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配合审计工作方案 审计工作方
案(实用5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方案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配合审计工作方案篇一

（一）财政资金方面

截至3月31日，溧水区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合
计10441.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81.71万元，省级资
金113.52万元，市级资金1446.77万元，县级及以下资
金8699.5万元；实际使用7994.99万元，其中：疫情防控人员
补助支出113.28万元，设备和防控物资支出2466.3万元，其
他支出5415.41万元；2446.51万元尚未支出。

（二）捐赠款物方面

截至203月31日，溧水区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共收到社会捐赠
资金1039.02万元，支出1001万元，结余38.02万元。接受捐
赠的医用防护服、口罩等各类物资8.27万件（折价239.99万
元），物资全部安排使用。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溧水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工作，及时制定了《溧水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机制方案》，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疫情联防
联控工作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形成“一办九组+n个专项
工作组”的组织架构。



（二）多措并举强化防控

一是加大宣传，强化舆论引导，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
全民防控局面。二是封闭主要交通卡口、居民小区和村庄，
拉隔离警戒线，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进行值勤巡逻，并做
好病毒消杀工作。三是严明工作纪律、强化责任担当。四是
落实重点人群、重点地区的管控措施，定岗定人定责，形成
严密防控网，有效阻止疫情扩散蔓延。五是狠抓医疗保障，
千方百计采购防护物资，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的'需要。

（三）制定办法加强资金和物资管理

为加强采购资金和物资管理，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制定了《溧
水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受捐物资管理办法》，同时
对采购资金达到10万元以上的必须按照“三重一大”程序办
理；物资管理方面建立了物资进、出、结存台账制度等。目
前我区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管理工作井然有序。

（一）财政专项资金存在的问题

在使用财政专项资金采购物资以及物资分配管理使用方面存
在不够规范的问题。

1、截至3月31日，一街道购买的50把额温枪未履行入库、领
用手续，涉及资金2.4万元。

2、抽审发现，少数镇（街）疫情防控物资未妥善存放，截
至3月31日一街道疫情防控物资无安全防范措施，存在安全隐
患。

（二）社会捐赠款物存在的问题

捐赠物资方面，存在违规分配使用捐赠物资问题，涉及物
资2400斤大米，折价0.6万元。审计发现部分镇（街）未按要



求分配使用捐赠物资。

针对审计发现的部分镇（街）防控物资管理使用等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一）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应加强对镇（街）的指导，督促相
关镇（街）建立健全物资台账登记和管理制度，进出物资严
格履行入库、领用手续。

（二）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应加大对镇（街）疫情防控物资存
放点的安全检查，杜绝安全事故隐患。

（三）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责令相关镇街加强对捐赠物资的发
放管理，做到严格按捐赠的意向发放、使用。

配合审计工作方案篇二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
见》(国发〔20xx〕30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xx〕37号)，推进政府机关及公共机
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和xx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统一部署、因
地制宜、分类推进、逐步推广的原则，在各级政府机关及公
共机构推广和应用新能源汽车，并逐步完善相关政策和配套
设施，不断扩大应用规模，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和
优化升级，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防治大气污染，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

二、总体目标

(一)新能源汽车购买规模逐年扩大。



20xx年至20xx年，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纳入财政部、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备案范围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城市的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
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于30%，以后逐年提高。除上述政府机关
及公共机构外，各省(区、市)其他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20xx
年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
于10%(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细微颗粒物治理任务较
重区域的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比例不低于15%);20xx年
不低于20%;20xx年不低于30%，以后逐年提高。

(二)配套基础设施逐步完备。

按照“企业投资为主、政府鼓励引导、形成工作合力、积极
稳妥推进”的原则，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加强新能
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保障充电需求，建成与使用规模相适
应、满足新能源汽车运行需要的充电设施及服务体系。充电
接口与新能源汽车数量比例不低于1:1。

(三)运行保障制度逐步完善。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应当制定新能源汽车配备更新、日常
使用、处置等配套管理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责任明确、
保障到位的工作机制。

三、实施范围

(一)机构范围。

本方案所称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包括: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资
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政府机关中以中央国
家机关、省级政府机关为重点;其他公共机构中以教育、科技、
文化、卫生、体育等系统为重点。

(二)车型范围。



本方案所称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
程式)和燃料电池汽车。以城区内行驶为主、运行路线相对固
定的公务用车，应当选用纯电动汽车。高寒地区可选用插电
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

(三)应用范围。

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机动车辆应当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
其中，用于机要通信、相对固定路线执法执勤、通勤等车辆
配备更新时应当使用新能源汽车。鼓励在环卫、邮政、旅游、
公交等更多领域和更广泛用途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

四、主要措施

(一)规范新能源汽车采购管理。

1.新能源汽车管理要严格执行现行公务用车编制管理有关规
定，不得超过核定的编制数量。

2.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编报年度公务用车配备更新计划时，
应当明确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数量、比例等，公共机构节能管
理部门根据新能源汽车购买比例下限要求严格审核并统筹安
排。

3.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新能源汽车应当
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从工业和信息化部定期发布的《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中选择采
购车辆。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新能源汽车纳入政府集中
采购目录并优先采购。

4.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享受财政补贴，具体
补贴标准按照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执行，其中，轿车(含
机要通信用车)采购价格扣除财政补贴后不得超过18万元。



5.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应当享受本地品牌
同等补贴政策。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障碍限制购买外地品牌
新能源汽车。

6.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除“整车购
买”方式外，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探索租赁等方式使用
新能源汽车。

7.20xx年底前，中央国家机关完成淘汰报废黄标车工作。地
方政府按照黄标车淘汰行动计划，加快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
黄标车淘汰报废进度。更新黄标车时，应当优先选用新能源
汽车。

(二)建立市场化充电设施服务体系。

8.地方政府应当按照适度超前、保障使用的原则，把新能源
汽车充电设施作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纳入城市建设发展总
体规划中，整合社会资源，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具有资质的
企业充分竞争，参与升级改造传统加油(气)站、新建充电设
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运营维护。

9.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新增或改造的停车场，应当结合新能
源汽车配备更新计划，充分考虑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设置
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位并配建充电桩。随着新能源汽车购买
比例增加，在现有停车场中逐步增设充电桩。

10.充电设施运营维护企业，由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通过政
府采购方式确定。

(三)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

11.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制定新能源汽
车充电、维护等运行费用定额标准，核定运行费用，列入部
门预算。新能源汽车使用单位按照规定标准向运营企业支付



费用。

12.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机动车限号行驶、牌照额度拍卖、
购车配额指标、道路优先通行等制度方面，应当对新能源汽
车适当给予政策优惠，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

13.供电企业应当积极做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供电保障服
务工作，采取分时电价机制引导用车单位合理安排充电时间，
提高电能利用率。

14.充电设施运营维护企业应当建立新能源汽车和基础设施信
息化管理服务平台，对车辆、动力电池和充电设施进行实时
管理，提高车辆故障和事故的应急处理能力，保障新能源汽
车安全、高效运行。

五、工作要求

(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展改革委统筹协调全国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
能源汽车的政策指导、监督考核工作。各省(区、市)政府机
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工作由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
组织实施。

(二)自20xx年开始，各省(区、市)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应
当按年度统计汇总上一年度本省(区、市)新能源汽车配备情
况、累计行驶里程、能耗、费用等情况，于3月31日前报送国
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三)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新能源汽车购买
情况的监督检查，将执行情况纳入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和
公务用车管理绩效评价考核范围。对工作进展缓慢、未达到
购买比例要求的，予以通报;对弄虚作假、造成不良影响的，
责令整改，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四)即将实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
新能源汽车，应当统筹考虑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程，在核定
保留车辆范围内实施;各省(区、市)将新能源汽车各年度购买
比例逐级分解细化，明确责任，提出具体落实措施。

(五)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工作
人员对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改善环境重要意义的
认识，充分发挥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示范引导作用，形成有
利于新能源汽车大规模使用的社会舆论氛围，促进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配合审计工作方案篇三

按照《审计署办公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和
捐赠款物专项的通知》（审办社发〔〕11号）要求，制定本
工作方案。

通过审计，掌握全省用于疫情防控的财政专项资金、捐赠款
物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贴息贷款的规模、分配和管理使
用等情况，揭示上述资金和物资在筹集分配使用中的突出问
题，促进疫情防控资金物资规范管理、高效使用和信息公开，
促进全力保障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为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
力审计监督保障。

本次审计的对象包括全省各级政府所属的财政、发展改革、
卫生健康、民政、医疗保障、工业信息等部门；红十字会、
慈善总会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指定接受抗击疫情社会捐赠的
单位或机构，以及其他开展抗击疫情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
人民银行、有关金融机构和具体使用上述资金和物资的部门、
单位和企业。

本次审计的内容和重点将根据中央决策部署、审计署具体要
求进行动态调整。现阶段，重点关注财政专项资金、捐赠款



物、重点保障企业贴息贷款的分配管理使用情况，确保有关
资金物资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

（一）财政专项资金方面。

一是财政专项资金分配拨付情况。掌握各级财政疫情防控专
项资金规模、分配和拨付情况，审查是否按规定向疫情较重、
财力困难地区倾斜，揭示分配拨付不及时、层层滞留等影响
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

二是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审查财政专项资金的实际
用途、使用效果等，重点关注是否存在违规使用资金、挪用
甚至套取骗取专项资金，以及使用专项资金购买物资和服务
中搞优亲厚友、营私舞弊，造成损失浪费等问题。审查财政
部门贷款贴息的'拨付情况，揭示应付未付或多付贴息等问题。

（二）社会捐赠款物方面。

一是捐赠款物接受情况。掌握捐赠款物的总体规模和来源等
情况，审查捐赠款物登记入账的及时性和完整性，关注有无
虚假捐赠、假借慈善名义开展非法募捐、违规提取管理费或
手续费等问题。

二是捐赠款物的分配使用情况。审查捐赠款物是否做到专款
专用、及时分配，揭示捐赠款物被挪用、闲置，以及使用捐
赠资金采购物资暗箱操作、以次充好等问题；关注违反募捐
方案、捐赠人意愿或者捐赠协议，挪用冒领倒卖捐赠款物等
问题。

三是捐赠款物管理和信息公开情况。审查有关单位是否建立
并执行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和使用管理制度，捐赠款物管
理是否简捷规范、运转高效；捐赠款物分配使用中是否按要
求执行“三重一大”规定，捐赠款物有关信息是否按要求及
时准确向社会公开。



配合审计工作方案篇四

（一）财政资金方面

截至2020年3月31日，溧水区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合
计10441.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81.71万元，省级资
金113.52万元，市级资金1446.77万元，县级及以下资
金8699.5万元；实际使用7994.99万元，其中：疫情防控人员
补助支出113.28万元，设备和防控物资支出2466.3万元，其
他支出5415.41万元；2446.51万元尚未支出。

（二）捐赠款物方面

截至2020年3月31日，溧水区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共收到社会
捐赠资金1039.02万元，支出1001万元，结余38.02万元。接
受捐赠的医用防护服、口罩等各类物资8.27万件（折
价239.99万元），物资全部安排使用。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溧水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工作，及时制定了《溧水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机制方案》，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疫情联防
联控工作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形成“一办九组+n个专项
工作组”的组织架构。

（二）多措并举强化防控

一是加大宣传，强化舆论引导，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
全民防控局面。二是封闭主要交通卡口、居民小区和村庄，
拉隔离警戒线，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进行值勤巡逻，并做
好病毒消杀工作。三是严明工作纪律、强化责任担当。四是
落实重点人群、重点地区的管控措施，定岗定人定责，形成
严密防控网，有效阻止疫情扩散蔓延。五是狠抓医疗保障，



千方百计采购防护物资，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的'需要。

（三）制定办法加强资金和物资管理

为加强采购资金和物资管理，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制定了《溧
水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受捐物资管理办法》，同时
对采购资金达到10万元以上的必须按照“三重一大”程序办
理；物资管理方面建立了物资进、出、结存台账制度等。目
前我区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管理工作井然有序。

（一）财政专项资金存在的问题

在使用财政专项资金采购物资以及物资分配管理使用方面存
在不够规范的问题。

1、截至3月31日，一街道购买的50把额温枪未履行入库、领
用手续，涉及资金2.4万元。

2、抽审发现，少数镇（街）疫情防控物资未妥善存放，截
至3月31日一街道疫情防控物资无安全防范措施，存在安全隐
患。

（二）社会捐赠款物存在的问题

捐赠物资方面，存在违规分配使用捐赠物资问题，涉及物
资2400斤大米，折价0.6万元。审计发现部分镇（街）未按要
求分配使用捐赠物资。

针对审计发现的部分镇（街）防控物资管理使用等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一）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应加强对镇（街）的指导，督促相
关镇（街）建立健全物资台账登记和管理制度，进出物资严
格履行入库、领用手续。



（二）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应加大对镇（街）疫情防控物资存
放点的安全检查，杜绝安全事故隐患。

（三）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责令相关镇街加强对捐赠物资的发
放管理，做到严格按捐赠的意向发放、使用。

配合审计工作方案篇五

为了规范审计执法行为，治理审计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根据
中央、省、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要求和市纪委、市监察局、
市法制办联合下发的《规范基层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统一部署，结合全市审计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根据市纪委、市监察局、市法制办的统一要求，切实查找审
计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并加强制度建设，以规
避审计风险，提升审计形象，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
能和“经济卫士”的作用，促进我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为了加强对全市规范审计执法工作的组织领导，市局成立规
范审计执法工作领导小组，由局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纪
检监察、法规的领导担任副组长，经审局、监察室、法规处、
经审处、社保处、企业处、外资处、固投处、行事处、农环
处、财金处、计算机处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局监察室，监察室主任
为办公室主任，法规处处长为副主任，主要负责规范审计执
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安排和监督检查。

（一）规范审计执法程序。进一步梳理审计执法依据，细化
审计执法内外部程序，并经市法制办确认，保证审计执法程
序合法合规。

（二）规范审计调查取证行为。严格按照国家审计取证的有
关规定进行审计调查取证，做到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



分。

（三）规范审计处罚自由裁量权。完善审计处罚裁量基准制
度和实行审计执法案例指导制度，保证同事同罚。

（四）规范管理审计执法人员。严格审计执法资格审查，坚
持持证执法，大力推行说理式执法等文明执法方式。

（五）大力推行网上执法。以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平
台为依托，推行网上办案。对凡符合上网条件的审计执法行
为，都要在网上进行公开运行。

（六）实行行政指导和执法问责。进一步加大审计行政指导
力度，促进执法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执法方式的进一步完善，
不断提升工作效率、执法效能和管理效果。通过完善审计执
法责任追究制度，公正执法，坚决查处违法执法、以审谋私
等行为。

按照市里统一部署，全市审计行政执法工作专项行动共分为
五个阶段组织实施：

（一）宣传发动阶段（6月底－7月初）。主要成立组织机构，
制订方案，加强审计执法工作在审计网和省市信息渠道的宣
传报道。

（二）实施阶段（7－9月份）。一是明确审计执法主体，完
善审计职权目录；二是梳理审计执法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
等执法依据；三是细化行政执法内、外部程序，完善审计执
法流程；四是严格执行审计署有关审计执法证据规范的要求；
五是进一步细化审计处罚自由裁量权；六是严格落实罚缴分
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七是公开审计执法事项，将执法
主体职权、程序步骤、裁量标准、执法结果、执法人员、法
律依据及执法监督电话、地址和网址等内容向社会公示；八
是推行网上执法，凡具备上网条件的审计执法案件，要求全



部在网上进行公开运行。

（三）督促检查阶段（10－11月份）。市局监察室会同法制
处不定期对各相关处室审计执法专项行动工作进行检查，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督促整改，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建议，保
障审计执法专项行动工作有效圆满完成。

（四）考核总结阶段（12月份）。市局监察室会同法规处对
全市审计执法专项行动工作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全
市审计系统目标考核内容。

（五）长效管理阶段。20xx年作为集中整治年，20xx年后进入
常态管理，各单位要自觉坚持规范化行政执法。

（一）在正常审计工作中做好审计执法专项行动工作。全市
审计机关要以这次审计执法专项行动工作为契机，更好的规
范审计各项工作，防范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促进经济
发展。

（二）局审计执法专项行动工作办公室作为市基层行政执法
专项行动工作的联系点，要及时向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
作信息和汇报工作情况，以便取得上级组织的指导帮助。

（三）积极开展审计执法创新。各单位要在审计执法中，不
断大胆创新审计执法的新理念、新方式和新方法，并及时总
结形成材料报局监察室、法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