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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审 计 局  

审 计 结 果 公 告  

 

2021年第 41号 

 

 

浦东新区 2018 年至 2020 年浦东新区 

社区养老服务管理情况的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自 2021年 3至 4月，

区审计局对 2018年至 2020年浦东新区社区养老服务管理情况进

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共调查 39个单位，延伸调查了 135家社区养

老机构。 

一、基本情况和审计评价 

2018 年至 2020 年，区民政局收到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市、区

两级建设、运营、以奖代补等补贴资金等共计 49439.33万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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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安排社区为老服务预算资金总额为 32449.25 万元,共计

81888.58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三年来，区民政局、区人社局（医保局）逐

步完善新区社区养老服务制度，不断创新长护险监督管理模式，

持续提升社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水平，探索助力社会力量推

动社区养老健康发展。但也发现一些需要加以改进的问题，如部分

养老扶持资金使用绩效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个别布点缺乏科学

性、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机构监督不到位、购买养老服务不规范

等。 

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社区养老服务资金使用管理方面 

1、个别政策操作性不强 

根据浦东新区养老服务财政扶持政策操作口径要求，申请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补贴材料时需提供“竣工审价报告书”，由于

部分助餐点和日间照护中心依托于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综合为老

服务机构建设，部分建于公建配套内、部分为存量项目等原因，

无法提供单独的审价报告，且补贴资金使用范围仅限于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的新建和翻新，部分街镇放弃申请。 

2018 年至 2020 年，区民政局收到市级老年人助餐点和日间

照护中心建设补贴 1508 万元，下拨各街镇 318 万元，1190 万元

宕存区民政局；下拨至各街镇的市、区两级建设补贴 525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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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底，3385.53万元宕存街镇行政帐。 

2、部分市级补贴拨付滞后 

2017 年至 2018 年，区民政局共收到市级老年活动室以奖代

补资金456万元，2017年收到市级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建设补贴730

万元。直至 2019年 9月，区民政局共向各街镇拨付 2017年和 2018

年的老年活动室以奖代补资金 456万元以及建设补贴 570万元，

截至 2020年底仍有 160万老年活动室以奖代补资金未拨付，影响

资金使用时效。 

3、低保低收入老人长护险个人自付部分补贴未及时返还 

2020年 2月和 9月，区民政局下拨各街镇 2018年和 2019年

低保低收入老人长护险个人自付部分补贴 1077.70万元，截至审

计日，仍有 276.36 万元宕存部分街镇行政账，3.88 万元宕存部

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账。 

4、现金管理混乱 

一是大额现金未入账。社区为老服务机构中存在大额现金未

入账，在对东明街道、高东镇、塘桥街道、北蔡镇等街镇的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进行盘点时，共盘盈 22.74万元现金。 

二是违规将大额现金划拨给个人。祝桥镇将老年活动室和睦

邻点的运营管理委托祝桥镇老年协会实施，将市区两级补贴资金

拨付至老年协会，老年协会直接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村居老龄干部

个人，用于老年活动室和睦邻点的活动支出，三年共计 1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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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资金脱离了监管。三林镇将老年活动室以奖代补资金直接

拨付至各居委书记个人银行卡账户，共计 9.4万元，台账显示已

使用 1.32万元，个别支出未见发票。审计期间，各居委书记已全

额返还镇财政。 

三是现金保管不当。部分街镇存在现金由护理员、老龄干部

等非财务人员长期管理，部分街镇将大额现金保存在办公桌抽屉、

支付宝、微信。如合庆镇、宣桥镇、北蔡镇等。 

（二）居家上门服务与长护险服务管理方面 

1、居家护理服务机构管理体系不够健全 

2020年，区人社局（医保局）提出了街镇与辖区内的长护险

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双向选择长护险约定服务的工作要求，审计抽

查发现，部分街镇长护险服务转包给双向选择清单外的为老服务

机构。如沪东街道、洋泾街道、北蔡镇将长护险服务转包给不在

区人社局（医保局）确定的双向选择长护险约定服务名单中的机

构。 

2、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内容监管不到位 

审计发现部分街镇存在护理员在居家上门服务平台和长护

险服务平台同时签到、长护险服务内容和时间与计划书不符、长

护险服务确认单信息不完整等问题。如宣桥镇、合庆镇、曹路镇、

万祥镇、祝桥镇等。 

（三）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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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街镇与民非组织政社不分 

一是违规通过预算安排民非组织经费。审计抽查发现，部分

街镇将为老服务民非组织视为内设部门安排预算，未执行购买服

务程序，也未签订协议，直接拨付养老服务相关补贴、运营经费

等。如祝桥镇、万祥镇、张江镇等，三年安排预算共计 2241.79

万元，实际下拨 2188.87万元。 

二是个别街镇重复支付社区养老服务经费。如川沙新镇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收到镇支付的居家养老服务、助餐服务合同款，三

年共计 846.61 万元，收到民政拨付和医保结算服务补贴共计

4665.58 万元，支付为老服务和助餐服务经费 4204.34 万元，专

项经费结余 1307.85万元。重复支付造成大量专项资金结余在为

老服务民非组织。 

2、部分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未实现预期目标 

一是个别社区为老服务机构设点不合理。比较日均提供客饭

数和核定客饭数发现，助餐点的效能未全部发挥，部分街镇的平

均供餐量不足核定数的 50%。 

唐镇创建 12 家老年助餐点，其中有 7 个为应社区养老“15

分钟服务圈”的布点要求设立，目前因居民没有这么多的需求，

有 5个点处于停滞状态。塘桥街道的塘桥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和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设立在塘桥养护院内部，为确保养护院老人的

休息，两家机构均未开展业务。周浦镇长乐日间照护中心设立于



 

 6 

长乐养老院内部，核定托位数为 50个，审计年度内实际平均入托

数为 8个，日间照护中心活动主要面向养老院入住老人。 

二是部分日间照护中心入托率较低。目前 100家日间照护中

心有 7家未运营，专业照护型和功能嵌入型日间照护中心的三年

平均入托率分别为 52.53%和 44.39%。其中，有 15家日间照护中

心入托率低于 30%。 

三是部分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未充分发挥效益。如塘桥街道目

前辖区内共有 115名建档的认知症老人，宁阳老年人日间照护中

心接收认知症老人的托位有 22张，2018年至 2020年间，该日间

照护中心每年仅有 4名认知症老人入住。如金杨街道的三个具有

外送功能的老年助餐点在审计年度内处于关闭状态，2018 年至

2020年，12345投诉热线多次收到关于金杨街道辖区内老人助餐

服务的投诉或诉求，三年中，金杨街道未安排社区为老服务机构

的相关经费预算。 

四是日间照护托位核定标准不合理。审计抽查发现，部分街

镇日间照护中心实际设置的托位数明显少于核定数，其中 10个街

镇的日间照护中心实际托位数低于核定数的一半。   

（四）购买服务方面 

1、招投标不规范 

一是洋泾街道、上钢新村街道、北蔡镇向百龄潭支付社区养

老服务费 1230.06 万元，其中为老服务机构的运营管理通过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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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招标，合同金额由街镇支付，共计 210.8万元；人力成本、

伙食费、培训费、公共事业费等运营补贴 1019.26万元，由为老

服务机构依据补充协议（洋泾街道、上钢新村街道）或服务方案

（北蔡镇）支付，该部分内容未进行招标。 

二是三林镇将“社区居家养老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给两家公

司，备案资金为 49.92万元。服务合同约定按实结算，三林镇与

两家公司的实际结算金额分别为 209.81万元和 208.15万元，未

按规定实施政府采购。 

2、费用支付不实 

2018年 5月，上钢新村街道通过招标委托百龄潭运营上钢新

村街道长者照护之家。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9 月，上钢新村街

道长者照护之家未运营期间，依据虚增工作内容支付百龄潭人员

工资和委托管理费 172.61万元，（2020年上钢新村街道经济责任

审计中对该事项进行了披露，上钢新村街道收回支付的百龄潭护

理员工资 15 万元）。经抽查北蔡镇、洋泾街道与百龄潭的 2020

年 6月人员经费结算依据，也存在虚增结算费用的情况，分别为

1.66万元和 2.18万元。 

3、个别街镇未对投标单位进行资质审核 

2020年，上钢新村街道通过招标，引入上海浦东新区养尊无

忧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养尊无忧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辖区内

的 3个助餐点，委托运营费为 35万元，审计调查发现，养尊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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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无餐饮服务资质。上钢新村街道未严格按招标文件执行

资质审核。 

4、合同签订不规范 

部分街镇签订的合同期限超过三年，如上钢新村街道、洋泾

街道、金杨街道。部分街镇合同未反映购买服务的实际需求，如

东明街道、唐镇等。部分街镇合同签订时间晚于服务开展时间，

如南码头路街道等。 

三、审计调查建议 

（一）完善社区为老服务体系，加强组织管理 

建议新区按照国家和上海市的总体要求，科学编制分步规

划、逐步实现“十四五”养老服务发展目标。进一步完善社区养

老相关政策，保持连续性，推出区级政策，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

盖面，惠及更多的老人群体，实现应保尽保。 

（二）构建公平竞争市场机制，整合社会资源 

建议新区立足于需求和区域差异，明确为老服务设施的功能

定位，充分发挥设施服务作用，规范为老服务政府采购行为，加

强社区养老服务的考核评价和绩效评估，通过财政扶持、政策引

导、行业指引，引进优质社会资源流向养老服务行业，不断满足

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三）完善为老服务信息系统建设，优化服务供给 

建议新区构建为老服务人员和服务内容信息共享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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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系统间数据交互，加强统一设计、统筹调度，进一步落实“一

网统管”重点工作，加强长护险与社区养老服务的联合监督管理

和绩效评价，加强对为老服务设施提供长护险服务的日常管理，

及时发现和调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具体整改情况由 区人社局（医保局）、区民政局向社会公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审计局 

                    2021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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