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员保障
保障在职251人、退休162人的人员工资薪酬、社会保障费、住房公积
金及退休人员退休费、医疗费等支出。

运转保障
保障机关日常运转类支出，包括办公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取暖
费、差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等支出。

审计业务工作

一是统筹组织全区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力量，完成自
治区2022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实现自治区本级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预算
执行审计和地州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重点对疫情防控、政府债务、
维护稳定、基层三保经费进行审计；二是完成2022年审计数据采集整
理和标准化工作，对审计管理系统、网络、安全等进行维护，更换工
作必需的办公设备；三是购置财务信息管理软件，强化内部控制；组
织编印《新疆审计》，做好审计信息、审计成果共享互通。

审计培训工作
根据审计署和自治区审计干部教育培训年度计划要求，对全区审计干
部开展政策理论、审计业务等培训工作，拟举办培训班6期以上，提
高审计干部专业化能力和水平。

扶贫专项审计工
作

组织全区审计机关对22个县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乡村振兴专项
资金进行交叉审计，及时揭示和反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政策衔接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审计
综合报告、专报、信息等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年地县经济
责任审计

按照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安排，安排20个县市领导经济责任审计项目，
组织20个地县进行交叉审计。

年度主要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金额合计 7788.09 7788.09

400.00 400.00

200.00 200.00

2100.00 2100.00

19.00 19.00

4285.79 4285.79

783.30 783.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审计厅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部门（单位）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审计厅

预算金额（万元）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建议采纳
比例

>=95%

质量指标 培训参与率 >=90%

数量指标 培训人数 >=200人次

质量指标 系统故障率 <=2%

数量指标 基础设施运维 =7项

数量指标 培训班次 >=6期

数量指标
提交各类审计报告和信息简
报数量

>=109项

数量指标 信息化平台及系统运维数量 =5个

数量指标 政府购买服务数量 >=4项

数量指标
审计项目数量（包含乡村振
兴及县市经责审计项目数）

>=109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发放人员保障人数 >=413人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新修订审计法，围绕自治区“十四
五”规划和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立足“审
计监督首先是经济监督”定位，聚焦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审计主责主业，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工作，推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保
障“六稳”“六保”工作落实落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促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审计监督保障，以优异的审
计质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一是严格落实自治区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安排，高质量完成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财政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各项审计任
务，做好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推动自治区党委、政府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位。二是把握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重
点加大对疫情防控、政府债务、维护稳定、基层三保经费专项审计力度。三是加强和改进审计管理和组织方式，深化审计资源调配，坚持科技强审，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高质量推进自治区本级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预算执行审计全覆盖，切实做到党中央重大政策措施部署到哪里，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公共资金运用到哪里，公共权力使到
哪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四是强化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跟踪督促检查，严格对账销号，进一步压实整改主体责任，促进被审计单位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目
标、完善制度机制；对已整改的问题及时组织“回头看”，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切实推动审计查出问题得到全部整改、彻底整改。五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大力推进精文简会，牢固树立绩效意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内部控制管理工作，全面落实带头过“紧日子”要求。五是强化专业训练、实践锻
炼，通过业务培训，切实提升审计干部“能查、能说、能写”的能力，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



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培训平均每期支出标准 <=4.75万元/期

成本指标 审计业务经费 <=1138万元

成本指标 信息化建设费用 <=462万元

成本指标 人均运转经费数 <=1.90万元/年

成本指标 政府购买服务 <=500万元

时效指标 培训按期完成率 >=90%

成本指标 保障人员正常运转经费 <=357.15万元/月

时效指标 系统故障修复处理时间 <=2天

时效指标 系统运行维护响应时间 <=10小时

时效指标
政府购买服务支付及时率（
服务结束并经考核后10天内
支付）

>=95%

时效指标
审计外勤经费支付及时率（
现场审计结束10天内支付）

>=95%

质量指标 抽检覆盖率 >=90%

时效指标 审计项目按时完成率 >=98%



产出指标

年度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被审单位满意程度 >=95%

满意度指标 培训对象满意度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对审计人员投诉率 <=5%

社会效益指标
督促被审计单位制定整改措
施

>=109项

生态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查处问题整改率 >=90%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
章制度

有效促进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资金 >=200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移送重大案件线索和事项数
量

>=2件

成本指标 乡村振兴专项审计经费 <=400万元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 >=300亿元

成本指标 县市经责审计经费 <=2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