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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9/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09918.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养老保险内部控制检查情况的通报（劳

社部函〔2007〕2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厅（

局）： 为促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加强内部控制建设，规范基

金管理行为，维护基金安全，2006年6-10月，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开展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养老保险内部控制检查（以下简

称内控检查）。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和经办机构对这次检查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各级自查率100%，地市和省

级抽查率分别达到40%和30%以上。部里组织力量对山西、内

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四川、甘

肃10个省区进行了抽查。 各地普遍认为，这次内控检查非常

必要和及时，是一次完善制度、规范行为、提升管理水平的

好机会，对指导和推动经办机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加

强基础管理工作，维护基金安全具有积极意义，取得了很大

成效。为进一步总结经验，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现将检查

情况通报如下： 一、 内部控制主要成效 从检查情况看，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养老保险内部控制运行情况总体是好的。近几

年来，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重视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内部

控制机制，确保了各项业务工作正常运行，维护了社会保险

基金的安全完整，违纪违规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 （一）管

理制度逐步完善。大部分地区能够按照国家和部里的相关法

规政策，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具有内部控制关系的制度、规



程和规章，做到了经办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的

全省县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均建立了目标责任制和目标考

核办法，层层签订目标考核责任状；有的制定了过错责任追

究制度，对违纪、违规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有的制定了要

求基本养老金代发机构反馈养老金滞留帐户情况的规定，要

求代发机构严格按要求，及时反馈发放情况。 （二）业务运

行较为通畅。在着力推进制度建设的同时，各级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注重制度落实，围绕扩面、征收、清欠、发放、社区

管理、稽核等主要工作，以目标管理为手段，在人手少、任

务重、经费不足情况下，积极完成业务经办工作任务，努力

增强各种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有力促进了各项工作的良性发

展。许多省市和市县打破以前的业务管理模式，科学设置部

门、岗位，优化组合机构和人员，规范业务流程，实行“一

票征收”，由“专管员制”转变为“一厅式柜员制”等，业

务经办水平和管理能力不断得到加强。 （三）财务控制逐渐

到位。大部分地区能够遵守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等相关制

度规定，加强财务会计核算管理工作。基金纳入财政专户，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大额资金调剂、支付实行集体决策，

建立了分级审核制度，并按照管理权限分级审核。劳动保障

和财政两部门统一组织基金决算后，与财政部门的对帐工作

有所加强。有的省建立不收支现金制度，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采取与银行合作，直接到银行交费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

银行进帐单，联手建立内控机制；有的省区指定专人每月与

地税部门对征缴的养老保险票据进行核定，连续五年与地税

、财政、国库数据保持一致。 （四）信息系统管理日趋加强

。随着金保工程建设的深化，信息系统建设不断加强，有条



件地区已实现业务经办系统的升级，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业务

经办进行控制，系统操作管理明显加强。有的省市计算机系

统具有较强的数据逻辑控制校验功能，按照一般业务、特殊

业务和业务查询对权限进行划分，并对权限按组别实行单元

管理，规定了详细的权限申报审批授权程序。 二、 检查发现

的问题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还

不同程度存在内控意识薄弱、内控机制缺失、管理不规范等

问题，一些地区问题还比较严重。 （一）制度建设控制方面

。一些地区在制度建设控制方面凭经验办事，没有形成制度

；有的虽然制定了一些制度，但制度建设不系统、不完整，

制度与制度衔接不够；有的照搬照套上级规章，结合当地实

际不够；有的制度内容空泛，责任不清，只有原则性要求，

缺乏具体明确规定，操作性差；有的未能根据经办模式、政

策、系统升级等适时修改调整制度。 （二）业务经办控制方

面。一些地区工作程序不完备；一些关键岗位和工作环节不

设审核、复核或批准，权力缺乏制约；一些必须的业务信息

资料留存不齐全，管理不规范；一些基本的信息资料缺少相

关人员签名落款，责任主体缺失。在登记环节，一些地区新

参保的职工未发放登记证或以表代证，多数省市普遍存在着

登记证不按规定年检的情况；有的未能按规定程序操作，对

登记、变更、注销环节缺乏监督，甚至一人包办。在征收环

节，部分地区对未按期缴费的单位没有按规定催缴并发出“

催缴通知书”，只是电话催缴，对催缴后逾期仍不缴费的单

位没有按规定及时提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下达“劳动保障监

察责令改正指令书”进行依法征缴，清欠力度不够；一些地

区基数核定、调整缺少审核、复核环节，没有按规定留存相



关资料现象比较普遍，企业或个人申请补缴或更改原核定的

个人历史信息，没有经办人和审批人印章，资料不齐全。在

欠费管理及台帐记录环节，一些地区对台帐记录不重视，有

的甚至不设台帐，以表代帐；经办机构与地税征收数据严重

不符，记帐信息质量差，个别地区已经非常混乱，征收工作

缺乏控制。在支付与发放环节，一些地区待遇审核、调整手

续不健全，有的未建立一次性待遇支付台账，有的未按照规

定定期接收并检查委托发放银行、邮局等反馈的发放信息，

对资金支付缺乏实时监控。 （三）财务会计控制方面。一些

地区财务和业务工作脱节，缺乏相互控制，基金到帐信息不

一致；与国库、财政等对帐制度难以落实，数据信息不一致

，个别省市已经非常严重，有的决算临时调账数额大，会计

核算对资金运转的控制没有很好地建立。一些地区多头开设

帐户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户，几项基金合设帐户；财务预留

印章全部由一人保管，或分人保管但使用不严格；现金，票

据和存单、债券等有价证券缺乏应有的检查、登记和管理。

一些地区会计核算不规范，有的随意处理帐目，不附任何文

字依据或说明；有的凭证、帐簿摘要被简化，难以反映业务

内容；有的对帐不作余额调节表，差异不进行审核分析，并

且长期不做处理，简单归咎于未达帐项；有的对帐及余额调

节表编制全部由出纳自己办理，缺乏审核监督；有的通过暂

收款科目调节基金收入。一些地区未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实

现基金保值增值，大量结余基金处于活期存储形态，并且普

遍没有执行优惠利率政策。 （四）信息系统控制方面。一些

地区计算机软、硬件落后，不能适应工作需要，或分散建设

、各自开发、功能不一，未能很好体现业务经办的各种控制



关系。一些地区管理滞后，缺乏对数据的安全等级划分和对

不同数据操作类型的权限控制，缺少防范相关人员擅自修改

数据的手段和措施，系统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兼任、混岗现

象严重，系统保留的业务操作痕迹信息量少，可复核性和可

追溯性差，难以对其进行监控。 （五）基金违纪违规方面。

一些地区扩大基金开支范围，在基金中列支银行手续费等直

接费用。个别地区基金被垫支、调剂，或者直接被挪作他用

，发现后以及时归还为查处标准，缺乏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追

究。个别业务、财务人员以及部门领导利用工作之便，截留

、侵占基金，缺乏有效防范职务犯罪的控制手段和措施。以

前年度的以物抵费问题尚未解决，有的地区仍有以物抵费的

做法。 三、整改意见和工作要求 各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要以这次内控制度检查为契机，强化基金是

社会保险的“生命线”、基金纪律是“高压线”的意识，增

强组织观念和法纪观念，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

部控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快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切实维护基金安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