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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市人大要求，市审计局抽调全
市75名业务骨干组成审计组，自2021年3月5日至4月30日，
依法审计了2020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同步
审计了13个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延伸审计了11县市区财政重要
事项及部分民生政策落实情况。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2020年，市政府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认真执行济
宁市十七届人大会议有关决议，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逐季
改善、逐步恢复常态，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了2.20%的
增长，财政收入结构得到改善，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情况总体较好。

——突出重点，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市委、市政府
确定的重点项目建设任务目标，成立“重中之重项目资金保障
专班”。通过加大政府专项债券争取力度，加强土地运营等方
式，为主城区内环高架、济宁机场迁建等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
金保障。推进基金市场化投资运作，同步科学运营企业应急
转贷基金。规范推进PPP项目实施，我市入库项目数量、投资
额、落地项目、开工率及奖补资金均居全省前列。

——集聚财力，推动区域统筹协调发展。聚焦我市重大
发展战略和重大项目，集聚财政资金，有效保障鲁南高铁等重
点项目建设，推进都市区融合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强
化创新驱动和科技人才支出，推进资源性城市转型；有效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有效完善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机制，推进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统筹兼顾，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加大对县市区转移
支付力度，统筹安排上级转移支付和市县财力，保障“三保”支
出底线。支持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解决城镇普通中
小学“大班额”和“全面改薄”；支持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
养、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市公共卫生
医疗中心建设；支持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支持环境污染防治
综合生态补偿及环保重点项目建设；支持棚户区改造、保障性
住房和农村危房改造建设等重点民生项目支出，有力提高了
保障改善民生水平。

——深化改革，提升资金使用绩效。加快建立现代财政
制度，推进完善加快预算支出进度、市级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
用等方面相关制度办法。坚守不发生区域性风险底线，加强
政府债务监测，多渠道筹措偿债资金，有序化解存量债务。扩
大整体绩效管理试点范围，着力提升资金使用绩效。

——规范管理，审计整改力度进一步加大。截至审计日，
对2019年度审计发现的问题，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已整改
25.23亿元，制定完善制度32项，追责问责13人；尚有个别问
题未整改到位，主要是正在履行必要的行政和司法程序，或属
于协调难度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审计机关将持续跟进，督促
加快整改。

一、市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审计了市财政局具体组织市级预算执行和编制市级决算草

案情况。2020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4.72亿元，加各项税
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调入资金及上年结转收入等136.28亿
元，收入共计211亿元。当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1.45亿
元，加上解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42.23亿元，支出共
计203.68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7.32亿元。当年市
级政府性基金收入172.21亿元，加上级政府性基金补助、上年
结转及债务转贷收入等81.81亿元，收入共计254.02亿元；当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183.49亿元，加上解支出及调出资金
等37.95亿元，支出共计221.44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
出32.58亿元。当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89亿元，加
上级补助收入153万元，收入共计1.90亿元；当年市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1.45亿元，加调出资金0.44亿元，支出共计
1.89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87万元。当年市级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130.52亿元，支出117.82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12.70亿元，累计结余107.17亿元。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深化预算编制管理改革方面
1.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有17个单位未全部将2019

年底结转结余4253.46万元，编入2020年度预算；有22个单
位2020年没有安排车辆运维费预算，实际支出1041.22万
元；2019年，有31个单位公用经费或项目经费结转结余超过
当年预算的10%，未相应核减2020年预算。

2.部分部门预算年中调整较大。2020年，由于政策增支
等因素，部分部门单位年中预算进行了调整。

（二）推进预算高效执行方面
1.财政专项资金分配不及时。2020年度，部分上级财政

安排的46项专款133564.38万元，未按照规定在30日内分配。
2.非税收入未及时上缴国库。非税收入66564.87万元

滞留财政专户，2020年底未及时上缴国库。其中，市本级
26493.21万元、高新区38300.79万元、太白湖新区1770.87
万元。截至审计日，已全部缴入国库。

3.部分财政收入欠缴。主要是市级5个国有企业欠缴增
值税等税费，1个国企欠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8宗土地欠缴
土地出让价款。

4.部分财政性资金存放不优化。一是3个功能区未结合
实际情况细化并制定财政资金存放管理办法，未采取竞争性
存放、综合评分法等方式选择存放银行；二是3个功能区未与
金融机构签订协商利率协议，审计指出该问题后，已均与金融
机构签订协商利率协议。

（三）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方面
1.应盘活未盘活的财政存量资金较多。截至审计日，部

分部门单位存量资金37270.46万元。
2.统筹收回的财政资金二次沉淀。截至2020年底，已收

回的部门单位存量资金再次结余结转在 30个部门单位
3212.77万元。

3.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截至审计日，市财政尚
未制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
管理办法。其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管理办法正在
推进出台中。

4.预算绩效管理不精细。主要体现在项目绩效目标设
定、项目运行绩效管理、项目绩效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应
用、项目绩效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抽查791个项目发现，部
分项目应编未编绩效目标，编制质量不高；部分项目未进行绩
效监控或未出具监控报告；部分项目应评价未评价，评价报告
质量有待提高。

（四）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方面
1.企业发展专项资金。2020年度，市级预算安排企业发

展资金7.31亿元。审计发现主要问题：2020年12月，市财政
拨付的工业技改投资基金5000万元，截至审计日，尚未安排
使用；2020 年，企业发展资金分配至 1005 个企业，共计
23046.94万元，平均每个企业仅补贴（奖励）16万元。

2.科技创新发展资金。2020年度市级预算安排的科技
资金1.97亿元，当年市财政实际拨付1.46亿元。审计发现主
要问题：9个项目与《济宁市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认定的
口径不完全一致，企业申请分配215万元；6个县市区企业开
发专项补助308.02万元，延期4个月以上拨付。

3.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知识产权补助资金等5项资金管
理办法已失效未更新；卫生健康补助资金等7项市级管理办
法需进一步修订完善。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按照审计“全覆盖”和“两统筹”要求，结合领导干部经济

责任审计，市审计局对市发改委、市国资委、市工信局、市科技
局、市交通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投资促进
局、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市供销社、市农科院、鲁南技术产权交
易中心、市红十字会等13个单位2020年度预算执行、绩效管
理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单位加强预算执行，
注重预算绩效，预算管理总体较好。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预算编制不完整不细化。8个单位预算编制不完整，
涉及9963.22万元；3个单位部分预算事项编制不细化，涉及
15500.66万元。

2.预算约束力弱。8个单位部分支出超预算或无预算支
出1675.98万元；3个单位预算执行率低，涉及2021.56万元；
3个单位未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程序；1个单位专项资金818.63
万元拨付不及时；2个单位未编报年度培训计划，支出培训费
69.85万元。

3.项目绩效管理不严格。2个单位绩效相关信息公开不
到位；4个单位部门绩效评价制度不完善；5个单位绩效评价
制度落实不严格，未进行事前评审、未编制绩效目标、未进行
监控或绩效评价。

4.违规开支费用。2个单位部分差旅费、会议费等支出
报销手续不全，涉及41.26万元；2个单位扩大开支范围列支
费用4.23万元。

5.资产管理不规范。2个单位国有房屋租赁收入监管不
到位，存在未及时收缴租金、未签订租赁合同等问题；6个单
位固定资产管理核算不规范。

三、重大民生政策落实审计情况
（一）全市医疗保险基金审计情况。审计了全市2020年

度医疗保险基金筹集、使用、管理情况，从审计情况看，我市不
断推动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工作，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监督管理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发现的主要问题：

1.医疗机构结算管理方面。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
构结算不及时；市本级和任城区、兖州区、曲阜市等6个县市
区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489.61万元；医保经办机构向医疗
机构支付限制用药费用302.57万元。

2.医疗机构药品采购管理方面。存在违规线下采购、取
消加成补偿机制未落实到位等问题。

3.其他方面。市本级、任城区、梁山县定点医疗机构拖欠
供应商货款4632.16万元；梁山县医保资金9145.56万元未及
时上缴市财政专户，截至审计日已上缴5230.06万元。

（二）全市养老保险基金审计情况。审计了全市2020年
度养老保险基金筹集、使用、管理情况，从审计情况看，我市坚
持把维护养老保险基金安全完整、高效运行作为社保基金管
理的重点工作任务，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发现
的主要问题：

1.参保主体认定方面。全市有123名低保特困等重点人
群未参保，33名退役士兵尚未在我市延续缴纳养老保险。

2.保险基金管理方面。全市违规向772名不符合条件人
员支付养老保险待遇266.53万元；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未及时
清退个人账户沉淀资金2240.15万元。

（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审计调查情况。审计了
任城区、泗水县2019至2020年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
情况。从审计情况看，任城区、泗水县在推动医疗能力建设、
健全完善疾病预防体系、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效。发现的主要问题：

1.基层医疗资金管理方面。任城区及泗水县医保超支
20466.94万元，长期挂账。

2.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方面。上级优质资源下沉不到位，
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推进不力、远程医疗业务开展不理想；电
子化管理水平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不到位，信息系统未
实现互通互联。

3.医疗团队配置及内部管理方面。执业医师“挂证”、人
才储备不足、编外人员待遇不高、个别医务人员违规取酬或重
复领取补助。

4.其他方面。部分药品长期缺货、拖欠药品物资款。
四、公共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2020年度，市审计局对市级26个1000万元以上公共投

资项目进行了审计监督，涉及总投资490477.69万元，节约财
政资金共计47343.69万元。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2个工程
项目手续办理滞后；1个项目未进行消防验收即交付使用；4
个项目超合同价10%以上。

市审计局依法向被审计单位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
决定书，提出了整改意见，相关责任部门按规定进行了整改；对
政策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已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依据《山东省
审计监督条例》，对部分问题已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具体整改
落实情况，将受市政府委托，专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济宁市审计局关于2020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公告
（2021年第1号公告）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公报[1]（第一号）

——全市人口情况

济宁市统计局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11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
时我市常住人口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常住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2]为8357897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下同）的8081905人相比，十年共增加275992人，增长
3.41%。

二、户别人口
全市共有家庭户[3]2712670户，集体户165148户，家庭户

人口为7834576人，集体户人口为523321人。平均每个家庭
户为2.89人，比2010年的3.26人减少0.37人。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

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
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3]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
的户。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公报[1]（第二号）

——县市区人口情况

济宁市统计局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11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
时我市14县市区常住人口有关数据公布如下：

一、县市区人口
14个县市区中，人口超过100万人的有邹城市1166559

人、任城区1075599人，梁山县人口居第三位730683人，嘉祥县
居第四位700149人，汶上县居第五位687544人，人口居前五位
的县市区合计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为52.17%（见表2-1）。

表2-1 各县市区人口

二、县市区人口变化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口增长较多的

3个县市区依次为：济宁高新区、任城区、太白湖新区，分别
增加 118627 人、92611 人和 43642 人，增长 54.93%、
9.42%、34.6%。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公报[1]（第三号）

——人口性别构成情况

济宁市统计局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11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
零时我市常住人口性别构成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人口性别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4248546人，占50.83%；

女性人口为 4109351 人，占 49.17%。总人口性别比为
103.39（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与2010年的
103.91相比，下降0.52个百分点。

二、县市区人口性别构成
14个县市区中，总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的有兖州区、

曲阜市2个市区，在107以上的有微山县、济宁经济开发区
2个县区。其余10个县市区均在100至106之间（见表3-
1）。

表3-1 各县市区人口性别构成
单位：%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公报[1]（第四号）

——人口年龄构成情况

济宁市统计局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11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

零时我市常住人口年龄构成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人口年龄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中，0- 14 岁人口为 1727899 人，占

20.67%，比 2010 年上升 3.47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为
4999207人，占59.81%，比2010年下降9.20个百分点；60岁
及以上人口为1630791人，占19.51%，比2010年上升5.72个
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205509人，占14.42%，比
2010年上升4.98个百分点）（见表4-1）。

表4-1 全市人口年龄构成

二、县市区人口年龄构成
14个县市区中，15-59岁人口比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

有6个县市区，60岁及以上老人比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有
8个县市区，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的有9个县市区（见表4-2）。

表4-2 各县市区人口年龄构成[2]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因四舍五入原因个别县市区分项比重之和不等于100。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公报[1]（第五号）

——人口受教育情况

济宁市统计局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11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
零时我市常住人口受教育情况公布如下：

一、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人口为924494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117264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208199人；拥有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947774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
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相
比，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6571 人上升为
11061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2430人上升为13368人；
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41995人下降为38385人；拥有小学
文化程度的由23910人下降为23305人（见表5-1）。

表5-1 县市区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单位：人/10万人

二、文盲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

386408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163418人，文盲率[2]由2010
年的6.80%降至4.62%，下降2.18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文盲率是指全市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

例。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公报[1]（第六号）

——城乡人口分布情况

济宁市统计局
济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11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
零时我市常住人口城乡[2]分布情况公布如下：

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022190人，占
60.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3335707人，占39.91%。与
2010 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1549410 人，乡村人口减少
1273418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7.12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县市区

全 市
任城区
兖州区
微山县
鱼台县
金乡县
嘉祥县
汶上县
泗水县
梁山县

济宁高新区
太白湖新区

济宁经济开发区
曲阜市
邹城市

人口数
（人）
8357897
1075599
540662
613421
420010
634144
700149
687544
542895
730683
334601
169772
119887
621971

1166559

占全市人口比重（%）
2020年

100
12.87
6.47
7.34
5.03
7.59
8.38
8.23
6.50
8.74
4.00
2.03
1.43
7.44

13.96

2010年
100

12.16
6.61
7.84
5.41
7.74
8.54
8.47
6.63
9.04
2.67
1.56
1.58
7.93

13.82

县市区

全 市
任城区
兖州区
微山县
鱼台县
金乡县
嘉祥县
汶上县
泗水县
梁山县

济宁高新区
太白湖新区

济宁经济开发区
曲阜市
邹城市

占总人口比重
男
50.83
50.34
49.77
52.12
51.18
51.03
51.43
51.15
50.51
51.20
50.68
50.67
52.30
49.23
51.01

女
49.17
49.66
50.23
47.88
48.82
48.97
48.57
48.85
49.49
48.80
49.32
49.33
47.70
50.77
48.99

性别比

103.39
101.37
99.10

108.84
104.82
104.23
105.89
104.73
102.08
104.91
102.76
102.72
109.66
96.98

104.12

年 龄

总 计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人口数
（人）

8357897

1727899

4999207

1630791

1205509

比重
（%）

100

20.67

59.81

19.51

14.42

县市区

全 市

任城区

兖州区

微山县

鱼台县

金乡县

嘉祥县

汶上县

泗水县

梁山县

济宁高新区

太白湖新区

济宁经济开发区

曲阜市

邹城市

占总人口比重（%）

0-14岁

20.67

19.28

17.38

20.71

20.89

22.02

23.17

21.49

21.08

25.17

20.76

18.29

22.31

17.43

19.56

15-59岁

59.81

62.55

61.05

58.88

58.67

58.09

58.50

59.58

56.89

55.98

63.73

66.25

58.12

61.53

60.46

60岁
及以上

19.51

18.17

21.58

20.42

20.44

19.89

18.33

18.93

22.03

18.85

15.51

15.45

19.57

21.04

19.99

其中：65岁
及以上

14.42

13.01

15.70

15.02

15.59

15.00

13.73

14.49

16.26

14.40

10.92

10.95

14.56

15.50

14.55

县市区

全 市

任城区

兖州区

微山县

鱼台县

金乡县

嘉祥县

汶上县

泗水县

梁山县

济宁高新区

太白湖新区

济宁经济开发区

曲阜市

邹城市

大学
（大专及以上）

11061

20345

13215

7689

7714

7088

7343

6922

6359

6064

19816

22603

4912

14762

11099

高中
（含中专）

13368

18010

19616

11561

11108

9856

11815

12522

10530

9502

18155

15717

11058

14191

13121

初中

38385

32806

36506

37214

39464

42741

39080

43918

40511

42440

31648

31644

43589

37245

38040

小学

23305

16956

19878

28017

24041

23884

27716

22963

31266

26033

17677

17366

27516

21267

22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