２万元。

２．个别镇存在 “引税”现象。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６年，章

丘区个别镇将非本辖区税款引征入库９０２０．６６万元，当地政

府以奖励形式返还给相关企业３１８８．３３万元。经延伸审计发

现，其中有返还资金１４８．２万元转至个人账户，该问题已移

交市检察院查处。

二、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

主要审计了１０个市级一级预算单位及所属２２个二、三

级预算单位，审计资金总量２２．８４亿元。审计发现主要存在

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一）４个单位预算编制不规范，涉及金额１６７１０．５３万

元。一是市教育局改善办学条件项目管理费等项目资金

１６０９０万元未落实到具体项目；二是市体育局等 ４个单位上

年结余资金６２０．５３万元未按规定编入次年预算。

（二）１０个单位财政资金滞留闲置，涉及金额１３０１４．８４

万元。一是市国资委国有资本预算收入 ７６４８万元未安排使

用；二是由于主管部门资金分配拨付不及时、部分单位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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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等９个部门或项目单位资金滞

留闲置４７９９．８４万元。三是市畜牧兽医局对已取消和拟取消

项目的建设资金未及时收回，涉及３个项目计５６７万元。

（三）３个单位违规改变资金用途 １４４．７５万元。主要

为：市民政局未经财政批准调整拥军优属、民间组织管理和

基层政权及社区建设３个项目间预算９７．２７万元；市畜牧兽

医局在下属单位列支聘用司机工资及辞退补贴、道路通行等

费用３８．３７万元；市地震局将项目资金 ９．１１万元用于支付

司机工资和发放车补。

（四）济南高新区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未清理，资金

沉淀过大。２０１６年度，济南高新区纳入财政统一核算的预

算单位中仍有 １３５个实有账户未及时清理，资金余额达

３２７８９．２１万元。

三、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一）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６年年

底，全市共筹集资金 １１８．２９亿元，通过货币化安置、新建

安置住房等方式实施棚户区改造，保障棚户区家庭 ４１６０１

户；通过发放租赁补贴、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等方式，保障

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１９７３５户；通过农村危房改造保障农

村贫困家庭 ２３５２户。我市各项指标全面或超额完成省下达

的安居工程目标任务，在改善困难群众居住条件、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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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高新区、长清区、历城区和商河县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进展

缓慢，其中济南高新区涵园新居、长清区双泉钧达和历城区

协和学院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开工三年以上未建成，影响住房

保障效果；二是部分安居工程项目基本建设相关手续不完

备，涉及２１个项目 ２８７８１套住房；三是部分公共租赁住房

闲置一年以上未分配，其中市住房保障管理局于 ２０１４年收

购部分商品房转化为公共租赁住房使用，有１０２套因面积较

大超出标准，至审计日仍处于待分配状态；四是１９８户保障

对象因家庭收入、住房等条件发生变化按规定应退出而未退

出。此外，济阳县４户农村危房改造对象不符合改造条件。

（二）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跟踪审计情

况。２０１６年，我市不断加大脱贫攻坚工作力度，筹集财政

扶贫资金 ３２１９４．７７万元，实施产业脱贫项目 ９６２个，扶持

建档立卡贫困户 １．７７万户、３．６７万人，精准扶贫工作有序

开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雨露计划

和小额扶贫信贷等政策落实不到位，影响项目建设及贫困户

脱贫进度。如我市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支持脱贫攻坚

的相关政策于 ２０１６年末出台，影响了当年财政涉农整合工

作开展；未按要求安排贫困户雨露计划资金，市级贫困家庭

子女未能享受该项政策补助。二是部分项目设计不科学，弱

化了财政扶贫效果。全市 ２８８个光伏扶贫项目中有 ３８个由

于树木、房屋遮挡等因素影响扶贫收益；有的项目建成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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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招商和租赁效果不佳，影响了项目效益。三是部分项目还

存在审核批复时间长、实施进度缓慢、招投标及政府采购程

序不规范等问题。

四、专项审计调查情况

（一）重点项目资金筹集及监管审计调查情况。通过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由市财政负担的 ５８个公益性重点项目资金

筹集情况调查发现，尚有 ９００余亿元资金缺口需要财政负

担，约占概算的 ４０％。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重点项目投

融资规划缺乏制度性安排，部门联动少，不利于集中财力办

大事。在立项环节，未能建立发改、财政、项目单位等多部

门联合协商机制，与财政中长期规划、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以下简称 ＰＰＰ）项目库设立、新增债券发行等工作不衔接。

上级下达我市的新增债券５０．２亿元中，只有２９．６８％用于市

级公益性项目。另外，ＰＰＰ项目偏少，截至 ２０１６年末，５８

个项目中仅有２个项目开展了 ＰＰＰ模式，融资额仅占总概算

的５．１７％。二是对投融资平台、医院、学校等企事业单位

融资行为的管控体系不完善，对其承担的公益性项目支出责

任界定不够清晰，尚未建立重点项目融资和资金缺口的规划

筹集机制，风险处置预案体系构建不够完善。三是济南产业

发展投资集团项目推进缓慢，资金形成 “二次沉淀”。２０１６

年３月，市财政局拨付该集团 ５亿元重点产业投资发展基

金，在增加实收资本未使用的情况下，２０１７年又拨付其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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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截至审计日累计达１５亿元财政资金沉淀未使用。

（二）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资金审计调查情况。

２０１６年度，全市共安排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奖补资金

１３９５１．３８万元，专项用于农村旱厕卫生条件改造。本次延伸

审计项目资金５０１９．８７万元，占当年安排资金量的３５．９８％，

并实地调查了平阴县、商河县和章丘区１１个镇 （街道）１３３

户村民的厕所改造情况，３个县区改厕工作进展顺利，均超

计划完成任务。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平阴县、商河县违规

向尚未验收的改厕项目提前拨付奖补资金３０１０．０４万元；商

河县未按要求配套补助标准资金 ６１９．８３万元。二是管护制

度不到位，影响项目使用效果。３个县区均未出台农村改厕

工作后续维护管理制度办法，对日后厕所设备维护、能否真

正实现无害化粪渣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目标带来不确定性。实

地调查的１３３户村民中，有 ２８户村民厕所改造后由于厕具

设备损坏等原因未正常使用，新建厕所成为摆设，占调查户

数的２１．０５％。三是项目验收工作履职不到位。平阴县对已

完工改厕项目未及时组织统一验收； 商河县、章丘区部分

项目未严格履行验收职责，填制的每户 《改厕验收表》不

规范，验收工作流于形式。

（三）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审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６年９月底，全市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完成

投资２０．１５亿元，新建学校 ２２所、改扩建学校竣工 ２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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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９０８个班、４２４０５个学位及２０４８名教师。各级政府坚持

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解决大班额问题工作取得明显进

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历下区等４个县区的５个新建或

改扩建项目规划缺乏充分论证，导致无法实施，需调整规划

方案变更项目。二是部分县区项目建设及教职工招录进度缓

慢。天桥区等７个县区的 １９个新建或改扩建项目未按期开

工建设或未按规划时间竣工，拖期最长达 １０个月；全市解

决大班额问题规划教职工需求７６５８人，至审计日时间过半，

仅完成招录 ２０４８人。三是历城区等 ３个县区未及时将省、

市、县专项资金 １０５２７．３３万元拨付项目，造成资金闲置。

另外，槐荫区和长清区有 １３所中小学存在大班额问题，但

未纳入上报的规划方案。

（四）城区山体绿化项目建设管理及绩效审计情况。截

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底，全市完成城区山体绿化项目４４处、绿化

面积９４８１．７５亩，完成投资３７９０８．０１万元。我市有关部门通

过规范项目工程建设、加强技术指导，进一步改善了泉城生

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项目未按规划实施。大

小狼峪、围子山及回龙山等 ２５处城区山体绿化项目虽已列

入全市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６年度阶段性绿化目标，但未纳入年度建

设计划，至审计日尚未开工建设。二是济南高新区、历城区

和长清区未按要求投入城区山体绿化项目资金，仅依靠市级

奖补资金维系项目建设。另外，部分项目存在未严格履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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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制度或未及时进行工程结算问题。三是完工项目尚未建

立后期养护标准制度，养护标准、模式选择和养护类别划分

难以确定，后期养护资金仅通过山体绿化指挥部统筹奖补资

金调剂，无正常资金来源。

（五）停车建设运营管理审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底，全市向社会公示收费主次干道 １７６条、１４２６８个道路停

车泊位，实际收费道路 １２７条、约 ６８００个道路停车泊位。

市停车办等有关单位完善基础数据，规范基础设施，在发挥

停车管理助推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强。存在

的主要问题：一是停车泊位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全市机动车

保有量高达 １７９．２０万辆，停车泊位仅 ６３．６７万个。二是停

车设施建设滞后。由于历史原因，中心城区、老旧小区等配

建停车设施几乎为零；新建小区地下车位 （库）只售不租

问题较为突出。三是停车资源仍需整合。我市停车设施总体

构成中，单位内部和住宅小区配建停车泊位的使用率普遍偏

低，多数仅为本单位、本小区的车辆提供停车服务，导致大

量车位未得到充分利用，白天时段小区内停车泊位闲置，夜

间时段单位内部停车场空闲。

五、原四大投资集团资产负债损益审计情况

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原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济南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济南滨河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济南旧城开发

投资集团 （以下简称原四大投资集团）注册资本总计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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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总资产２１７８．１７亿元，净资产６８９．７８亿元。原四大投

资集团能够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大力开展政府

授权范围内土地的征收、熟化和开发，积极承担政府指令性

投资建设任务，通过举债融资，为城市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

工程等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提供资金支持。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资产不实。各投资集团由于资产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导

致城市拆迁、土地熟化或资产置换所形成的资产未能及时入

账，涉及资产总量５８９１０．７２万元；各投资集团因办理贷款、

多计费用或记账有误，导致资产虚增４２０８６０．６５万元。二是

部分安置房闲置。各投资集团在安置房建设管理过程中受安

置房划拨用地性质制约，存在闲置和办证困难问题。据统

计，安置房长期闲置达５０００余套，最长闲置达８年。此外，

因大量安置房未办理居民房产证影响了差价收缴。三是现金

存量过大，增加融资成本。各投资集团由于资金运行模式、

置换债务及主观意愿等原因所致，在大规模融资贷款的同

时，又有大量资金闲置。截至 ２０１６年末，原四大投资集团

货币资金总额达３８４．３３亿元，占贷款总额的３１．１０％，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融资成本。四是多元化经营效益不高。部分

下属公司经营不佳，存在长期亏损现象，有的投资集团纳入

合并报表的下属企业４０家，经营亏损２９家 （其中无经营收

入或投资收益２３家），有的还存在违规建设、决策失误及多

承担税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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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计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线索情况

审计中共发现违法违纪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１４起，

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４起，移交其他有关部门

１０起，各有关部门正在依法查处中。

（一）套取财政资金，挪用公款。主要是个别单位通过

提供虚假工程结算资料、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挪用、套

取财政资金，用于单位日常招待、公用支出及个人归还欠

款。

（二）跨区域转交税款收取税收返还，公款私存。主要

是部分财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跨区域转交税款，按

约定比例收取税收返还，个别负责人将部分税收返还存于个

人名下。

（三）违规核销贷款，建筑施工企业非法出借资质。主

要是个别银行违规核销财政供养人员贷款及担保贷款，重复

处置不良贷款；个别建筑施工企业非法出借资质并收取管理

费。

对本次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问题，我局

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对违法违纪问题，

已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管理不规范问题，已要求有关部门

按规定尽快整改；对政策制度不完善问题，已向有关部门提

出建议。对于全面整改情况，我局将向市政府作专题报告。

七、加强和改进财政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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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预决算草案编报管理水平，加大资金统筹使

用力度。严格落实新预算法等法律法规，构建全面规范、公

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提高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预见性，

进一步细化支出预算，对各项资金的分配做到依据充分、标

准合理。加大全口径预算的统筹力度，对不同预算资金均安

排支出的项目，实行统一的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决算

草案编制，确保财政收支真实准确。

（二）明确专项资金主管部门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绩效。优化支出结构，严控一般性支出，对准备不充分的项

目不安排预算，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强化部门 （单位）

在预算管理中的权责，健全配置合理、职责清晰、运转高效

的财政管理体系。针对专项资金使用问题多发领域和关键环

节，深入开展专项治理，依法严厉查处各类违纪违法行为。

（三）强化政务执行力，保障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进一

步增强大局意识，确保政令畅通，全面落实好国务院关于

“稳促调惠防”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强化行政执行力，对

国家出台的重大战略部署、重大政策措施等，快速反应、迅

速落实。加快完善相关考核激励机制，确保考核目标与重大

发展规划和各级各层次考核指标协调衔接。

（四）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市政府

牵头设立投融资决策机构，调动全市力量对重点项目投资、

融资进行决策。结合财政中长期规划、ＰＰＰ项目库、新增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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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发行等工作，设立重点项目池、资金池，做大做实扶持实

体经济产业基金群，发挥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尽快研

究建立财政承受能力整体评估制度和整体风险处置预案机

制。

（五）提升统筹运营能力，做大做强投融资平台。以市

级投融资平台整合为契机，加大资产管理力度，建立健全资

产管理制度，盘活安置房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强化经

营性资产管理，提升企业运营能力。在推进多元化经营和开

发的同时，注重市场调研、科学决策和防范投资风险。制定

集团经营性融资机制，发挥集团的规模优势，实现融资成本

最小化。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济南
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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