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大足区审计局关于2021年度区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

公告

（2022 年 10 月 14 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

照区委、市审计局的工作部署和要求，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市审计局、区审计局分别对 2021 年度大足区财政预算执行和

决算草案编制情况、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况、区交通系统建设

管理情况、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区

生态环境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自然资源资产、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

实情况、中央和市级重大项目、区级部门（单位）2021 年度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14 个政府投资建设项目、2021 年区级

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2021 年度区级预

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全年向上争取转移支付资金

33.32 亿元、新增债券资金 22 亿元，为地方财政正常运转和重点

项目建设提供了一定财力保障。

——加强财政管理和监督工作。清理整顿 313 个预算单位账

户，撤销实有账户 32 个，全面启用国标系统收取非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财会监督检查。

——为疫情防控提供资金保障。安排疫情防控经费区级预算

资金 0.62 亿元，投入专项债券资金 1.4 亿元对 3 所公立医院提档



升级。

——成立产业基金助力经济发展。成立产业发展基金及时兑

现产业扶持政策，缩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成本，开展财政支持

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试点，整合“五金贷风险金”

“民营及小微担保代偿风险金”，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一、区级财政管理相关审计情况

（一）区财政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计情况。

组织对防范化解财政风险、预算编制及执行、财政资金管理、

财政决算草案编制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延伸抽查了区规划自然资

源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大足高新区、邮亭工业园区等 8 个部门

及企事业单位。审计结果表明，2021 年，我区财政工作顺利推进，

经济运行相对平稳。发现的主要问题：

1．组织收入不及时。1 个单位应收未收土地出让金 10393.83

万元；2 个单位应收未收城市建设配套费 4728.36 万元和人防易地

建设费 97.8万元；3 个单位未及时将非税收入 21152.42 万元上缴

财政。

2．债务资金使用不规范。一般债券资金 1062.82 万元使用不

及时；专项债券资金 8270.2 万元使用不及时；1700 万元专项债券

资金使用效益不高。

3．预算编制不实。5 个单位未批复部门“三公”经费预算；

未及时分配转移支付资金 3148.68 万元。

4．预算执行不严格。预备费 5571.51 万元使用不合规；1 个



预算单位 42.67万元资金支付不规范。

5．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不当。区招商引资领导小组违规制订招

商引资优惠政策，2 个单位超出招商引资协议兑现约定优惠政策，

多兑现个人所得税 12.83 万元。

6．决算代列单位支出信息不真实。未将属于非同级预算单位

的代列支出在财政代列资金情况附表中予以体现。

（二）区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审计

情况。

2021 年，审计的 8 个单位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不断完善预

算管理制度，严格按照会计法、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等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各单位预算执行较为正常，账务处理较为规范。发现的

主要问题：

1．预算编制方面。7 个单位未将单位收入 612.54 万元纳入年

初预算编报；3 个单位的 3 个项目预算资金编制不精准、不细化；

4 个单位预算调整较大，占比较高；2 个单位未编报政府采购预算

实施采购 559.03 万元。

2．预算执行方面。8 个单位挤占项目经费 360.78 万元；4 个

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率低；3 个单位的 5 个项目预算执行率低；

3 个单位超预算采购或“三公”经费超预算；5 个单位未压减一般

性支出或未压减“三公”经费支出；3 个单位往来款项共计 3415.66

万元未及时清理；2 个单位财政存量资金 1374.94 万元管理使用不

合规；2 个单位未执行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制度；1 个单位公务用车



维修未经审批；1 个单位银行账户管理不合规。

3．预算绩效管理方面。8 个单位的 19 个预算项目未实施或

实施进度较慢；2 个单位的 2 个项目已实施但未实现项目年度绩

效目标；1 个单位的 2 个项目支出预算未编制绩效目标；7 个单位

的 56 个预算追加项目未编制绩效目标申报表；1 个单位未开展预

算项目绩效自评；1 个单位绩效自评结果与实际不相符。

4．其他财政财务方面。3 个单位机关食堂管理不合规；2 个

单位已投入使用在建工程 10184.74 万元未及时转固；1 个单位政

府采购未进行申报，固定资产帐未移交；4 个单位工会经费管理

或会计核算不合规；5 个单位超指标使用临聘人员或临聘人员管

理不规范；2 个单位未经审批租赁车辆；1 个单位资产监督管理不

到位。

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和重大项目、重点民生资金相关审计

情况

（一）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重点对各单位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决策部署，落

实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

问题：

1．179万元外贸稳增长专项资金安排使用不及时，未在当年

拨付至企业；81.4 万元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农机购置补

助不及时，拨付时限超过 30 个工作日。2 个公司以同一项目分别



在市级和区县重复申报并享受补助。

2．区财政局未开展财政专项检查。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所持重庆沃驰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 62万元股本金赎回存在风险。

4．大足区长田养猪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蔡方伟同时担任大

足区幸福养猪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12 个基层供销社建设质量

未达到规范化标准；10 个基层供销社实际未经营；4 个基层供销

社购买小产权房；3 个农村综合服务社未达星级社建设标准。

5．社会化服务对象和补助资金未聚焦小农户；农民合作社服

务中心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总量少；供销系统社会化服务体系不

完善。

（二）中央和市级重大项目跟踪审计情况。

重点对 2021 年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跟踪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大足石刻文创园大师工作室项目应开工未开工建设。

2. 大足区老年养护中心项目可研调整审批手续未完善；石刻

文创园子项目 X043 新民互通连接道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建设手续

不完善或审批程序倒置。

3．大足石刻文创园城乡一体化建设项目提款与项目进度不匹

配。

（三）大足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政策措施落实专

项审计调查情况。



2021 年，大足区聚焦“两中心两地”定位，按照中央总体部

署及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积极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系列文

件精神，有序推进各重点领域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发现的主要

问题：

1．2020 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2650 万元未及时使用。

2．未及时建立资（阳）大（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机制。

3. 跨省公交沿线未设置港湾式公交站或布设交通减速带；交

通联合卡尚未推广使用，四川安岳优待群体不能享受乘车优惠政

策；跨省公交调整变更始发站点、中途停靠站点，未抄送两省市

主管部门；部分职称评审数据未及时上报。

三、政府投资管理和项目相关审计情况

（一）全市交通系统建设管理审计调查情况。

大足区积极筹措资金，大力实施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构

建“双廊一轴六向”综合交通体系。发现的主要问题：

1．计划统筹不力。217 个“四好”农村公路项目、10 个普通

干线公路项目任务完成数据申报不准确；134 个项目组织交工验

收不及时；1 个安装工程建设进度滞后。

2．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10224 万元专项资金下达不及时；

52277.87 万元专项资金未及时使用；2040.05万元养护专项经费未

按规定使用。

3．“放管服”改革滞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

不规范；评审费用支付不合规；网上审批改革事项、履行行政审



批管理、交通建设信用信息管理存在不足。

4．质量安全监管不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监督职能职责不到位；

12 个项目未纳入监管范围；3 个项目质量安全违法行为应处罚未

处罚。

5．参建各方履职不到位。对交通建设市场准入审核把关不严；

对交通建设项目业主执行基本建设程序监管不到位；未严格监管

交通建设项目参建单位从业行为；未对公路造价信息及公路建设

项目造价执行情况进行动态跟踪。

（二）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对海棠四季广场工程等 14个建设项目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

1．14个项目工程建设管理不规范，存在招标预算清单漏项、

先开工后办理施工许可证、施工合同不完善、竣工图与工程实际

不符等问题；大足区省级道路路面改造工程未履行概算审批程序、

施工图设计阶段未进行地勘、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就施工建

设等。

2．海棠四季广场工程等项目业主未严格履行管理职责和严格

监督项目参建单位履职。

3．棠香街道三合片区道路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未做细做实,

施工过程变更较多；南山公园海绵城市改造工程等项目投资控制

不严，结算金额超合同金额,工程影像资料未收集装订等；老城区

综合管网及入河排污口治理工程等项目完工后缺乏管理,不能达



到预期目标。

（三）2021 年区级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审计调查。

抽查了 10 个重点项目。审计结果表明，大足区积极贯彻落实

稳投资政策，重视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建立完善重大项目协调调

度机制，确保重大项目顺利推进。发现的主要问题：

1．5 个项目实施进度缓慢，未达序时进度，1 个项目现已暂

停施工。

2．海棠新城东部天宫河片区开发项目建设手续不完善。

3．2 个项目建设单位监督管理不到位，项目建设程序不规范；

7 个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过程造价跟踪审核

单位对人员管理不到位，存在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均未常驻施

工现场，监理单位未按照投标文件、合同约定数量和资质配备相

应监理人员，跟踪审核服务单位人员未取得工程造价相关资格证

书等问题。

四、国有资产资源管理相关审计情况

（一）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况审计调查。

审计结果表明区国资委和国有企业能按照市国资委的有关规

定，积极采取措施，推进国有企业资产规范化管理。发现的主要

问题：

1．国企监管体制不完善。区国资委对所属国企底数不清，监

管缺位；6 户企业政企不分，与主管部门“多块牌子、一套班子”，

职能交叉，人员混岗；1 户僵尸企业未及时进行处理；国企在线



监管平台建设缓慢，处于招标阶段。

2．国企改革滞后。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不到位，投资效益

差，存在损失风险；部分改革任务推进效果不佳，国企法人层级

专项清理不到位，管理链条长；3 户企业未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现

代企业制度；1 户企业监事会工作有待加强和改进。

3．国企资产管理不实。1 户企业代建政府项目完工并交付使

用后未及时下账；8 户企业资产管理不规范。

4．国企投融资管理存在风险。投资管理不规范，部分投资形

成损失 2056.7 万元；1 户企业融资资金闲置，借款及担保风险较

大；1 户企业欠付工程款 3523.33 万元。

（二）区生态环境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情况。

区生态环境局及领导干部认真开展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发现的主要问题：

1．落实上级工作任务不到位。未及时牵头编制工业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未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新增的 8 项执

法职责开展相关执法工作；未按期完成电镀园区土壤治理与修复

项目；未按期完成宏元金属污染地块治理修复；玉滩水库库心断

面水质未稳定达标；部分河流国考、市控、区控未稳定达标。

2．部分资金分配使用不合规。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50.1 万元；

大额资金未按“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要求提请局党组审议。

3．部分工程建设不规范。3 个项目违反基本建设程序，先实



施后报批；政府采购未得到财政部门预算批复；3 个项目未取得

施工许可证便开工建设；1 个项目立项批复失效未申请延期；对 2

个招投标代理机构监管不到位；1 个项目竣工验收程序不规范；2

个项目未取得概算批复；2 个项目未进行竣工验收备案。

4．部分监督管理责任缺位。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

不力；未建立和规范环评审批集体审查制度；未开展实施告知承

诺制的项目考核；未开展污染土壤分析监测。

五、审计建议

（一）加快推动重大政策落实落地。持续抓好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政策措施落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各项重点工

作，按照政策扶持方向和资金支持导向，协同推进公共服务共建

共享，着力推动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结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策宣传和执行的协调联动，促

进惠企纾困、减税降费等各项优惠政策落实落地。

（二）持续提高财政财务管理水平。加强非税收入征缴，强

化执收部门监管，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应缴尽缴；细化量化

过紧日子要求，压实压减一般性支出责任。严格部门预算管理主

体责任，依规预估补助收入，准确编制代编预算支出，完整编制

决算报表，真实反映财政收支信息；扎实开展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切实做好动态监管，不断提高财政财务管理水平。

（三）强化政府投资项目监督管理。严格履行项目建设管理



程序，规范前期审批工作，抓好立项、招投标、施工、质量等重

点环节管控。严控项目投资建设成本，加强前期设计深度，减少

施工过程的新增及变更，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压紧压实项目监督

管理责任，促进项目参建单位履职尽责，规范项目管理流程；抓

好项目质量管控，确保项目达到预期。

（四）加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力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

强国企改制过程监督，完善国企改制相关制度。加强国有企业市

场化运作，创新投融资模式，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投融资、出让、

租赁等经营行为，促进区属国有企业可持续转型发展。

（五）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底数，

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实行限额管理；扎实开展债券项目申

报工作，严格债券资金拨付使用；盘活资源资金资产，化解存量

债务；完善债务风险预警防控机制，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加大国有企业风险管控力度，严控企业债务规模，规范企业举债

借债，严禁企业违规担保，压实债务主体责任，健全企业风险预

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加强

资金调度，确保资金链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