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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审计局关于 2018 年国家和省、市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

按照上级审计机关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区审计局组织审计人

员，对福田区 2018 年落实国家和省、市重大政策措施情况进行

了跟踪审计。

一、2018 年政策跟踪审计工作总体情况

2018 年，我局重点关注了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福田引导

基金的运作情况及使用绩效、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治水提质

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抽查了区发改局、区卫计局、区建工局

等部门。

从审计情况看，各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推动国家和省、

市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取得较好成效。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被

审计单位均采取了有效整改措施，通过落实整改，促进了有关政

策的贯彻落实。

二、积极推动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从全年审计情况看，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相关

政策措施，取得成效。

（一）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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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世界级湾区高端产业引领区的战略定位，为实施创新驱

动、升维竞争、开放融合、空间再造，福田区出台了《福田区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八项倍增计划实施方案》，着力培育经济新

增长点、壮大发展新动能、激发创新活力、增强产业竞争力、扩

大优质增量供给。在加快产业空间、产业资金、研发投入、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平台、技术改造、上市公司培育、人才引进

等八大领域倍增。区政府积极部署产业共建园区建设及产业梯度

转移工作，与福田区在产业结构、产业发展中具有战略互补性的

城市（区）建立战略联盟，探索建立异地工业园区，促进土地、

技术、管理等资源优势互补和优化配置。

（二）基层医疗服务建设方面

区卫计局积极推进家庭医生服务工作，截至 2018 年底，辖

区所有社康中心均开展家庭医生服务，全区各社康中心全面实施

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服务数量和质量逐年提升，居民对社

康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知晓率和利用率逐步提高。区卫计局

出台《福田区医疗资源集约中心建设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文件，

积极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资源探索建立 7 个医疗资源集约中

心，现已成立远程心电图诊断中心，62 家社康机构配置远程心

电图机与三级医院完成对接，截至 2018 年 9 月底，诊断病例累

计近 2 万例，实现“基层检查、医院诊断”。

（三）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

一是成功申报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32 家，新增各类研

发机构和创新载体 24 家，全市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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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试验设施成功落户福田。国家知识产权发展集聚示范区、国

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和华强北创新创业大街荣获国务院表彰。

二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全面推进，目前已引入 61 个科研

平台和项目，形成深港协同，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三是基层治

理实现新突破，在全市率先开展政务自助服务平台上线试点，可

在线申办 482 项区级事项和 1488 项市直部门事项。新型智慧城

区“一中心五平台百系统”架构建设经验得到中央和省、市充分

肯定，市委要求在全市推广。

（四）污染防治攻坚战方面

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由福田区环水局负责的治水提质项目

有福田区小区正本清源改造工程、新洲河（五洲宾馆-河口水闸）

清淤工程、新洲河梅林水库补水工程、福田河黑臭河段水质提升

工程、新洲河凤塘河生态补水工程、香梅路片区内涝整治工程 6

个工程，总投资 7.24 亿元，累计完成工程量 4.82 亿元。所有项

目均达到年度完成目标。

三、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各有关部门在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

认真研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改和完善。

（一）2018 年上半年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2018 年上半年我局跟踪审计重点关注了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区政府引导基金使用绩效等方面的情况，审计发现福和共建

产业园部分引进项目长期未投产、政府引导基金资金实际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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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等问题。相关部门对照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落实整改，促进

了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如：由和平县政府牵头，县工业园管委

会具体负责，对园区企业开展闲置土地和闲置厂房清理整顿工

作；福田引导基金公司与市金融办建立沟通联系，为子基金打通

申请设立登记审批的绿色通道，助力子基金的工商登记设立，加

快子基金出资等。

（二）2018 年下半年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家庭医生工作考核手段不完善

家庭医生的绩效考核手段不够完善，数据准确性和考核效率

有待进一步提升。考核结果更倚重签约人数，难以体现家庭医生

工作的绩效，对医生的激励效果有限。

2.社康业务用房自有产权比例低

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福田区辖区内有社康中心 83 家，包

括 4 家暂停营业和 79 家处于运营状态，其中区属医院举办营业

的 69 家社康中心中有 22 家是区属自有产权，自有物业比例

31.88%；3 家因用房被业主收回暂停营业；44 家为租赁用房，部

分房源租赁期较短，租赁用房的续签不确定性及租金上涨的不可

预见性导致社康中心用房不稳定，进一步影响到社康环境改善和

服务能力提升。

3.社康经费核算不规范

社康经费核算由各医院建立以各社康中心为核算单位的辅

助账，社康中心对承担的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其他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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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服务的使用支出没有清晰划分，存在经费混合使用的现象。

4.小区完成清源改造后未及时移交给管理运营单位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 日，福田区排水管网正本清源工程一期

至九期共完成改造小区 1196 个，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小区完

成清源改造后，小区排水管网由区政府移交给小区业主委员会或

物业管理单位，签订移交协议，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运营，费用

由小区物业费承担。但仅有 189 个小区排水管网移交给物业管理

单位并签订移交协议，其余均未能及时移交给管理运营单位。

5.60 项“攻坚项目”部分项目未按计划推进

“福田区体育中心拆除重建工程”项目三季度未按计划完成

拆迁补偿工作；区慢病院未按计划开展加固和改造工程，区妇儿

医院未按计划开展施工图设计、基坑支护设计和基础设计工作。

四、2018 年下半年跟踪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各相关单位认真整改。截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已到整改期限的问题均采取了有效整改措施，主要

整改落实情况如下：

（一）关于家庭医生工作考核手段不完善问题，区卫计局组

织成立家庭医生服务质量控制专家组，负责全区家庭医生服务标

准制定、业务与管理培训、督导考核工作，进一步规范家庭医生

服务管理，结合服务质量、重点人群签约比例、服务真实性、居

民满意度等考核结果进行综合评估，核定年度家庭医生工作绩

效；结合国家、省、市要求，统一家庭医生工作内容，科学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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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化工作量，逐步建立与标化工作量、服务质量、服务效率相匹

配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日常督导与年终检查相结合的考核机

制，合理分配经费。

（二）关于社康业务用房自有产权比例低问题，区卫计局一

是通过多途径增加自有用房。通过政府购买物业及城市更新预留

用房的方式规划了一批社康用房，但因购置流程较多及用房建设

周期较长，社康用房自有率的提升情况无法在短期内得以体现。

下一步，将持续跟进规划用房建设情况，加快已授权用房装修进

度，保证用房授权后能尽快投入使用。二是探索延伸处方。区卫

计局与康美药业开展合作，利用康美的信息平台和服务能力，承

接市中医院、区中医院、中大八院等三家医院及所属社康机构的

中药代煎代送、网上审方等业务，提升基层医疗的药品服务能力，

一定程度上缓解社康用房压力。

（三）关于社康经费核算不规范问题，区卫计局加强对社康

经费业务管理的研究，出台《福田区社区健康服务管理中心会计

核算补充规定》，主动适应我区医药卫生改革，做好规范社区健

康服务中心经费核算工作。规定要求医院准确确认社康中心的收

入和支出，严格按照医院成本核算的原则和方法，正确划分各种

费用界限，明确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其他公共卫生等经费

的使用支出，合理分配费用，不虚增或少记社康中心成本费用。

2018 年第四季度跟踪审计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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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认真整改，福田区审计局将跟踪督促各单位加强整改落实。

福田区审计局

2019 年 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