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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2023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2024 年第 2号（总第 92 号）

（2024 年 7 月 30 日公告）

根据审计法及相关规定，省审计厅组织对 2023 年度省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和省人大决议，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兜牢民生底线，

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重点关注政策效能、群众利益、经济安全、

财经法纪，扎实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助推经济回升向好，助

推保障和改善民生，助推防范化解风险，助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努力发挥监督保障、规范促进和决策参谋作用，着力服务中国式

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审计结果表明：2023 年，全省各地各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主线，

牢牢把握“四个走在前”“四个新”重大任务，推动经济运行率先

整体好转并持续回升向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科技创新

工作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加强，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省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106 家一级预算单位财政拨款预算

执行率为 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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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

等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

在省级财政预算管理方面：一是年初预算编制不够科学严谨，

161 个运转类项目前两年预算执行率均低于 70%，但 2023 年度预

算规模未能及时压减，导致其中 72 个项目当年预算执行率仍低于

70%。二是 2023 年省级下达涉农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两项专项转

移支付执行进度偏慢，分别仅为 62.75%、54.75%。三是财政资源

统筹不到位，省财政 2个项目结余资金 27.33 亿元无需再使用，

未按规定收回并编入下年预算。

在非税收入征管方面：一是部分省属高校使用自制票据收取

学费、住宿费 6.73 亿元，致使该部分非税收入脱离财政监管。二

是 11 所省属高校 39.2 亿元国有资产处置收益未上缴财政。

在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方面：一是部分专项资金分配

不够合理，6 个专项资金明确按因素法分配，但未明确具体选取

何种因素；7 个专项资金虽明确了分配因素，但未确定各因素的

权重或标准。二是 1368.91 万元省药品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情况

对省级预算单位实行数据分析全覆盖，并重点对 30 家部门单

位开展现场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门预算编制不够规范。5 家单位未充分考虑上年结转

资金规模，在 28 个项目结转 8289.07 万元的情况下，超需求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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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预算 4.17 亿元，年末结转结余规模已达 1.36 亿元。

二是预算执行管理不够严格。7 家单位 7195.78 万元非税收

入未及时上缴；6家单位提前列支采购款等费用 739.48 万元。

三是政府采购管理有待加强。300 多家单位超预算、甚至无

预算采购，共计 50.54 亿元；2 家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违规参与服

务类政府采购，涉及金额 1.4 亿元。

三、重大政策落实审计情况

在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政策落实方面：1 个产业集群尚未建成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6 个不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通过审核，获

得补助 5600 万元；5个项目实施单位骗取财政资金 327.62 万元。

在稳外贸稳外资相关专项资金绩效方面：出口信用保险保费

补助政策落实不到位，2021 年至 2023 年符合全额补助条件的小

微外贸企业，实际参保率分别仅为 49%、45%、51%；121 个不符合

申报条件的项目通过审核，获得补助8515.97万元；28个市县1.65

亿元资金滞留在当地财政，出现“资金等项目”现象。

在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政策执行方面:部分地方银行虚增

小微贷款规模 39.79 亿元；5 家银行对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呈

下降趋势；33 家银行收取符合免收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保证金

19.9 亿元。

四、重大项目建设管理审计情况

新一轮中小河流治理审计发现：6 个项目拖欠施工单位进度

款 6993.19 万元；7 个项目违规签订无预付款合同造成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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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资建设；个别项目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有 107.72 亩属于

违法用地。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竣工决算审计发现：项目多计或少计建

设成本 4934.08 万元。另外，还存在被征地农民社保政策落实不

到位问题。

秦淮河溧水石臼湖-江宁彭福段航道整治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发现:项目多计建设成本 8150.41 万元；未经批准擅自在概算外新

建 1座游船码头。

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审计情况

国有企业稳增长及防风险审计发现:有 314 家企业 2022 年末

债务余额较 2020 年初增长 20%以上；83 家企业违规对外担保或出

借资金，造成损失 17.37 亿元，存在损失风险 79.64 亿元；21 家

企业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69.22 亿元应收款逾期。

市县财政收支审计发现：2个县因预算超支、乡镇财政困难，

将 13.84 亿元财政支出挂账；4 个县财政结存的以前年度专项资

金、存量资金等未清理盘活，涉及 13.76 亿元。

六、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全省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审计发现：8 个市违规列

支和发放补助资金 1040.76 万元；5 个市少发 666 人岗位技能提

升补贴等 125.76 万元；5个市 16 家企业违规开展劳务派遣业务。

大运河自然资源资产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审计发现：7 个市

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内有 762.74 亩土地被违规占用；247 个入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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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口整治监管不到位；7 个市县相关项目用地未落实遗产影响评

估和考古前置制度。

省文化旅游发展和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资金审计发现：有 1.13

亿元、1.22 亿元在 2021 年底和 2023 年底下达，分别占当年下达

资金总额的 17.31%、20.1%；12 个市县的 25 个项目进度滞后或尚

未实施，涉及资金 784.81 万元。

省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审计发现：少数项目立项缺少专家

评审等论证程序；6 家项目实施单位自行改变专项资金用途，涉

及金额 356.97 万元；项目结项验收制度未按规定建立。

水产品稳产保供相关资金审计发现：部分池塘标准化改造项

目进度缓慢，省渔业补助资金 5042.4 万元滞留在当地财政；部分

渔船更新改造项目申报不合规；3个县增殖放流工作开展不规范。

七、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

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方面：1家单位未建立固定资产台账，

涉及金额 6.89 亿元；3家单位无预算购置扫描仪等设备 487 台；

4家单位未经批准对外出租房产 1.87 万平方米；国外贷援款项目

形成的 5.5 亿元资产未登记入账。

在企业国有资产方面：57 家企业的 2.55 万亩土地、283 万平

方米房产长期闲置；部分企业投资项目闲置浪费，如某市 1.59

亿元建设的大剧院和博物馆，2017 年建成以来一直未投入使用；

部分项目资产评估管理存在漏洞，涉及金额 93.69 亿元。

在自然资源资产方面：5 个县未按规定及时收缴水资源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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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费 7973.81 万元；6 个市县未按规定及时安排省以上资

源环境专项资金 3.03 亿元。

对上述各专题审计指出的问题，审计机关已向省有关部门单

位和市县分别提出了处理意见和建议。相关部门单位和市县高度

重视，严格落实整改责任，积极采取整改措施，有的问题已经整

改。

八、审计建议

（一）完善预算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积极运用零

基预算编制方法，科学安排财政预算，合理确定支出预算规模，

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科学性；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清理

收回结余资金、严控资金结转，有效盘活存量资金，增强财政保

障能力；加强收入征缴监管，做到应收尽收；坚持集中财力办大

事，深入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方式，完善项目储备和优选机

制，优化专项资金分配，加快预算批复下达和资金使用进度，推

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二）严格部门预算管控，养成过紧日子习惯。立足部门依

法履职和事业发展需要，坚持从紧从严、保障重点，合理编制部

门预算，强化刚性约束；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

坚持厉行节约、精打细算，压减非必要、非刚性支出，勤俭办一

切事业，优化存量资源资产配置，推进资产共享共用；加强政府

采购管理，严防无预算、超预算支出或虚列支出等问题发生。

（三）加强政策衔接协同，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坚持系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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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强化政策统筹，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深化省以下财政

体制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持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

构，强化科技、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

续增进民生福祉；全面落实税收优惠和相关补助政策，积极引导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做到应享尽享，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发

挥重大建设项目的牵引支撑作用，科学论证、严格管理，提升建

设质量和项目效果。

（四）强化财经法纪约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牢守住财

经纪律“高压线”，通过强化预算约束和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推进

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规范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程序，严格执

行内部控制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障国有

资产安全完整增效；有效防范国企经营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领

域风险隐患，严肃查处违规决策、违规处置、违规开发建设等问

题，切实维护财经秩序和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