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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镇乡财政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1预算管理流于形式

镇乡财政预算的编制和批复应按事权与财权相结合、根据

镇乡正常运转及事业发展的需要等原则编制，并采取“自下而

上、自上而下”的形式报送和审批预算。而实际执行中，镇

乡财政收支并没有真正按年初编制的预算执行，财政人员往往

只能按“领导意图”安排支出；预算调整是“纸上谈兵”的

事。以2017 年— 2018 年先后抽审的7 个镇乡为例，审计实践

中，镇乡财政在预算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1预算编制不完整

部分镇乡对收取的罚款、卫生费等不开具正规票据，不纳

入预算管理，导致预算编制不完整。抽审的 7 个镇乡中，有

5 个镇乡收取的卫生费合计101.95 万元，均未开具合规票据，

也未纳入预算收入，显然预算编制就谈不上完整。

1.1.2 公用经费预算超编

公用经费应按财政“年度镇乡街道综合财政预算的通知”

来编制，多数镇乡在实际编制公用经费预算时，往往将预算收

入扣除人员费用后的差额作为公用经费，造成公用经费预算超

编。抽审的7个镇乡中，有6个镇乡系根据预算收入扣除人员费

用后的差额编制公用经费预算，比应编制金额455万元多1158.

99万元，预算大幅度超编。

1.1.3预算执行不力

多数镇乡未建立预算内控制度，预算编制既无明确的编制依

据，也无相应的执行约束力。虽然年初按部门进行预算编制，但

各部门实际费用开支时，并未按预算进行控制，而是据实列支。

抽审的7个镇乡，均存在大幅超预算列支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情

况。7个镇乡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预算合计为10733.12万元，实

际开支15067.83万元，超预算4334.71万元，超支率40.39%。

1.1.4虚增非税收入

大多数镇乡往往经济不发达，完成上级布置的财政任务压力

较大，部分镇乡就采取套取项目资金，再以虚假赞助费、捐赠收

入、工作经费的形式缴入镇乡财政，以虚增镇乡财政非税收入。

抽审的7个镇乡中，有6个镇乡虚增非税收入1572.38万元，其

中：以套取项目资金虚增捐赠收入266.36万元、以工作经费虚

增捐赠收入830万元。

1.1.5决算不实

《预算法》要求编制决算要做到收支真实、数额准确。多数

镇乡均只应对财政局决算要求，将报表“弄平”而不管实际支出

数据，导致账列数据与决算数据差距较大。抽审的7个镇乡中，

有5个镇乡人员经费少报决算1253.54万元（实际支出8003.61

万元、报决算支出6750.07万元），少报15.66%；有6个镇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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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费少报决算324.71万元（实际支出2912.94万元、报决算

2588.23万元），少报11.15%；有7个镇乡三公经费按控制数报

决算283.62万元，实际支出530.80万元，超控制支出247.18

万元，超支率87.15%。

1.2财务管理不规范

由于镇乡工作条件比较艰苦，镇乡财务专业缺员严重，往往

只能“拉郎配”，由没有财务知识的人员担任会计或出纳，造成

镇乡的财务管理极其不规范，账务混乱。镇乡财务管理方面常见

问题如下：

1.2.1收入不完整

一是将收入记入往来，在往来中列收列支；二是租赁收入未

能做到应收尽收；三是收取的零星收入不入账，直接用于支出；

四是配套费管理不严谨，很多镇乡都存在未收或少收配套费的现

象。如：某镇未严格执行城市建设配套费80元 /平方米的征收

标准，对少数已建房配套费按40元 /平方米标准收取，少收建

房配套费6.60万元。

1.2.2费用支出不规范

一是支出票据不合规，以未复写的发票或白条、复印件列支

费用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仍然存在虚假采购物品套取现金处理

违规支出的行为；三是接待费化整为零、食堂超标接待等变相公

款吃喝现象有抬头之势。

1.2.3变相发放津补贴和福利

十九大以来，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

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但个别镇乡仍贼心不死，采取更为隐蔽的

手段，发放津补贴和福利。一是利用审批和管辖权限，将违规津

补贴转嫁给相关企业；二是虚购物品套取现金，用以违规发放津

补贴；三是滥用“集体决策”，超标准发放津补贴。审计中我们

发现，某镇以“集体决策”形式自定标准，向115名职工发放各

种补助206.17万元。其中：发放在职职工拆迁补助、值班费等

167.36万元；发放村居干部的误工、征地等补助36.41万元；发

放视察补助2.40万元。

1.2.4干部、职工长期未在岗，吃空饷

部分镇乡领导碍于情面，对个别“在编不在岗、拿钱不干活”

的职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成个人“吃空饷”现象时有

发生，致使国家财政资金损失。2013年至2016年期，某镇5名

职工涉及吃空饷63.19万元（3名行政人员34.55万元、2名事

业人员28.64万元）。

1.2.5不符合条件人员享受各项补助

部分镇乡对民生资金监管不到位，导致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享

受低保、五保等各项补助。以前述抽审的7个镇乡为例，我们统

计发现有126名不符合条件人员享受低保、三无人员、五保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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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补助52.33万元，其中死亡107人享受补助36.67万元、参保

16人享受补助15.19万元、财政供养人员2人享受补助0.11万

元、退休人员1人享受补助0.36万元。

1.2.6违规出借资金

一是以扶持镇乡企业的名义，出借资金给企业周转，且时间

长、数额大，致使国有资金无法发挥应有效益；二是职工借款长

期不归还，占用国有资金。

1.2.7 资产管理不到位

一是资产盘点程序执行不到位，致使长期账实不符；二是重

大资产处置未经集体决策和资产评估，造成处置价格较低，形成

国有资产损失。

1.3工程项目管理意识不强，违规问题较多

大部分镇乡严重缺乏专业的工程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由

其他工作人员兼任，因此，不管是工程前期准备、招投标，还是

合同签订、施工及竣工验收等环节，都缺乏规范管理。常见问题

如下：

1.3.1工程招标管理不规范

一是将应该公开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规避招标；

二是以应急工程、抢险工程等名义先确定国有性质施工单位，再

分包或转包；三是以“集体决策”名义，搭邀请招标的便车，违

规扩大邀标范围；四是对围标、串标行为审查不到位，未对投

标文件的内容和IP地址进行雷同性审查。2017年在一个道路整

治工程项目中审计发现，业主单位某领导先以工期紧为由，向

主管部门申请邀请招标，再以“集体决策”名义将工程发包给

某有国有施工单位，暗地里又与该单位串通，将工程拆分转包

给自已的亲属朋友承建。该领导为达到违规承接工程的目的，导

演了一场自以为高明的操作，然终难逃法眼，目前该线索已移

送相关部门处理。

1.3.2对项目承建单位监管不到位，工程挂靠和转包行为时

有发生

一是对工程挂靠和转包行为，视若无睹，致使法律纠纷不

断，工程质量也难以保证；二是对恶意低价抢标单位，缺少考察，

承建单位往往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手段牟利，致使工程质量

低下，问题频发。如近期抽审的某镇8个项目中，有4个项目系

自然人谭某某、张某某借用相关施工单位资质承建，因偷工减

料，造成多计工程费30.27万元。

1.3.3合同管理不规范

一是主合同或补充合同在工程金额、工程量、工期等方面违

背招标文件实质性条款，造成投资额增大，工期滞后；二是补充

合同随意改变主合同约定的结算原则，致使多结算工程款；三是

合同约定不清、内容不明，导致纠纷不断。

1.3.4未按规定扣收各项保证金

建设项目中收取各项保证金不但是政策性要求，也是保证建

设项目正常开展，惩罚建设过程中不当行为的保证，很多镇乡对

建设项目质量保证金的扣收还是比较重视，但对收取投标保证

金、低价中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的意识较差，致使项目在实施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当行为缺少惩罚性保证，影响工程建设。在

前述抽审的7个镇乡中，有130个项目未收或少收履约保证金等

各项保证金903.48万元。

1.3.5工程验收把关不严，导致多计工程费

镇乡工程项目多数投资额较小，特别是100万以下的项目基

本都由镇乡自行办理结算，由于大部分镇乡没有专业的工程管理

人员，加之部分镇乡人员责任心不强，验收工作履职不认真，

施工单位虚报的工程量难以被发现，致使多计工程费。近期我

们抽审了34个100万元以内的自办结算项目，有22个项目（占

抽查数的64.71%）多计工程费104.05 万元，审减率10.66%。

其中4个人行便道项目的长度和宽度均不够，多计工程费53.55

万元。

2  解决镇乡财政管理问题的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镇乡财政财务管理，切实维护财经秩

序，更好地促进镇乡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针对镇

乡财政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2.1 规范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的控制力

严格执行《预算法》, 按“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编

制财政预算，并严格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事权调整

变化，要按规定进行预算调整，保障镇乡正常运转。

2.2 加强决算管理，严禁弄虚作假编报决算

杜绝以虚假赞助、工作经费、套取项目资金等方式虚增非

税收入。要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制度，各类支出要据实列

报，做到账、表相符，严控三公经费支出。

2.3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

队伍建设是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保证。人事部门要将精通

业务、素质好的人员选拔到相应工作岗位上来；建立培训常态

机制，并通过各种考核不断提高人员的业务素质。

2.4 严把民生资金补助关口，将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针对各镇乡普遍存在民生资金监管不到位，导致不符合条

件人员享受低保等补助情况，各镇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严格

审核补助户实际情况，及时掌握补助户变动信息并作相应调整。

2.5规范工程项目管理，杜绝虚列支出套取项目资金

各镇乡要完善项目管理内控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

项目管理，规范镇乡本级、村居资金的监管，严格按照合同收取

和扣留各项目保证金及支付工程款，加强工程项目验收管理，规

范结决算审核，避免多计工程费，杜绝虚列项目支出套取资金。

2.6进一步加强村居财务管理

一是村居财务收支要严格执行“村财镇管”，村居的各种收

入都必须及时全额存入指定设立账户，不得公款私存，更不得设

账外账；二是要加强对村居的资金管理，村居报账员实行备用金

制度，不允许将资金直接转账到村居干部个人账户；三是规范村

居开支，未经村民主理财小组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审签，不得列

支；四是要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村居干部补

助；五是严格执行村务公开，自觉接受村民监督。

2.7加强财经法纪学习，增强法纪意识

各镇乡应加强包括村居干部在内的财经法纪培训和学习，增

强法纪意识，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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