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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2022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工作报告的解读

2023 年 7 月 26 日，受福建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审计厅厅长

杨红向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作了《关于2022年度省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审计工作

报告”）。全省各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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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提出的“四个

更大”重要要求，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审计主责主业，深入

开展研究型审计，更好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

用，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保障福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反映在今年的审计工作报告中，主要体现为以下 6 个方面：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服务保障中心和发展

大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保障。全省审计机关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围绕党中央战略意

图和省委中心工作谋划安排审计项目，加大对重大战略推进、重

大政策落实、重点项目落地、重大资金使用等情况的审计力度，

真正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审计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坚决做到如臂使

指。今年审计工作报告重点反映了财政和部门预算管理、专项资

金和相关政策落实、国有资产管理 3 个方面的审计情况。如财政

管理审计着重反映财政资源统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落实宏观

政策的相关措施协同、财政资金引领撬动等方面问题，促进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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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增强财政宏观调控效能。专项资金和相关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着重反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招商引资、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县域医共体能力提升等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推动政策充分发挥叠加效应，促进政令畅通。

二、聚焦主责主业，不断拓展审计的广度和深度。审计部门

专司经济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审计是看家本领和主

责主业。全省审计机关准确把握审计全覆盖的本质，坚持突出重

点，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人员的监督，

以重点监督带动全面监督，实现有效覆盖，形成常态化、动态化

震慑，做到如影随形。审计工作报告注重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审

计项目抽查一定比例的资金量，反映的问题都有财政财务数据和

相关业务数据支撑，做到论从事出、以事立论。如财政和部门预

算管理审计，对重点单位开展现场审计，并分析所有省级预算单

位财政财务数据，重点关注财政预算分配、投资计划管理、部门

预算管理等关键环节，反映了部分市县财力统筹能力不足、部门

项目储备不足以及转移支付资金下达不规范等问题，推动完善基

层财力保障，促进预算科学编制、规范执行。

三、做深做实研究型审计，持续提升审计工作质量。研究型

审计是推动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全省审计机

关立足做到如雷贯耳，坚持从审计调研始发到审计调查跟进再到

精准实施审计工作链条，将研究型审计贯穿审计工作全过程，从

宏观着眼、微观入手，把立项当课题研究，把问题当课题研究，

把建议当课题研究，站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审视问题，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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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服务宏观决策。如审计工作报告针

对“部分地方财力统筹能力不足、发挥财政工具箱作用不够充分”

问题，建议加强地方财政统筹，以提升基层财政运行能力为重点，

推动财力下沉，推动基层财政运行可持续发展。健全省以下转移

支付体系，发挥好专项债弥补地方政府财力缺口、稳定地方经济

运行的作用；提升地方财政资源统筹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专项债、

贴息、财政支出安排、各类转移支付等财政工具作用，促进各类

工具能够围绕政策目标、政策意图相互作用，产生系统性效果。

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兜牢兜实民生底线。

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是审计最大的为民情怀。全省审计机关

把推动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

审计着力点和切入点，努力把审计监督跟进到民生政策落实和资

金使用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审计中，

反映部分地区综合运用财政和金融等政策工具力度不够、项目转

化率不高等问题，推动增强乡村持续发展能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在养老保险基金拨付管理使用、医疗保险基金及“三医

联动”等审计中，反映部分地方未及时将各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补助资金拨付到位等问题，推动惠民利民政策落地落实。在

县域医共体能力提升审计中，揭示县域医共体能力提升推进力度

不足、未按标准配齐基本设备等问题，推动县域医疗机构综合服

务能力提升。

五、紧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监督，服务改革发展稳定。

审计具有触角广泛、反应快速的优势，发挥着经济运行“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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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全省各级审计机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

维，始终把揭示风险隐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密切跟踪经济社

会运行中的新情况新趋势，持续关注财政、金融、国企国资等领

域的风险，有效推进经济风险早提示、早预报、早预警。如在财

政领域，揭示一些基层政府债券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资金闲置、

虚报使用进度等问题，推动提升债券资金使用效率，更加有力有

效防范债务风险。在金融领域，开展地方银行信贷资金合法合规

性和金融风险防控审计调查，推动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贷款管理

和资金用途监控，强化金融资产风险预警防控。在国企国资领域，

开展省属国有企业运营及经济风险管控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推动

国有企业严格规范经营行为，优化经营布局，切实增强竞争力和

抵御风险能力。

六、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审计成果运用更加

权威高效。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审计揭示问题“上半篇文

章”同样重要。全省审计机关将督促检查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抓

手，做到边审计、边建议、边督促，促进被审计单位夯实整改主

体责任，压实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推动审计整改结果由上

级主管部门在下级政府认定的基础上再次进行复核认定的“双认

定”机制有效落实，有力构建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的

工作链条，形成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完善制度的工作闭环，进

一步树立审计整改工作权威。截至 2023 年 6 月底，2021 年度审

计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已得到整改，立行立改问题整改率

达到 100%。2022 年全省审计共推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措施

160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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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省审计厅将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大对审

计工作报告反映问题整改情况的跟踪督促力度，全面整改情况将

于年底前依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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