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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省审计厅对
2016 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重
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重点专项资金等情况进
行了审计。审计工作在省委、省政府和审计署的
正确领导下，在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按照“审计要促改革促发展”的工作思路，依法
履行审计监督职责。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扩大
预算执行审计覆盖面；持续开展重大政策落实、
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和地方金融机构风险
状况调查；加大扶贫资金、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等专项资金审计力度。注重严肃查处重大违法
违纪、损失浪费等问题，注重从体制机制层面分
析政策，推动各项政策更加积极有效落地，切实
发挥审计促改革促发展和反腐败的积极作用。

2016 年，省政府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十
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促进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动力增强
的新态势。总体上看，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保障改善民生，突出支持重点。
全年全省民生支出 4870.9 亿元，占全部支

出的 80.5%；低保、养老、医疗、卫生补助标准稳
步提升，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不断加强。省级扶
贫专项投入 21.6 亿元，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推
进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下放 40 项资
金审批权限，统筹资金90.3亿元。

——拓宽筹资渠道，促进经济发展。
全年争取中央转移支付2443.7亿元，比上年

增长 8.1%；争取试点 13 项、扩围 1 项，中央资金
到位38.5亿元；组织发行政府债券2320.8亿元，
增长 63.4%；积极引进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协调
京津两市对口帮扶，大力推广 PPP 模式，加快股
权基金运作，有力保障了经济稳中向好新态势。

——深化财税改革，激发改革活力。
围绕中央财税改革部署，积极创新，推进改

革不断向纵深迈进，调整省以下增值税收入体
制，保障“营改增”改革顺利进行；深化绩效预算
改革，健全制度体系，打造改革示范县，推动改
革在基层落地；深化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
覆盖范围166个县区、1177个乡镇。

——强化预算管控，推进依法理财。
加强财政绩效监督，开展绩效评价，促进资

金提高使用效益；强化预算管理，严格按预算法
批复预算，优化资金拨付流程，落实限时办结制
度；加强项目管理和督导调度，推进依法行政、
依法理财，保证财政平稳健康运行。

一、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情况

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2016 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实现 533.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7.7%；支
出实现 826.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7%。政府性
基金收入实现 194.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4%；
支出实现 150.5 亿元，完成预算的 87.1%。国有
资 本 经 营 收 入 实 现 6.5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142.2% ；支 出 实 现 41.6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95.5%。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实现419.7亿元，完成
预算的 99.3%；支出实现 475.2 亿元，完成预算
的99.8%。

省本级存量资金情况。2016 年结算后财政
存量资金为 164.6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结
转结余 45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 23.7 亿
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 2 亿元、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55.9亿元、预算周转金24.6亿元、粮食风
险基金专户资金13.4亿元。

省本级债务情况。2016 年底政府债务余额
444.37 亿元，全部为一般债务。此外，政府或有
债务余额 1043.17 亿元，其中：政府负有担保责
任的债务76.39亿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
任的债务966.78亿元。

从今年审计情况看，省财政能够认真落实
相关政策措施，发挥财政支持和引导作用，积极
推进各项财政改革，较好执行了人大批准的预
算，收支较为真实、准确，内容较为完整，预算和
资金绩效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但在个别预
算管理完善制度、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等方面，还
需进一步改进完善。

（一）年初预算需继续控制部门细化和财政
待分比率

一是省财政严格控制财政待分资金比率，
年初待分资金逐年下降。但 2016 年省财政年初
预算待分资金仍有30.02亿元未细化（包含政策
性增资经费、需据实分配等资金）。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未细化29.3亿元，占全部的3.4%；政府性
基金预算未细化7242万元，占全部的0.3%。

二是部门预算细化程度逐年不断提高，但
2016年省交通运输厅、教育厅等17个省直部门
系统经费中高速公路应急等项目年初预算仍存
在不细化情况，涉及资金 10.3亿元，未细化资金
占部门支出预算的1%。

（二）个别项目交叉安排支出，预算划分不
够清晰

2016年11月，省财政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
性基金预算分别安排省体育局奥体中心开办费
443.18万元、1269.17万元。项目资金交叉安排，
政府性基金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有待加强。

（三）个别科目支出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
2016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总体执行情况较好。但是从有关报表
层面看，个别类级科目支出预算执行率偏低。其
中：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中，其他支出仅完成
57.1%；基金预算支出中，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
出 41.9%，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21.9%，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0%等。部门项目支出进度影
响省本级支出总体情况。

（四）权责发生制管理有待完善，资金统筹
有待加强

省财政不断加强财政结余资金管理，严格
控制权责发生制列支事项范围和使用，但在健
全权责发生制结余资金预算管理相关机制等方
面仍需完善。2015年底，省本级结存省直当年权

责发生制列支资金（主要为人员和正常经费）共
计 3.16 亿元，上述资金仍留归原部门在 2016 年
使用，2016 年安排部门预算时未统筹考虑上年
权责发生制列支资金。

（五）个别省级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
截至 2017 年 3 月，望都县财政局等 21 个区

（县、市）滞留科技投入产出引导资金 1819 万
元；2015 年 10 月，省级下达唐山市重大公卫专
项资金1756.19万元，唐山市财政已下达1235.2
万元，剩余 520.99 万元于 2017 年 5 月才拨付；
2015 年 11 月，省财政下达邢台市 2016 年省级
中医药管理补助资金 20万元，截至 2017年 5 月
邢台市财政才拨付。

二、省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今年审计了 16 个省级预算部门及所属 160
个二级预算单位，审计金额 274.8 亿元，占 16 个
部门预算实际收入总额的 62.5%。同时，运用大
数据分析技术，又对省农林科学院等 16 个部门
的重点事项进行了审计调查，比去年调查部门
数量多1倍，审计效果明显。总的看，这些部门预
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能够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加强财政资金结余结转管理，严格控制和
压缩“三公”经费，达到预算支出绩效目标。但个
别部门和单位在掌握财经法规政策、预算管理、
项目资金使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部分预算项目编制不够科学准确、完整
一是省环境保护开发服务中心等单位个别

项目年初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准确。主要是省环
境保护开发服务中心年初预算收支均为 220 万
元，决算收支分别为 34.11 万元、90.32 万元，分
别完成预算收支的15.50%和41.05%。二是省退
伍军人职业技术服务培训中心等单位收入预算
编制不完整，未纳入预算管理。主要是省退伍军
人职业技术服务培训中心 2016 年经营收入
801.18万元未纳入预算管理。

（二）个别项目执行率偏低，资金使用效益
不高

省监狱管理局、省质监局等单位存在该类
问题，主要是省财政追加沽源监狱 2016 年中央
基建投资 1363 万元，当年未支出，资金使用效
益不高；省质监局 2016 年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1000 万元，当年未支出，资金未发挥效益；省教
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2016 年教师资格考试面
试业务费项目预算 1069.3 万元，实际支出 21.3
万元，执行率仅为1.99%。

（三）无预算、超预算和扩大开支范围依然
存在

一是省工信厅培训教育中心、省卫计委综合
监督执法局、省科学技术情报院等单位无预算、
超预算支出聘用人员工资、借调人员房租、法律
顾问工作经费等共计262.77万元；重点事项审计
调查的省物价局及所属有关单位2016年无预算
列支临时工工资21.21万元。二是省工商局信息
中心、省公安厅冀中公安分局等单位扩大开支范
围列支办公用品、通讯补助等共计610.74万元；
审计调查的省地震局在河北省首都防震减灾工
程维护费项目中列支评比奖金4.83万元。

（四）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超限额使
用现金

一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等单位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
结算差旅费、通讯费、维修费等共计 2209.4 万
元；审计调查的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办公室及
所属事业单位现金结算差旅费、办公费支出
62.07 万元，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进行结算。二
是省工信厅等单位超限额使用现金支付评审
费、讲课费、劳务费等共计150.46万元。

（五）应缴未缴财政结余资金，盘活存量资
金政策执行不够到位

各部门重视盘活存量资金有关要求，积极
进行清理，但个别单位仍存在财政结余资金上
缴不及时问题。主要是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省
道路运输管理局等单位仍有各项专项经费结余
等资金应缴未缴财政，涉及金额2171.34万元。

（六）财政收入上缴不及时，应缴未缴财政
收入

一是省公安厅、省质监局部分下属事业单
位案件款、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资金1758.42万元
上缴不及时；审计调查的省福彩中心 2016 年租
金收入31.04万元上缴不及时。二是省发改委服
务业发展中心等单位收取房租、利息收入等资
金502.72万元应缴未缴财政。

（七）个别单位支出不实，虚列支出时有发生
2016 年省铁路建设管理办公室、省节能监

察监测中心等单位虚列支出 41.21 万元；2016
年12月省交通运输厅港航管理局航道处虚列支
出97.2万元；2016年12月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
天气预警中心在应急预案交通费用等项目中虚
列支出23万元。

（八）往来款清理不及时
省工商局、省公安厅、省中医院等单位存在

往来款清理不及时资金共计1.97亿元，个别资金
挂账时间长，清理难度较大。主要是省公安厅机
关长期挂账2014年以前款项清理不及时，其中，
其他应付款533.38万元、其他应收款6692.24万
元（公安部车款、垫付秦皇岛基地款、工程建设款
等）；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收回2000年前借款及资
金占用费784.19万元，在其他应付款挂账，未及
时清理。审计调查的河北行政学院 2016 年底往
来款长期挂账清理不及时，其中其他应付款
128.52万元，其他应收款32.51万元。

（九）未办理政府采购手续
省安监局、省人口发展中心等7个单位购买

保洁服务、支付物业运行费和项目方案编制费
等未办理政府采购手续，涉及资金320.18万元。

（十）资产管理不规范
主要是省工商局宣传服务中心出租沿街底商

价值89.8万元，未向省财政备案；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库房购置办公家具、空调、笔记本电脑等共计
74.85万元，未计固定资产；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单

身宿舍楼、综合楼311.01万元，未计入固定资产。
（十一）个别部门和单位执行“三公”、会议

和培训费等规定不到位
各部门单位重视加强“三公”、会议和培训

费管理，违规问题不断减少。总体上看，16 个部
门“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1.36 亿元，比预算少支
出 37.4%；会议费实际支出 4098.8 万元，比预算
少支出 60.1%；培训费实际支出 1.01 亿元，比预
算少支出 8.9%。但全面审计和重点事项审计调
查的项目中，个别单位仍存在超预算、无预算和
执行率过低等情况。

一是省消费者协会秘书处、沙河监狱等单位
超预算列支“三公”、会议和培训费共计 362 万
元。二是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等单位无预算列
支26.97万元。三是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公务接待费和会议费预算为
56.89 万元，当年均未执行；培训费预算 89.89 万
元，实际执行10万元，执行率11%。

对审计查出的问题，省审计厅已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提出了审计处理意见，对不属于审计
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已移送有关部门。有关部门
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

三、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
踪审计情况

2016 年，全省审计机关把促进国家重大政
策措施贯彻落实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全
年共抽查 4774 个单位及部门、3673 个项目，抽
查项目总投资额 3825.47 亿元。审计发现问题
398 个，涉及金额 21.63 亿元。通过审计，促进加
快审批项目 10 个，新开工项目 15 个，建设完工
项目 85 个，加快实施进度项目 78 个；收回结余
结 转 资 金 7530.51 万 元 ，加 快 财 政 资 金 下 达
13.33亿元，整合专项资金5363.41万元；促进落
实取消、合并行政审批事项 121 项，下放行政审
批事项 8 项，减少审批前置条件、审批环节 77
项；促进政策落实 42 项，审计涉及重大项目推
进、深化放管服改革、扶贫攻坚和营改增政策落
实、防范经济领域风险等方面。审计发现的主要
问题有：

（一）个别重大项目由于建设手续不全，审
批环节多，时间长等原因，导致进展缓慢。邢台
市广宗县兴广路南延工程因审批时间长，造成
项目未按期开工，进展缓慢。衡水市妇幼保健院
保健楼建设项目因各环节手续办理复杂，建设
方案多次调整，导致项目未按期开工。

（二）个别市县财政资金滞留闲置，使用效
益不高。保定市涞源县、满城区、清苑区、曲阳
县、唐县、蠡县6个县区，上级财政补助安居工程
专项资金 1.38 亿元未及时分配使用，至 2016 年
3 月底已闲置未用达 1 年以上。邯郸市肥乡县
2015 年度就业专项资金支出进度缓慢，结存资
金300万元，形成闲置。

（三）个别市县对清理财政存量资金等政策
不够重视，理解不够深入，造成财政资金闲置，
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益。承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未得到
有效落实，部分资金沉淀在预算执行部门，涉及
资金 143.85 万元。邢台市宁晋县 756.61 万元存
量资金未清理。

（四）因个别市县财政困难，导致地方配套
资金不到位，项目无法开工或进展缓慢。石家庄
市行唐县引横济口工程县级配套资金未到位，
导致项目应完工未完工。辛集市“石济客专辛集
段”项目高铁站房市级财政应出资 1698 万元，
至今未到位。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被审计单位高度重视，
积极整改。但对于因财力困难，导致配套资金不
到位的问题，整改难度较大。

四、重点专项资金审计情况

（一）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情况
2017 年初，省审计厅对各设区市本级和定

州、辛集市 2016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了审
计。从审计情况看，截至 2016 年底，全省享受住
房保障的家庭 49.39 万户，比 2015 年底提高
17.6%；城乡住房保障“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机制
的初步形成，覆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促进了社
会和谐稳定，保证了保障房政策的公平性。同
时，审计查出安居工程目标任务管理、资金管理
使用等六大方面 13 类问题，违规资金 52.37 亿
元（其中财政资金37.45亿元），问题涉及保障性
住房、农村危房9.93万套。

1.安居工程目标任务完成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 2016 年总任务看，我省已经完成全省任

务。从市县层次看，邯郸市本级未完成棚户区改造
开 工 任 务 1334 套 ，占 上 级 下 达 任 务 总 数 的
23.17%。

2.安居工程资金管理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石家庄、保定和唐山市本级政府投资建设

的保障性住房及配建的商业设施租售收入、向
商品房开发单位收取的安居工程易地建设费等
政府性非税收入 7411.9 万元，未纳入政府性基
金预算。8 个市本级安居工程资金 25.55 亿元未
及时分配使用，闲置未用达 1 年以上。保定和张
家口市本级单位违规将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326.66万元用于“三公”、办公经费等支出。

3.安居工程竣工验收及交付使用方面存在
的问题。

截至 2016 年底，5 个市本级由于资金链断
裂无力续建、拆迁遇阻、施工方拖延工期等原
因，36 个 2013 年底前已开工的项目仍未建成，
涉及保障房 29057 套。唐山市本级的 27 个已基
本建成项目由于前期建设手续不全、消防环评
专项验收不合格等原因，无法办理竣工验收备
案超过1年以上，涉及保障性住房22778套。

4.安居工程项目审批和招投标程序方面存
在的问题。

廊坊和邢台市本级的 3 个项目存在串标等
违法违规操作问题，涉及合同金额 1691.03 万

元，其中涉及财政资金 996.03 万元。4 个市本级
的8个项目，尚未按规定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
证、施工许可证等基本建设审批手续，涉及保障
性住房 16890 套。7 个市本级的 25 个项目未按
规定履行招投标程序，涉及合同金额 22.56 亿
元，其中财政资金18.75亿元。

5.保障性住房分配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 7 个市本级的 170 户保障对象虚报家庭

收入、住房等资料，骗取住房保障待遇，其中：骗
取住房货币补贴24.22万元，骗取保障性住房实
物配租（售）101 套。8 个市本级 402 户保障对象
家庭收入、住房等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住房
保障待遇享受条件，但未按规定及时退出，仍违
规享受保障性住房 210 套，违规领取货币补贴
95.18万元。

6.保障性住房使用和运营方面存在的问题。
衡水和石家庄市本级的18套保障房被违规

转借、出租。沧州、唐山和廊坊市本级 1905 套已
办理竣工验收的保障性住房空置超过一年；190
套由于尚未分配、位置偏远等其他原因而空置。
5 个市本级的 1173 套保障性住房租金收缴困
难，欠缴租金 488.45 万元。承德双桥区、双滦区
和保定定州市的 3603 套政府投资建设的保障
性住房已竣工但未办理产权登记。承德双滦区
30套保障性住房被违规销售。

上述问题，相关市县正在整改中。
（二）扶贫资金审计情况
2017 年初，省审计厅组织各市审计局对平

山等 10 个国定贫困县 2016 年度扶贫政策措施
落实、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及扶贫项目绩效等情
况进行了审计。此次审计涉及各类涉农扶贫资
金 28.66 亿元，易地扶贫搬迁等六大类 2471 个
扶贫项目。审计发现各类问题 217 个，涉及金额
11.47 亿元。总体上看，地方政府认真贯彻扶贫
工作有关要求，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度，加强扶贫资金管理，扶
贫项目有序推进，取得积极成效。但也存在管理
的薄弱环节和一些问题。

1.个别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
一是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落实不到位，主要

表现在搬迁工作进展缓慢，贫困户和同步搬迁
户在享受补助上未区分等方面。二是金融扶贫
政策落实不到位，主要表现在扶贫贷款及贷款
贴息发放超范围、与扶贫办合作银行扶贫贷款
放贷利率高、数额偏小等方面。三是扶贫资金统
筹整合不到位。主要表现在涉农资金整合不到
位、拨付不及时、长期闲置等方面。四是教育扶
贫和转移就业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主要表现
在未按规定对贫困生减免学费、未按规定发放
助学金和对转移就业扶贫政策重视程度不高、
培训人员数量少等方面。五是扶贫对象建档立
卡工作不扎实、不精准，主要表现在审批程序不
严格、结果不公示，录入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等
方面。

2.个别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违规使用
扶贫资金。

虚报冒领及骗取套取扶贫资金 1151.52 万
元；用于弥补正常经费支出等非扶贫事项资金
271.5 万元；侵占挪用扶贫资金 3001.8 万元；超
范围向不符合条件主体安排和发放扶贫资金
3962.45万元。

3.个别扶贫项目实施进度慢，未实现预期效
果。

个别项目实施进度缓慢，涉及资金 1.61 亿
元；个别项目因项目立项脱离实际、建设质量不
达标、种养殖成活率低等原因未实现扶贫预期
效果，涉及资金 3740.45 万元；项目建设未按规
定执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程序、串通投标、验收
不严方面，涉及资金3.52亿元。

对于上述问题，相关市县高度重视，正在积
极整改。

（三）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审计情况
2017年初，省审计厅组织各市审计局，对辛

集市、阜城县、故城县等 12 个县（市）2014 至
2016 年度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进行了审
计，审计资金60.17亿元。总的看，河北省作为国
家确定的先行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地
区，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
创新体制机制，探索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
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审计也发现一些薄弱环
节，查出各类问题 355 个，涉及金额 8.1 亿元；提
出审计建议 58 条，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落实资
金1.84亿元，占问题金额的22.68%。

1.个别地下水治理项目实施进度慢。
一是部分项目未按计划进度实施，有8个县

地表水替代工程没有完工，其中 5 个县 2014、
2015 年的项目仍未完工。二是有 4 个县调整种
植模式，农艺节水项目没有按计划完成，涉及面
积0.67万亩。

2.个别节水压采项目效益不高。
一是节水灌溉设施闲置率较高。抽查了实

施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项目面积 12.71 万亩，
其中设备闲置、未能持续使用的 10.81 万亩。二
是地表水替代地下水工程尚未发挥应有效益，
有8个县的地表水项目建成后使用率不高。

3.工程和项目管理不到位。
一是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不规范。发现未按

规定公开招标，弄虚作假、串通投标等问题 2.4
亿元，施工单位转包、违法分包、借用资质承揽
工程问题 5853.42 万元。二是项目审批、监管不
严。5个县的1.76万亩调整种植结构项目不具备
实施条件，涉及资金 3374.14 万元；0.51 万亩未
按标准实施，存在间种高耗水作物、复耕等问
题，涉及资金105.75万元。三是水利设施后续管
护不到位，有6个县的水利工程完工后未明确监
管责任，存在设施损毁问题。

4.项目资金管理不规范。
资金支付进度有待加快，项目资金闲置。12

个县结存项目资金 17.51 亿元，其中有 2.3 亿元
资金尚未分配到具体项目，需要上缴或重新安
排项目。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扩大开支范围
3262.34万元。

上述问题，相关市县和部门高度重视，正在

积极整改。

五、地方金融审计情况

2016 年下半年，省审计厅对沧州、邯郸、秦
皇岛三家地方银行 2015 年度风险状况进行了
专项审计调查。从调查情况看，地方银行能够贯
彻执行国家相关金融方针政策，坚持以发展为
中心，经营规模不断壮大，管理能力稳步提高，
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审计
也发现地方银行在风险管控、支持实体经济、财
务核算等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风险管控机制不够完善，同业竞争加
剧。从审计调查情况看，地方银行经营能力相对
薄弱，使用各种方式掩盖风险，不良贷款余额和
不良贷款率均呈上升趋势。同时，同业竞争加
剧，盲目扩张导致经营成本攀升，抗风险能力下
降，影响了地方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二）执行国家金融政策不到位，个别统计
数字失真。审计调查结果显示，普遍存在小微企
业贷款利率偏高，银行服务意愿不强等问题。上
报监管部门的小微企业及涉农贷款数据不真
实，合计虚报63.47亿元。

（三）合规经营意识不强，违规问题频出。审
计调查发现，银行存在违规放贷、使用不当方式
营销、经营业绩不实等问题。

对上述问题，相关金融机构正在按要求进
行整改。

六、政府外资项目审计情况

目前，已审计完成世界银行贷款林业综合
发展示范等 4 个项目,审计贷款金额 2.4 亿美
元，折合人民币 16.65 亿元，查出违规及管理不
规范金额 1.02亿元。总的看，我省外债项目贷款
到位及使用情况较好，项目进展较顺利，但在外
债项目管理上仍需进一步规范。主要表现为：配
套资金不到位3650.56万元，财务会计核算错误
3291.46 万元，项目施工资料不全、不规范，项目
总投资超出概算 2083.51 万元，物资采购不合
规，造林及抚育款支付标准不同，未按规定进行
招标，现金管理不规范，多记建安工程投资完成
额，未使用专用账户进行结算，项目投资协议存
在风险等。

七、审计移送处理事项及重大
违规违纪线索情况

2016年下半年以来，省审计厅向纪检、司法
及有关主管部门移送处理事项和重大违规违纪
线索118件，其中，移送至纪检监察部门51件，移
送至司法部门8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59件。问
题线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程项目建
设方面，包括应招标未招标、违法串通投标、违规
分包工程等问题；二是地方金融机构经营及业务
管理方面，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贷款、公款私存、部
分单位和公职人员违规持股等问题；三是涉嫌骗
取、套取财政资金及医保基金等问题。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已反馈 51 件，通过移
送给予党政纪处分 32 人，通报批评和诫勉谈话
215人。

八、审计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维护预算执行
严肃性

一是完善基本支出定员定额和项目支出标
准体系，严控“三公”等经费管理，进一步细化预
算，提前了解国家政策动向，精准测算，准确反映
收支需求，降低预算调整率，提高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二是深化绩效预算改
革，加快财政资金拨付和重大项目实施进度，强
化项目全过程管控，加大对骗取财政资金、侵占
国有权益等问题的打击力度，严格责任追究。三
是重点关注所属基层单位财政财务预算管理，防
范财务风险，提高部门整体管理水平。

（二）加强存量资金预算管理，促进科学合
理安排预算

盘活存量工作不单是财政支出的问题，更
是创新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对于稳增长、惠
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财政及有关部门在狠抓
存量资金清理、尽快形成支出的同时，应进一
步加强财政存量资金预算管理，做好各项财
政存量资金政策的衔接，推进财政资金统筹
使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如权责发
生制列支等事项，要创新预算管理方法，完善
预算管理制度，确保所有财政资金纳入预算
科学管理。

（三）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

一是建立健全扶贫资金、地下水超采等专
项资金使用奖惩制度，完善相应激励与约束机
制，鼓励用款单位管好用好专项资金。二是深化
扶贫资金、地下水超采等专项资金效绩评价制
度改革，完善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机制，建立起各
方都能有效负责的管理机制，促进稳增长、调结
构。三是有序推进扶贫资金、地下水超采等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配套制度改革，综合施策。有关
部门要加强对政策的调查研究，根据项目执行
效果对措施和做法适时进行修正，使政策更接
地气，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四）加强公开和问责力度，建立完善问题
整改长效机制

一是有关部门应将整改纳入督查督办事
项，把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和安排预
算的重要依据，对未按期整改和整改不到位的，
区分情节，实行追责问责。二是被审计单位主要
负责人应切实履行整改第一责任，及时纠正违
纪违规问题，完善相关制度，防止同类问题再次
发生。三是对审计反映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应及
时组织研究，对不适应新形势的制度规定进行
修改完善，根源上解决屡查屡犯问题。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度省本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2017年7月25日在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河北省审计厅厅长 杨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