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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职业培训补贴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调查结果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14年 3月至 5月，

广州市审计局（以下简称市审计局）对 2012年至 2013年广州市

职业培训补贴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培训补贴）的绩效情况进行了

专项审计调查，主要包括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

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培训补贴的投入、管理、使用的

合法、合规性，职业技能培训券（以下简称培训券）使用的经济、

效率和效益性，并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 

一、基本情况 

    培训补贴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就业能力为目标，是广州市

2013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资金来源于财政就业专项资金和失业

保险基金，培训券是使用培训补贴的基本形式。 

2012年，市培训补贴年初预算 4 000万元，实际支出 6 139.34

万元，全年发放培训券 11.40 万张，培训持券人 10.71 万人，其

中 8.15 万人通过鉴定考试获得培训补贴。2013 年，市培训补贴

年初预算 4 000万元，调整后预算 2 103万元，实际支出 5 086.57

万元，全年发放培训券 8.13 万张，培训持券人 6.96 万人，其中

6.10万人通过鉴定考试获得培训补贴。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相关部门能

积极实施培训券政策，培训券培训在促进城乡劳动者就业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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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缓解我市产业转移升级对技能、人才的需求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成效。 

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培训补贴制度不健全，部分资金使用脱离有效监管 

1．基本未量化培训补贴使用目标。只有年度“培训人数”一项

量化目标，没有其他与促进就业相关的量化培训补贴绩效目标与

绩效评价制度。 

2．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直沿用 2008年由其单独认定

的 98 家定点培训机构，未按规定联合市教育部门开展定点培训

机构认定工作。 

3．部分定点培训机构转包培训班。2012 年至 2013 年，10

家定点培训机构分别与 72 家、109 家合作机构（其中分别有 12

家、32家不具培训资质）签订协议，转包培训任务，重新分配培

训补贴，使部分资金脱离有效监管，并造成实际培训与定点培训

机构脱节，难以保证培训质量。2012年和 2013年上述 10家定点

培训机构获培训补贴 8 408.29 万元（占全市培训补贴支出的

74.90%），其中 6 735.78万元分成给合作单位。 

4．个别培训政策导向与促进就业的目标不吻合。如 2012年

各培训机构家政服务员班人数激增，全市家政服务员持券学员人

数 36 391人，占当年培训总人数的 33.99%，其中 20 974人为在

职人员。 

（二）对培训机构和培训质量的监管不到位，部分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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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报材料 

1．部分定点培训机构以虚假培训信息套取补贴资金。2012

年至 2013 年 6 家定点培训机构虚报学员文化程度，套取培训补

贴 60.88 万元；个别培训机构登记学员考勤记录与事实不符，但

仍获得培训补贴。 

2．部分保安员培训班课时、课程设置、教师资格不符合规

定。 

3．对个别考评员的使用未做到“考培分离”。 

4．部分考试鉴定工作由无考评员资格证的人员完成。增城

市职业技能鉴定所将 12 名不具备考评员资格证书的人员作为保

安员临时考评员。 

（三）培训补贴预算调整理由与事实不符，未按规定优先使

用财政专项资金 

2013年培训补贴实际支出 5 086.57万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以培训补贴实际需求资金 2 103万元为由申请调整职业培

训补贴预算 1 897万元用于公益性岗位补贴缺口，将实际支出中

的 2 078.03万元在职业培训补贴项目列支，余下 3 008.54万元在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上述调减年初预算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未按规定优先使用财政专项资金，导致失业

保险基金多列支 1 921.97万元。 



 - 5 - 

（四）部分培训机构以误餐补贴等形式吸引基本无就业可

能、无学习意愿的人员参加培训，致使培训流于形式，降低培训

补贴使用效益 

如：2013年增城市劳动就业培训中心与某学校合作培训的 3

个保安员班，其参训人员均是增城市黄村、朱村村民，审计实地

入户调查的 17 人均表示参加该培训班是为领取现金补助，培训

后无意从事保安方面的工作。 

（五）宣传力度不够 

审计向 184名有资格参加培训非持券人员发出调查问卷，收

回 86份。其中，有 84.83%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或只是部分了解

培训券相关政策。 

三、审计调查建议 

建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细化培训补贴的绩效目标，培

训券培训要以就业为导向，积极开拓新的培训项目；鼓励劳动者

积极参加培训，充分发挥培训补贴的绩效；建立健全定点培训机

构监督考核制度，切实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质量；加强内部控制制

度建设。 

四、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调查发现问题，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专项审计调查报

告。对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整改工

作。针对培训补贴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已着手修订《广州市职业

技能培训券管理暂行办法》，对定点培训机构认定机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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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定点培训机构必须承担培训主体职责，主导教学管理工作，

督促定点培训机构完善培训合作协议条款，规范培训教学管理。

针对培训机构和培训质量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加强对培训效果的

考核和评估；完善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培训监管

力度；完善考评员监管制度，建立考评员管理信息系统，严格落

实考评员持证上岗制度。此外，该局认真做好培训需求调查分析

工作；以发放相关信息资料、举办政策解读培训班等形式，加大

政策宣传力度，及时公布定点培训机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