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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报告

2019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审议。

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安排，审
计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打赢“三
大攻坚战”，助推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
审计项目和审计组织方式“两统筹”，扎
实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工作，依法审
计了2019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审计结果表明，2019年，面对风险挑
战上升的严峻复杂形势，各地区各部门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落实
新发展理念，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三
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认真贯彻落实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关于2018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草
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各项要求，自治区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较
好，管理水平持续提高。

——财税政策有效落实，财政运行
总体平稳。各地区各部门全面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积极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财政
收入实现稳定增长。2019年全区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2059.7 亿 元 、支 出
5100.9亿元，分别增长10.9%、5.6%。

——支出结构不断优化，民生等重点
领域保障有力。全区财政扶贫支出143.2
亿元，节能环保支出154.5亿元，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1233.5亿元。全区社保和就业
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分别增长
2.7%、5.8%、9.3%，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全区“三公”经费支出下降13.3%。

——财税改革持续推进，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印发
实施，健全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继续
深化全区法检两院系统财政体制上划
改革，积极探索政法经费保障机制。我
区在财政部发布的2018年度地方预决
算公开度排行榜中排名全国第三位。

一、财政厅、发展改革委组织本级
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据财政厅提供的自治区本级决算
报表（草案）反映：2019年，自治区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30亿元、完成预算
的119.3%；支出853.8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93%。政府性基金收入61.8亿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4.1%；支出
174.6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3.5%。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6.4亿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146.5%；支出2.7亿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61.7%。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01.7亿元，支出399.4亿元，当年收支
相抵结余2.3亿元，年末滚存结余265
亿元。主要问题：一是财政厅代编预算
21.54亿元；中央和自治区本级专项资
金分配下达不及时266.55亿元；对下
专项转移支付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地
区34.69亿元；违规调整预算352万元；
55个部门未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
部分专项资金分配下达不规范2.86亿
元；专项资金预算未执行和执行率低，
涉及金额1.64亿元。二是发展改革委
组织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执行管理方面
存在的主要问题：20个项目在投资计
划下达1年后项目建设单位尚未开工
建设，涉及金额4.27亿元；工作衔接不
够到位，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分解下达
不及时，涉及金额3亿元；前期项目工
作监管、绩效考评不到位。

二、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今年继续对自治区本级一级预算单

位实行审计全覆盖，并延伸审计了152家
所属单位。审计发现的普遍性问题：一是
预算编制和执行需进一步规范。如，11
个部门预算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
10.64亿元，13个部门未执行（完成）预算
5.03亿元。二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还
不够到位。如，18个部门无预算或超预
算支出0.48亿元、21个部门扩大支出范
围0.13亿元。三是资金管理使用需进一
步强化。如，3个部门专项资金分配过程
不规范9.42亿元，9个部门将零余额账户
资金转入实有资金账户1.16亿元。

此外，审计还发现一些部门单位存
在违规出借资金、公车管理不规范、账
实不符以及会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审计厅对全区减税降费、稳就业、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地方
商业银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城市基础
设施重大项目建设等重大政策措施贯
彻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审计发
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违规收费 3814.3
万元、转嫁企业费用508.25万元、未及
时清退各类保证金9.36亿元、应划未
划建设工程社会保障费3.89亿元、部

分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
等问题。二是就业补助资金分配下达
不及时3.48亿元、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资金应配套未配套198万元、挪用就业
补助资金15.08万元、就业创业配套制
度和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三是清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台账数据不
准确 20.27 亿元、清偿欠款进度缓慢
11.49亿元、清欠账款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四是地方商业银行在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方面内控制度建设不健全、向不
符合条件借款人发放贷款2.75亿元、
贷款风险分类错误导致少计不良贷款
19.6亿元等问题。五是城市基础设施
重大项目建设方面存在滞留挪用资金
1.23亿元、未落实有关专项规划和责任
制等政策以及建设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四、落实“三大攻坚战”有关政策和
资金审计情况

一是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审计厅组织对全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情
况（含“十个全覆盖”工程债务）以及地方
政府债券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
调查。审计指出了地方政府举债、化债、
债务管理、债券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宏观决策提
供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
的化解和管控风险能力的提升。

二是围绕脱贫攻坚战，审计厅对审
计署统一组织实施审计的8个国贫旗县
外的其余18个未摘帽退出贫困旗县的
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和扶贫政策贯彻落实
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对31个摘帽退出的
贫困旗县进行了“回头看”跟踪审计，完
成了对全区57个贫困旗县第三轮审计
全覆盖。同时，对28个有贫困人口的非
贫困旗县 2018年至 2019年 7月末扶
贫、乡村振兴、“一卡通”惠农补贴政策落
实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指出了资金使
用、项目管理、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的不
规范问题。有关地区和部门高度重视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三是围绕重大污染防治攻坚战，审计
厅组织对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以下简
称“一湖两海”）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及资金
进行了审计。审计指出了贯彻执行生态
治理政策及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资金使
用和项目建设管理、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
防治效果等5大类237个问题。“一湖两海”
所在地区高度重视审计查出的问题，并积
极进行整改，效果明显。截至2020年5月
底，审计整改率为84.8%，移送纪委监委等
有关部门案件线索67件正在核实处理中。

五、重点民生资金审计情况
（一）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情况。

审计厅组织对 10 个盟市 24 个旗县
（市、区）（以下统称旗县）2019年度保
障性安居工程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
的主要问题：一是资金管理使用方面：截
至2019年12月底，4个旗县2.35亿元财
政资金未及时分配；个别旗县将安居工
程资金用于与棚改无关的工程款等
1518万元；由于工程进度缓慢等原因，
有3.05亿元财政资金闲置超1年。二是
建设任务方面：2个旗县未完成2019年
老旧小区改造任务410户；3个旗县存在
虚报开工任务947套、虚报完成开工任
务和基本建成任务154套。三是住房分
配管理方面：由于群众需求不足等原因，
个别旗县760套保障房未分配；由于公
租房运营等后续管理不到位，个别旗县6
个公租房项目欠缴租金145.26万元。

（二）医疗保险基金审计情况。审
计厅按照审计署统一部署，组织对自治
区本级及两个盟市2019年度医疗保险
基金进行了审计并延伸调查45个定点
医疗机构和药店。审计发现的主要问
题：75895人违规重复参保，多付财政
补贴3446.02万元；挪用或扩大范围支
出医保基金983.81万元；96家医疗机
构、227人通过违规收费、虚假就医等
骗取套取医保基金587.07万元。

六、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情况

（一）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方面的
主要问题。一是10个区直党政部门和事
业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方面主要
存在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重大政
策、履行职责不到位，个别单位违规担保、
融资等问题。二是4个地方的党委和政
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方面主要存在
政策措施执行不到位、重大决策制度执行
不到位、财政财务管理不规范以及个别地
方部门存在漏报政府债务等问题。三是6
个自治区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
任方面主要存在重大决策执行不到位、企
业经营风险管控不力等问题。

（二）15个旗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发现的主要问
题。一是规划制定方面：7个旗县未编
制《2016—2020 年地质灾害防治规
划》等相关规划；5个旗县规划制定不
科学不完善。二是土地征占方面：5个
旗县未批先建先征土地1941.84公顷，
4个旗县耕地撂荒、土地闲置1380.84
公顷等问题。三是目标考核方面：个别
旗县未完成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目标

责任状目标、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
降率指标未达标等问题。四是资金征
管方面：5个旗县欠缴土地出让金、水
资源税等9.85亿元，4个旗县挤占挪用
土地确权费、土地复垦保证金等专项资
金6.61亿元等问题。五是项目实施方
面：5个旗县相关项目推进缓慢，8个旗
县存在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设、变更项
目建设地点和内容等问题。六是监督
履职方面：个别旗县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数据不全面不准确，执法处罚、审批监
管不规范以及队伍建设薄弱等问题。

七、其他专项审计情况
一是按照审计署统一部署开展了

国外贷（援）款项目专项审计。二是按
照自治区人民政府要求，组织对全区
2018年至 2019年 9月体育彩票专项
资金进行了审计，进一步规范了体彩资
金的管理使用。三是按照自治区有关
领导指示，审计厅对呼和浩特经济技术
开发区2013至2018年财政收支、企业
经营管理、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和土地
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审计，为自治区
党委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进一步促进
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健康发展。

八、审计查出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
线索移送情况

2019年 7月至 2020年 6月底，审
计厅直接审计和统一组织的审计项目
查出违法违纪问题，向纪委监委等有关
部门移送问题线索205件，涉嫌违法违
纪人员 194 名，涉及资金 452.41 亿
元。截至2020年6月底，已作出罚款、
主要负责人作深刻检查等51件，其他
问题线索正在调查核实中。

九、审计处理处罚和整改情况
对上述审计项目，审计厅均依法出

具了审计报告和审计移送处理书，下达
审计决定，持续抓好督促整改工作。据
统计，已完成的12个专项审计，绝大部
分问题已整改落实。对2019年度本级
预算执行审计查出的问题，除立查立改
外，其余尚处在审计整改期限内。审计
厅将继续督促整改落实情况，并在明年3
月份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

十、审计建议
（一）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进一

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建立健全项目支出标准和绩效评
价制度，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严编
细编预算，强化预算刚性约束，防止财
政资金损失浪费。严控一般性支出和

“三公经费”预算，压减无效低效开支，
将各地区各部门真正过“紧日子”要求

落实落地，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绩效。
（二）强化依法行政意识，进一步提

高领导干部履职干事能力。各级领导
干部要树牢依法行政意识，严格执行预
算法等法律法规，重视和加强财务管
理，加强本地区本部门所属单位的监督
管理。加强和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
结构和内部控制建设，促进企业经营和
管理水平的提升。强化履职担当和风
险意识，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
行政、干事尽责、风险管控能力。

（三）加强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进
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重大政策措施。加
强预算和规划、项目的对接，做实做细
项目储备，压实项目和资金管理责任。
增强惠民政策的持续性和协调性，持续
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
固脱贫成果，进一步落实落细稳就业、
减税降费等各类重大政策措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区各部

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
决策部署，迅速反应、职责明确、落实有
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实保
障。审计厅按照审计署部署和自治区
党委政府要求，组织全区三级审计机关
966名审计人员，对全区疫情防控资金
和捐赠款物进行了专项审计。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通过大数据审计和现
场重点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督促整改，全力支持和配合疫情
防控工作。截至2020年3月底，我区各
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9.46亿元；
全区8家银行共向35家重点保障企业发
放优惠利率贷款19.75亿元；全区各级慈
善组织和相关部门共接收捐赠资金8.2
亿元、物资3518.39万件，已分配使用
6.47亿元、3019.84万件。审计发现的资
金分配拨付不及时、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物资分配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各地区各
部门高度重视并积极整改，建立健全有
关制度，进一步规范了款物管理、分配和
使用，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
委员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内蒙古工作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自治区党
委十届历次全委会精神，依法全面履行审
计监督职责，自觉接受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的监督和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于2019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2020年7月21日在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自治区审计厅厅长 靳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