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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经济体检”作用
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 2021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解读

2022 年 7 月 20 日，受市人民政府委托，重庆市审计局局长

姜国杰向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作了 2021 年度市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一年来，全市审计机

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

要讲话精神和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

市政府工作部署和市委审计委员会要求，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中

心工作，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扎实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

工作，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反映在

今年审计工作报告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服务党委政府

工作大局。全市审计机关牢牢把握审计工作的政治属性，在市委

审计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把党的政治要求贯穿在谋划工作、

履行职责、实施审计、促进整改的全过程，始终胸怀“国之大者”，

做到党的工作重点抓什么，审计工作就跟着走。一年来，紧扣重

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重大改革任务、重大项目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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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稳外贸等政策

措施落实情况和交通行业建设管理、“两江四岸”中心城区治理

提升以及市级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审计，及时反映改革发展中

出现的新情况，揭示了少数助企纾困政策执行存在偏差，部分外

贸公共服务平台作用发挥不佳，以及少数项目存在卡点堵点影响

工程进度、部分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促进政令畅通、令

行禁止，确保党和国家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二、扎实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从审计视角客观反映经

济社会发展成效。报告集中反映了 2021年 7 月至 2022年 6 月实

施的 24个审计项目的审计结果。审计结果表明，各级各部门认真

落实市委、市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财政平稳

运行的部署安排，坚持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切实

抓好规划、政策、项目落地落实。通过各方努力，财政收支运行

保持平稳，非必要非刚性支出持续压减，科技、社保、教育等支

出持续保持增长势头，投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72 亿

元，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实施，全年新增

减税降费约 300亿元，大力支持科研平台建设和汽车、电子信息

等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财政管理改革持续深

化，行业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重点关注区县补助力

度进一步加大，基层财政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三、聚焦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主责主业，实事求是揭示问题及

形成原因。审计机关坚持种好“责任田”、干好“份内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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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检查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的独特优势，切实加大对

财政预算执行、决算草案编制、专项资金管理、过紧日子要求执

行、政府专项债券支出等情况的审计力度，并注重用事实和数据

说话，揭示了预算编制不细化、不完整，部分财政收入未按规定

征缴，财政资金闲置沉淀，过紧日子要求执行不严等问题，推动

相关部门健全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完

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不断优化财政资源配置，促进规范高效使

用资金，提高财政支持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

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保障和改善民

生。审计机关坚持把保障群众利益、创造高品质生活作为己任，

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实施审计监督。

一年来，开展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涉农领域经营主体投融资风险管理、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养老托育服务、水污染防治等审计，以资金管理

使用为主线，深入检查与资金紧密相关的政策落实、制度执行、

项目建设等情况，揭示了一些民生政策未有效落地或项目实施绩

效不佳，少数民生资金管理使用不严格导致资金闲置或被挤占挪

用、骗取套取，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并督促抓好

整改，促进增强民生政策的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五、首次集中体现国有资产审计内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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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决策部署要求。今年审计工作报告首次将

国有企业、金融机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的审计情况单独列报，审计工作报告体例不断完善，内容

不断丰富。通过审计 6户国有企业和 2 家金融机构，揭示了会计

信息失真、信贷资产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促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强化经营管理。通过审计 12个市级部门及所属 117个单位，揭示

了少数行政事业性资产产权不清、账实不符等问题。通过国有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审计，揭示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机制不完善、部

分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施后未达预期治理目标等问题，促进强化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保护。

六、标本兼治推动审计整改，杜绝“破窗效应”和“稻草人效

应”。审计机关认真落实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审计整改要动真格”

的要求，严格落实问题清单对账销号制度，加大审计整改跟踪检查，

加强与纪检监察、巡视、组织、财政、国资等部门的贯通协作，共

同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相关主管部门和各区县政府加强监督

管理，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到位，并对审计反映的行业领域普遍性

或共性问题认真研究，推动实现标本兼治。一年来，共督促上缴或

归还财政资金 142.35亿元，推动健全完善相关制度 805项。同时，

报告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制度性漏洞，

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稳定经济大盘一揽子政策直达快享、细化量化

过紧日子要求、压紧压实民生资金和项目管理责任等建议，推动建

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治已病、防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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