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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监管

财政部山东监管局认真贯彻财政

部党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的

决策部署，开拓创新，主动作为，建立

“组织保障、基础建设、预防监控、核

查调研、成果运用”五大监管工作体

系，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工作不断

提质增效。

建立“组织保障体系”，实现债务监

管工作“系统化”

以政领财，切实抓好防范化解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这项政治任务。一是

党建引领。打造“底线护卫”支部党建

品牌，与山东省、市、县财政结对共

建，探索债务管理部门之间党建与业

务深度融合，做到债务管理“党建引

领、四级联动、防范风险、直达基层”。

二是提高站位。牢牢把握监管局首先

是政治机关的属性，从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

主动以全局视角、长远眼光和整体思

维统筹谋划工作。三是厘清思路。成

立债务监管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

局长任组长，把债务监管工作作为“一

建立“五大体系”
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工作提质增效
财政部山东监管局

把手”工程来抓。明确“防范风险、关

口前移、正面引导、监督服务”的债务

监管工作方针，紧紧围绕财政核心职

能，立足山东省情，研究明确债务监

管的目标、重点和方法，确保方向不

偏、思路不乱、重点不散。四是合理规

划。强化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实行

对地方政府债务“两年轮查一遍”的

穿透式监管。制定工作时间表，细化

《年度地方政府监管实施方案》，统筹

财政部统一布置的专项任务和本局日

常监管工作，明确分年度监管目标和

监管任务，确保有思路、有步骤、有重

点地开展监管工作。

夯实“基础建设体系”，实现债务监

管工作“规范化”

以 规 范 的 监 管 制 度、稳 定 的 监

管队伍、科学的监管手段，保障监管

工作持续有效发力。一是健全监管

制度。着手与山东省财政厅联合印

发《山东省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实施办

法》，厘清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的监管

职责，对监管作出系统规范和明确要

求，推动监管制度化、标准化、规范

化。二是夯实监管基础。建立政策法

规库、监管数据库、监管人才库，筑

牢监管信息化基础。政策法规库内容

涵盖了中央和地方政策法规，确保监

管行为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监管数

据库包括文件资料、典型案例、基础

数据等，并借助债务信息监管平台按

月更新。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印发《关

于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人才库（第

一批）入库推荐工作的函》，选择优秀

基层干部进入监管人才库，积极推动

定期挂职学习，参加专项监管调研工

作。三是提升业务素质。通过组织集

中学习、“云课堂”互动学习等多种方

式，让干部掌握和吃透政策。通过开

展“我为防范风险献一策”和“师傅带

徒弟”等系列活动，让干部以学促用、

以用促学，迅速成为债务监管领域的

“行家里手”。四是优化监管方法。丰

富监管手段“工具箱”，打好监管组合

拳。围绕债务资金流向和债务项目运

作流程开展现场监管，选取重点县开

展实地调研，以座谈会、外出授课等

方式加强政策宣讲，扫清基层债务管

理认知盲点。同时，探索在局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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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设立“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融资

举报信箱”，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穿透式监管。

强化“预防监控体系”，实现债务监

管工作“常态化”

积极优化运行机制，推动监管工

作提前介入、防患未然。一是日常监

管。认真贯彻刘昆部长“要完善常态

化监控机制”要求，做到“常规动作”

和“自选动作”相结合，在完成财政

部统一布置开展的专项核查调研工作

外，不断加大常态化监管工作力度，

实现用“针灸疗法”来“治未病”。科

学选取 20 个县级“固定监测点”，实施

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债务、收入质量、

“三保”、直达资金等常态化、立体化

监控，及时调度财政监管重点数据，

作为开展债务核查调研工作的重要参

考依据。二是联动监管。探索“纵横结

合”监管新方式，“纵”是中央、省市

县四级财政部门的联动。强化与财政

部对口司局沟通，动态了解财政工作

重点，对工作中发现的苗头性风险点，

及时向财政部请示汇报 ；建立与省财

政厅联合监管机制，实现平台互通、

信息互享 ；建立“市县自查、省级排

查、监管核查”的多层次防控体系，实

行网格化管理，消除“盲点”。“横”是

与人民银行、银保监局、证监局等金

融监管部门加强监管联动，利用联合

发文、受邀参加相关部门工作会议等

多种方式，宣传监管政策，通报问题

风险，凝聚监管合力，发挥监管效能。

三是信息化监管。大力推进财政大数

据建设，整合数据资源，强化互联互

通和数据共享，为监管局实现非现场

监管为主提供强有力支撑。注重运用

互联网 + 监管、大数据筛查监控等模

式，提升监管能力和监管效率，解决

监管局人少事多的矛盾。一方面，有

效利用现有监管系统进行实时监控，

以信息化手段开展预警监控分析。另

一方面，开发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监管

应用程序，选取 900 家融资平台公司

进行会计日常监督，及时发现贷款异

常增加等问题线索，为有针对性开展

现场监管奠定基础。

深化“核查调研体系”，实现债务监

管工作“精准化”

有所侧重地开展政府债务实地调

研，探索“清单对照”工作方式，集中

有限资源和力量，提高监管效率和质

量。一是统一标准。建立区县报送资料

清单，按照统一口径及时限，要求重点

关注地区报送债务增减变动、债券资

金使用等资料及棚户区改造、政府购

买服务协议、PPP项目等债务相关情况

统计表。二是重点分析。建立监控分析

指标清单，深度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和变化情况，从数据趋势中发现问

题，收集问题线索，找准靶向，明确重

点核查地区和内容。三是明确职责。建

立岗位责任清单，细化履职对应的任

务内容、工作方式、业务流程和成果形

式等要求，通过制度安排、流程设计、

任务清单等方式，明确核查岗位分工

职责、撰写书面核查材料、制作底稿和

报告模板、收集问题证明材料过程中

的注意事项，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债务

监管中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干成

什么样等问题。分片定人包干、限时办

结，设置政府债券、隐性债务、融资平

台等监管岗位，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从供给侧到需求侧，从发行端到使用

端，从预算内到预算外，以及内债与外

债管理等有机结合起来，对地方政府

债务进行全口径、全方位、全周期监

管，有效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工作

的闭环管理。压实岗位责任“紧箍咒”，

做到监管全覆盖、无死角、可验证。

完善“成果运用体系”，实现债务监

管成效“最大化”

监管成果应用是监管成效最直

观的体现，也是提高监管影响的重要

内容。一是重要情况专题报告。对于

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第一时间上报

财政部和山东省委省政府，严守不发

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在发挥好

“哨兵”“探头”作用的同时，极大推

动了政府债务监管工作的深入高效开

展。二是多措并举督促整改。建立“函

询、约谈、实地核（检）查、通报问责”

四种监管形态，切实推动各地做好监

管工作的“后半篇文章”。局主要领导

带队在 13 个市进行座谈走访，宣传债

务管理的政策要求，提醒存在的问题

和风险。通过对前期核查调研发现的

相关事项进行归纳整理、开展座谈，

有针对性地提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整

改建议，督促落实整改。建立工作台

账，专人负责跟踪，实行“清单销号”

式管理。下发整改问责建议书，对 19

名相关责任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

给予了撤职、免职、记大过、严重警告

等党纪政纪处分，并将问题和整改问

责情况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通报，形成

整改一起、规范一片的带动效应。三

是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

财政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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