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陕西省 2023年度省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2024 年 7 月 23 日在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陕西省审计厅厅长 丁德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陕西省 2023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去年 7月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通落实“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围绕

构建“六个体系”、争做“六个示范”目标，深入开展“三个年”

活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内生动力显著增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3786 亿

元、增长 4.3%。汽车、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圆片产量分别增长

33.4%、154.5%、7.4%，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000 家左右，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5%。强化“四个一批”项目全周期动态管理，西

延、西十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等重大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推

注：本报告对市级行政区（含杨凌示范区）统称为市，县区级行政区统称为县。



广运用“陕企通”“秦务员”“秦政通”一体化服务平台，“跨省通

办”政务事项达到 154 项。

——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

推进省级“两链”融合专项和“揭榜挂帅”项目，以“三项改革”

放大秦创原效能，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户数分别增长

37%、33%。持续推动“亩均论英雄”综合改革，要素保障和土

地集约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

行动，不断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大力推进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民生保障工作持续向好。加大对基层“三保”支持力度。

开展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深化医疗医药领域整治，做好特殊群体

服务保障工作。启动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优化调

整现代农业产业链，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长 15.2%。持续加强

秦岭生态环境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治理，下硬茬解决关中地区大气污染问题。

——统筹发展和安全精准发力。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全力防范、精准化解房地产、政府债务、金融等重点领域风险隐

患。有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4259公里，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生产安全事故

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11.4%、6.9%。

——审计整改成效明显增强。完善了习近平总书记涉陕涉审

重要批示落实及中央审计办、审计署查出问题整改督办工作机制



和工作流程，着力构建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

审计整改总体格局。截至 2024 年 6月，上年度审计促进上缴财政

68.4亿元，完善制度 299 项，追责问责 174人次。

一、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2023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9083.66 亿元，支出总

计 8498.73 亿元，结余 584.93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总计 3670.58 亿元，支出总计 3415.93 亿元，结余 254.65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374.49 亿元，

支出总计 330.07 亿元，结余 44.42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5505.8 亿元，支出 2588.77 亿元，年末滚存

结余 2917.03亿元。

2023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5709.82 亿元，支出总

计 5606.58 亿元，结余 103.24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省级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1430.14 亿元，支出总计 1419.57 亿元，结余

10.57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140.47 亿元，支出总计 135.06 亿元，结余 5.41 亿元，结转下年使

用。省发展改革委管理分配财政投资 261.39 亿元，其中，中央预

算内投资 158.95 亿元，省级预算内投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等专项资金 102.44 亿元。

（一）省级财政、发改部门具体组织财政预算执行和分配财

政投资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积极财政政策落实、预算编制和分配管理、财政



监督与管理等 3方面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

1. 积极财政政策还需加力提效。一是新增专项债券稳增长作

用未充分释放，2023 年 53 个获得专项债资金项目支付进度缓慢。

二是财政专项资金作用发挥受限，6 项省级专项资金部分预算项

目计划延迟下达。

2. 预算编制和分配管理不够规范。一是部分支出预算不够细

化。二是部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事项管理不够规范。

3. 财政监督与管理不够严格。一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征

收不及时，涉及 5户企业 1.4 亿元。二是预算执行率较低，12 个

单位 15 个项目 1.41 亿元支出预算执行率低于 50%。三是预算绩

效管理有待加强，存在未按市分别下达绩效目标、部分绩效评价

指标量化不到位的问题。

（二）税收征管和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审计情况

与审计署西安特派办联合审计了我省 2023 年税收征管等情

况，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个别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121 户企业留抵退税办理不够及时。

二是部分税务机关税费收入组织管理不严格。3811.44 万元税费退

库、入库相对迟缓。

（三）省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 24 个省级部门、13 所省属院校的预算执行情况，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预算编制不够规范，涉及 9个省级部门、

省属院校。二是非税收入上缴不及时，涉及 14 个省级部门、省属



院校。三是个别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不够规范。向不符合条件的 3

个项目分配下达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专项资金；3个项目 3000 万元

水利发展专项资金闲置。四是专项资金没有严格按照用途使用，

涉及 15 个省级部门、省属院校。

（四）下级政府财政收支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 2 市、12 县政府财政收支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超范围使用财政资金。二是滞留专项资金。三是存量资金清

理盘活不够有力。

二、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审计情况

（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审计情况

对秦创原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政策措施落实和创新驱

动平台建设等情况开展了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仍需加强。部分科研资金管理不够

规范；6 所教学科研型高校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结余较大，尚未用

于科技成果转化投资。

2. 财税服务科技创新仍需加力。某开发区未按照“即申即享”

要求及时审批 130 户科技企业补贴申请；企业基础研究加计扣除

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够到位。

3. 科技创新基金赋能秦创原建设有待增强。一是总体规模偏

小。265 只省本级科创基金中 164 只实缴规模低于 2 亿元。二是

部分基金募资能力不强。个别基金未引入社会资本，资本撬动功

能未充分发挥。三是投资布局仍需优化。投早投小尚显不足，省



本级科创基金投向种子、天使项目仅占总投资额的 17.67%。四是

部分资金沉淀闲置。15 只科创基金受项目储备不足等因素影响，

投资进展较慢，资金闲置。

（二）“三个年”活动审计情况

1. 高质量项目推进审计情况。2023 年以来，对全省高质量项

目推进情况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并对机场三期扩建、引汉济渭

等 4 个省级重点投资项目进行了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

是部分重点项目建设推进较慢。截至 2024 年 6月，2个中央预算

内投资项目、14 个省级预算内投资项目、54 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项目进展较慢。二是部门协同联动不够紧密，用地保障不够到

位，部分省市重点项目进展较慢。三是文勘力量不足。省内具有

建设考古勘探发掘资质的单位仅 4 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建

设进度。

2. 优化营商环境审计情况。开展了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情况专

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政务服务有待改进。7个系统

中就业、养老等 4类数据未全部共享；在线申办养老服务、优待服

务等 3类事项未全面实现“一网通办”；7市县行政审批事项划转、

集中办理不到位。二是招投标便利度有待提升。3市未开展电子保

函招标业务，9市未开展信用承诺代替保证金和保证金直接减免业

务。

（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审计情况

1. 基层“三保”审计情况。对 2022 年至 2023 年 4 月全省基



层“三保”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资

金下达拨付不够及时。16 县未及时拨付民生保障经费。二是部分

县工资性支出保障不足。10 县未按时缴纳财政供养人员养老保险

及职业年金。

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专项审计情况。对 11 市融资平台公司

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部分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能力不足，

主要依赖借新还旧、债务展期等；一些融资平台公司自身“造血”

功能较弱，转型发展成效不够明显。

3. 地方金融企业风险审计情况。开展了 9 家地方金融企业不

良资产和风险治理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金

融企业风险状况不够真实。截至 2023年末，3 家金融企业通过贷

款延期、重组上调等方式少反映不良贷款。二是潜在风险隐患较

大。4家金融企业贷款下迁至不良等级的压力较大。

三、生态环境保护审计情况

（一）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审计情况

对 16 个省级部门及关中 6市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审计，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煤炭消费压减还有差距。2023 年，关中地

区部分规上企业非电力用煤控制目标未完成。二是季节性污染精

准管控不够严格。某市部分涉气重点企业未安装用电监控设备；

某市 7个建筑工地未采取覆盖、洒水等抑尘措施；某市一些餐饮

企业未安装油烟在线监控设施。三是部分市县补贴资金政策落实

不到位。部分配套资金在当年采暖季前没筹措到位；未及时兑付



851辆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淘汰补贴 973.27 万元。

（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审计情况

对 18 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一是水资源刚性约束不够有力。6 县未执行阶梯水价和

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二是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未充分发挥效益。8

县雨污分流建设不到位，老旧管网破损较为严重；2 县 4 座污水

处理厂低负荷运行。三是涉水资金征管使用不规范。12 县少征水

土保持补偿费 2638.56 万元；4县少收缴水资源税 1297.85 万元。

四、民生专项审计情况

（一）乡村振兴审计情况

对重点帮扶县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

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不够严格。6 县

工程监管不够到位，影响项目进度和达标。二是乡村产业发展水

平有待提高。部分自主经营乡村振兴产业项目收益较低，有的长

期亏损。

（二）医疗医药领域审计情况

对 4家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公

立医院改革等政策贯彻落实不到位。2家医院基本药物配备占比

41.49%和 31.35%，低于国家规定的 60%。二是采购制度执行不

够严格。某医院未进行招投标采购中药饮片 2132.22 万元。审计

指出后，相关主管部门对医疗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治理。



（三）稳就业审计情况

对省本级及部分市县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管理使

用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21 市县未经严格审核发

放就业见习补贴 512.98 万元；4市县未及时拨付企业稳岗返还资

金 626.12 万元；5 市县部分劳务派遣机构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或未

备案开展业务。

（四）殡葬领域审计情况

对 5 市殡葬领域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部

分殡葬设施建设项目进度较慢；4 个殡葬服务机构超政府定价或

指导价收取吊唁厅使用等费用；3 个公墓项目未经审批建设；3

个经营性公墓未获经营许可证。

（五）残疾人保障审计情况

对省本级及部分市县残疾人保障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

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10 户企业少缴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 1367.62 万元；3 市县未及时拨付残疾人保障资金

1066.31 万元；5市县未设立康复机构，影响就近治疗。

五、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对省属国有企业开展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改革重

点任务未全面完成。10 户企业对所属的 105 户“两资”企业清理

清退不够到位；4户企业仍有 4级以下企业 12 户，层级压减任务

未完成。二是违规对外出借资金。7 户企业未及时清理追偿出借



资金，部分已逾期或发生诉讼。三是投资运营效益不佳。某集团

2010年至 2018年购置的 5宗土地至今未开发。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对 8户地方金融企业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金

融供给结构不够优化。重点领域“加”得不足，2 户金融企业制

造业贷款年均分别降低 7.06%和 0.12%；限制领域“减”得不够，

3户金融企业 2023年末“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较大。二是风

险治理存在短板。抵押资产管控不力，某金融企业 5户贷款企业

抵押房产部分已销售，贷款面临风险；治理体系不完善，7 户金

融企业董事有空缺，4 户金融企业空缺内审人员比例为 32%至

50%。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对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经营性资产划转改革推进较慢。

20 个部门单位的 64 户企业市场化处置没有及时完成；某单位对

投资参股的 13 家小额贷款公司（已停止经营）清理处置不够有力。

二是部分资产运营不够规范。11 市未经审批出租、出借房产，租

金收入 2541.64 万元；6 市未经审批处置资产 1660.04 万元；5个

省级部门、7市资产处置收入未上缴财政 3119.02万元。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

开展了省级部门及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任中）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贯彻落实政策不够到位。



6县贯彻落实河长制、耕地保护等 21 项制度不够彻底；5县未完

成单位 GDP 能耗、化石能源消耗等 18 项指标任务；1 县 8 家已

关闭矿企未完成水土保持、土地复垦等任务。二是古树名木保护

不够有力。3 市 16 县未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4市

9县未划定古树群和特级保护古树建设控制地带；5市 24 县古树

名木保护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2 县滞留古树名木养护补助资

金 30.64 万元。三是专项资金征收管理不够严格。7县少征、少缴

土地出让金等；5县未按规定使用土地收储等专项资金。

六、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对 26 个省级部门和院校、6 户省属企业、9 县的 66 名主要

领导干部开展了经济责任审计，发现的典型问题：一是贯彻落实

经济决策部署存在偏差。有的部门单位推进落实优化营商环境、

质量强省等政策要求不够到位；有的部门单位没有严格执行医疗

医药和贫困生补助等政策规定。二是部分项目投资决策不够科学。

有的部门单位投资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相关要素未落实即开工

建设，个别项目建成后闲置。三是部分规划、考核目标未实现。

有的部门单位“十四五”规划阶段性目标任务未完成。

七、违纪违法问题查处情况

2023 年 7 月以来，省审计厅共发出 36 份移送处理书，涉及

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71件、人员 260人，主要涉及权力集中、群众

身边、工程建设、财经纪律等领域的重大、关键、典型问题。

本报告反映的问题是此次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



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审计机关已经或正在出具

审计报告和作出审计决定；对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依纪依法移交

有关部门进一步查处。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按审计意见已经或

正在落实整改。

省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省审计工作，会议强

调要把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揭示问题“上半篇文章”一体

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实行问题建账、督办、销号全覆盖

全过程全周期管理，推动审计揭示问题真改实改。下一步，我们

将努力提升审计监督质效，动真碰硬治已病、防未病，切实将审

计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11 月底前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八、审计建议

（一）强化政治担当，扎实履职尽责，持续推进重大政策措

施落地见效。一是围绕重大决策部署抓落实。聚焦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部署的目标任务，完善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化“三

个年”活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

经济，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机制，确保政令畅通、

落地见效。二是围绕经济稳增长抓落实。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和稳

健货币政策，严格执行减税降费和惠企政策，做好财政、金融、

产业、科技等政策配套衔接和预研储备，完善政策效果定期评估

和动态调整机制，健全预算制度，改革和完善财政资金管理，大

力盘活和统筹使用沉淀的存量资金，着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

https://www.so.com/link?m=eTSFLEYqrsjw1h+kS++bWypV/e7AGr5XqMAYXC/vOhwGXlxxUxz9p4T8Z732PFBpULiKJsNtkzvvc1wPIXp4Ap+VMFGprcYBUQQg1VWIHT+xdyc5EhLNKLnul4qYN4h84x+tdnvEW6kCknuKd9K3PWY1CSNCKlSmOdaaYziAcapiBtQaT9FXbSwjHr1xQfE5lVjBkLSzCcmt39vv1bZ4/NKqB5VfP6bJTr1YS7jvLgooehBGBx4Vz8Bggt93c+rF6aN5StPXXLXkbfNx3ufD5kVoKZQp4xaUAkjFgpA==
https://www.so.com/link?m=eFrzPCCYlGud49d3ahlJskwymR5XN3/AovQkxZpgee/aCNlfarkNuWZDIQQtDRRvcKsTPt5ohggl1yqEuufPBRJ7EBUIUW1+vDcb7cJ/ZLgEl4+UMl6b+c0O1taJgg5GehCi22ul9vQjLrsFWxoQN2mmqXg71bfe74xipYubYGfap0hTvuB8CiXvB8PZunHBvbankoyw+heRBPexGwDlPO75mHEVFdA7025Uome3o94vrWXZL+W3WGF9zKF6l5mv4nyh3eq68XS7iWq38z8aKhoNGngy9gLbhv8vNOxqaMj1Cx5B4
https://www.so.com/link?m=eFrzPCCYlGud49d3ahlJskwymR5XN3/AovQkxZpgee/aCNlfarkNuWZDIQQtDRRvcKsTPt5ohggl1yqEuufPBRJ7EBUIUW1+vDcb7cJ/ZLgEl4+UMl6b+c0O1taJgg5GehCi22ul9vQjLrsFWxoQN2mmqXg71bfe74xipYubYGfap0hTvuB8CiXvB8PZunHBvbankoyw+heRBPexGwDlPO75mHEVFdA7025Uome3o94vrWXZL+W3WGF9zKF6l5mv4nyh3eq68XS7iWq38z8aKhoNGngy9gLbhv8vNOxqaMj1Cx5B4


保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三是围绕防风险守底线抓落实。

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细化“三重一大”

决策和执行机制，完善重大风险处置协调机制、金融风险监测预

警和早期纠正长效机制，强化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切实防

患于未然，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二）聚焦改革创新，聚力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一是加快完善科技创新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强化基础研

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积极破

解科技成果转化挖潜、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部门单位间协调

联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打通深化改革中的堵点卡点，形

成可复制推广的新模式新做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二是培

育壮大产业创新集群。全面落实推进产业创新发展的财税、金融、

用地、用水、用能、环保、人才等保障措施，加强项目谋划和储

备，严格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督，按照省级抓统筹、市县抓落实的

原则，引导产业创新集群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强化自主创新、促进

融合发展，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

长引擎。三是健全完善金融支持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

金融监管体系，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优化政府引

导基金投向和投后管理，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健全完

善科技创新基金体系，丰富科创金融新产品和新载体，坚持投早



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

（三）坚持人民至上，持续改善民生，让三秦百姓更好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一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理机制，深化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加大产业振兴扶持力度，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统筹城

乡融合发展，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加快推进彰显“三秦风韵”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二是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牢记“国

之大者”，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抓好秦岭区域、

黄河流域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保护，扎实做好中央环保督

查反馈问题整改，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

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三是有效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自觉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就业、教育、医疗、食品安全

和特殊群体保障等领域加大监管力度，严肃查处损害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行为，促进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切实维护

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

（四）注重贯通协同，严肃财经纪律，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保障。一是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审计在推进

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和反腐治乱方面的“尖兵”作用，抓

好重点领域审计，深化经济责任审计，促进“关键少数”牢固树立

正确政绩观，依法履职、规范用权，提高现代化建设能力。加强

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做实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形

成监督合力，提升监督质效。二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统筹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严格资金分配管

理，从紧安排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严格控制各项支出成本，

纠正挤占挪用、损失浪费行为，严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人和事，

推动党政机关严纪律、明规矩，习惯过紧日子。三是加强国有资

产资源监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

促进国有资产配置合规、使用高效、处置规范，进一步完善主责

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切实履行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责任，促进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提高自然资源资产利用效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的关键一年，也是“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突破起势

之年。审计机关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审计事业的规律性认识，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

作，自觉接受省人大监督，持续深化审计改革，提升审计监督效

能，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服务全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