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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喀什地区2022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

——2023 年 12 月 19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根据会议安排，受行署委托，现向会议报告喀什地区 2022

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请予审议。

一、喀什地区国有资产管理方向和目标

（一）国有资产管理方向

理顺和巩固喀什地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国有资

产管理制度，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国库管理相结合，

建立既相互衔接又有效制衡的工作机制和业务流程，着力构建

更加符合单位运行实际，盘活闲置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

国有资产使用效益，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从“入口”到“出

口”全生命周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二）国有资产管理目标

保障履职。充分发挥国有资产在单位履行职能方面的物质

基础作用，有效保障单位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

使用有效。完善国有资产日常管理制度，国有资产得到有

效维护和使用。对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和对外投资行为及其收

益实现有效监管。

处置规范。有效遏制随意处置国有资产的行为，防止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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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国有资产的流失；建立完善的国有资产处置、重大资产处

置审批制度，实现国有资产处置公开化、透明化；规范国有资

产处置收入管理。

监督到位。建立财政、主管部门和单位全方位、多层次的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监督体系，以及资产配置、使用、处置

等过程的监督制约机制。

二、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

1.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情况。2022 年年末喀什地区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总额为 1039.51 亿元，同比 2021 年年末 946.79

亿元增加 92.72亿元，增长 9.79 %；负债总额为 125.58 亿元，

同比 2021 年年末 120.63 亿元增加 4.95 亿元，增长 4.10%；净

资产总额 913.93亿元，同比 2021 年年末 826.15亿元增加 87.78

亿元，增长 10.63 %。保障性住房 180.94 亿元。公共基础设施

165.93 亿元。政府储备物资 0.94 亿元。不可移动文物文化资

产 1039 处，可移动文物 5153 件套。

2.行政事业单位 2022 年资产处置情况。2022 年全年共处

置固定资产 32.06 亿元，占资产总额 1039.51 亿元的 3.08%，

占固定资产 379.65亿元的 8.44%。其中：出售/出让/转让资产0.35

亿元，主要为出售房屋及构筑物 6189.44 平方米。调拨 26.95 亿

元，主要为行政事业单位间使用调剂调拨资产，其中：房屋及构

筑物 23.22 亿元，设备 3.14 亿元，图书档案 0.57 亿元，文物和

陈列品 0.02 亿元。对外捐赠资产 0.16 亿元，主要为对访惠聚

驻村点和对口帮扶点捐赠资产，其中：房屋及构筑物 0.02 亿元，



— 3 —

通用设备 0.14亿元。报废报损 4.55亿元，主要为行政事业单位

达到使用年限报废资产，其中：房屋及构筑物 2.38 亿元，设

备 1.86亿元，图书档案 0.29 亿元，文物和陈列品 0.02 亿元。

（二）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1.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情况及资产构成。2022 年年末全地

区共有 94 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 2021年 87户企业相比增

加 7户。主要分布于 8 大行业，其中农牧行业 8 户、工业制造行

业 18 户、房地产及建筑行业 16 户、商贸行业 11 户、粮食仓储

行业 12 户、交通运输行业 2 户、社会服务行业 24 户、技术服务

行业 3户。2022年年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 751.9亿元，

较 2021年年末增长 14.3%；负债总额 345.1亿元，较 2021年年

末增长 10.26%；所有者权益 406.8 亿元，较 2021 年年末增长

16.9%。喀什地区国有企业无境外经营项目和境外资产。

2.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情况。2022年年末，喀什地区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为 90.5亿元，较 2021年年末增

长 17.6%。实现利润总额 1.47亿元，较 2021年年末下降 19.39%。

2022年喀什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1.6%，

其中：喀什地区本级国企营业总收入 15.49 亿元，较 2021 年年

末增长 39.76%。利润总额 1679万元，较 2021年年末下降 56.35%。

县(市、经济开发区)属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75亿元，较 2021年

年末增长 13.87%；利润总额 1.3亿元，较 2021年年末下降 9.54%。

2022 年，地区国企统筹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全区国有企业努

力抢抓市场机遇，积极拓展市场份额，全区国有企业经济体量持

续壮大，经济运行总体盈利，发展韧性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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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情况。2022 年

年末喀什地区地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按企

业所得税清缴完毕后净利润的 25%上缴国库，2022 年上缴国有

资本经营收益总额 0.13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按不低于

30%的比例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剩余部分用于安排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项目。

（三）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1.金融企业基本情况。2022 年年末全地区共有金融企业 26

户，包括 11户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3 户小额贷款公司、1 户农

村商业银行、11 户农村信用合作社，均为一级企业。金融企业

资产总额 647.04 亿元，负债总额 585.77 亿元，所有者权益 61.28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2.49 亿元，实现净利润 4 亿元。金融企业

实收资本 20.24 亿元，其中：国有资本 8.64 亿元，包含国家资本

4.92 亿元，国有法人资本 3.72 亿元。银行类企业贷款总额为

438.87 亿元，不良贷款总额为 15.80 亿元，不良贷款比率 3.6%。

担保类企业期末在保余额 1.55 亿元，担保准备金总额 0.15 亿元。

2.金融企业国有资本投向情况。2022 年，金融企业国有资

本投向符合“服务三农”、“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国家战略，各

金融类企业聚焦主业，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支持战略性新兴产

业、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为我区农业生产、农户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便捷、优

质、快速的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发展。喀什地区各

地方金融企业始终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服务地方经

济”为落脚点，积极做好金融优服工作，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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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金融“动力”。

3.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处置和收益分配情况。喀什地区金融企

业暂未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喀什地区 26 户金融企业

2022 年共计进行股利分红 0.02 亿元。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分布情况

1.土地资源情况。根据自然资源部门 2021 年国土变更调查

成果数据显示，喀什地区国有土地面积 14905.49 万亩，其中：

耕地 887.66 万亩、种植园地 55.53 万亩、湿地 144.34 万亩、林

地 869.03 万亩、草地 2317.29 万亩、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93.79 万

亩、交通运输用地 38万亩、水工建筑用地 3.86万亩、水域 1024.44

万亩、其他用地 9471.55万亩。

2.林地资源情况。根据林草部门管理数据显示， 2022 年年

末，全地区现有林地面积 4173.41 万亩，森林资源面积 1205.28

万亩（其中天然林 380.37 万亩、人工林 824.91 万亩），国土森林

覆盖率 4.96%，较 2021 年提升 0.03%。草原总面积 5116.79 万亩，

其中可利用面积 4306.97 万亩。国有林场 12 个（其中平原林场

11个、山区林场 1 个），总经营面积 1379.4 万亩，林场林地面积

为 967.1 万亩。国有苗圃 5 个，总经营面积 2.7 万亩。国家级湿

地公园 8 处、森林公园 2 处、沙漠公园 5 处，省级野生动物自然

保护区 1 处、自然保护地面积 2772 万亩。沙漠封禁保护区 8 处，

面积 124.7 万亩。

3.矿产资源情况。喀什地区目前已发现矿种 64 种，占新疆

已发现 152 种矿产的 42.11%。64 个矿种包括能源矿产 3 种、金

属矿产 27 种，其中黑色金属 4 种、有色金属 9 种、贵重金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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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稀有金属 5 种、稀散元素 5 种、稀土金属 1 种、非金属矿产

34 种等。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莎车县喀拉吐孜一带，保有资源

储量 12208 万吨。铁矿保有资源储量 33312 万吨、铜和伴生铜矿

保有金属量 17.42万吨、钒矿保有金属量 9 万吨、钛矿保有金属

量 1.02万吨、铅矿保有金属量 64.98 万吨、锌矿保有金属量 95.93

万吨、钨矿保有金属量 0.01 万吨、钼矿保有金属量 0.02 万吨、

银和伴生银矿保有金属量 0.07 万吨、镓矿保有金属量 0.05 万吨、

镉矿保有金属量 0.29万吨、普通萤石（萤石）保有资源储量 2.39

万吨、石膏保有资源储量 6184.65 万吨。

4.水资源情况。喀什地区分为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两大

水系，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118 亿立方米，2022 年总来水量约

为 158.55 亿立方米，比 2021 年 122.85 亿立方米偏多 22.52%；

平原区地下水总补给量为 65.18 亿立方米/年，地下水资源量为

37.25 亿立方米/年，可开采量为 24.79 亿立方米/年。2022 年度

自治区下达喀什地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112.1 亿立方米（含兵

团），实际用水总量为 99.01 亿立方米（不含兵团），其中地

表水 80.26 亿立方米、地下水 18.3 亿立方米、非常规水源 0.45

亿立方米。喀什地区（不含兵团）年初存量 37.25 亿立方米，

其中地表水为 0，地下水 37.25 亿立方米；存量增加 161.45 亿

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142.7 亿立方米、地下水 18.3 亿立方米、

非常规水源 0.45 亿立方米。流向区域外水量 14.19 亿立方米、

流向区域内其他水体水量 16.4 亿立方米，非用水消耗量 31.85

亿立方米，年末存量为 37.25 亿立方米。

5.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配置和收益情况。一是土地供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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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喀什地区各县（市）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785 宗，面积

4.26 万亩，其中：划拨 427 宗、面积 2.99 万亩；租赁 1 宗、面

积 0.04 万亩；出让 357 宗、面积 1.21 万亩，出让价款 16.02 亿

元。二是矿业权情况。2022 年地区出让采矿权 7 个，成交价 0.97

亿元。三是水资源收益情况。2022 年全地区累计征收水资源费

5.18 亿元。四是跨县域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情况。2022 年，巴楚

县、麦盖提县补充耕地指标调出 0.98万亩，收益资金 4.14 亿元。

三、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理举措

1.严肃财经纪律，规范资产处置。喀什地区始终把加强财

政法治建设、严肃财经纪律放在突出位置，把国有资产管理放

在与资金管理同等重要位置，让财经纪律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

触碰的高压线，主动聚焦财政管理薄弱环节，树牢依法行政依

法理财观念，注重用法治给权力定规矩、划界限，依法依规健

全完善财政规章制度，规范决策程序规则，依法管权、依法管

钱、依法管事，健全完善权责清单，做到“清单之外无权力”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已授权必须为”，聚集重点，规范资产

处置，推进财政部门履职清晰化、条理化、透明化。通过财经

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地县自查发现 1 类 3 个问题，金额 0.20

亿元，涉及 3 个县市。复查发现问题 4 类 12 个问题，金额 4.82

亿元，涉及 9 个县市（经济开发区），均已整改完成。对违反

财经秩序的问题，运用党委（党组）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对相

关工作人员提醒谈话 6 人次、批评教育 1 人次、通报批评 4 人

次。对部门单位主体遵守财经纪律、管好用好国有资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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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起到了警示教育。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切实履行好财

会监督主责，敢抓敢管、善抓善管，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2.盘活国有资产，确保保值增值。为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

求，有效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喀什地区按照“清底、确

权、盘活”的要求，厘清喀什地区存量资产底数，形成“资产一

本账”，以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系统 2022 年 12 月 31 日登记资产

为基数，全面清理存量资产，重点摸清房屋及构筑物、土地、

车辆、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家具用具、大型仪器、无形资产

等资产使用状况，对清理出的低效、闲置资产，形成待盘活资

产清单。喀什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可盘活资产共计 7.06 亿元，其

中：县市可盘活国有资产 3.58 亿元，占盘活资产总额的 50.74%。

地区本级单位可盘活国有资产 3.48 亿元，占盘活资产总额的

49.26%。

3.管好扶贫资产，筑牢乡村振兴基础。以 2013 年以来实施

扶贫项目、乡村振兴衔接项目形成的公益性扶贫项目资产为重

点，分析管护存在的问题，分级分类建立公益性资产台账，逐一

整改，全面排查公益性扶贫项目资产运行情况，有效防止公益性

扶贫项目资产流失、闲置，确保公益扶贫资产保值增值、最大限

度发挥效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定

坚实基础。一是摸清国有公益扶贫项目资产底数。2022 年喀什

地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系统登记的国有公益资产 4739 个，

180.39 亿元。各县市分类建立了排查管理台账，对扶贫项目资

产逐年逐个追溯资金项目来源、用途去向、资金状况等信息，全

覆盖摸清、核准扶贫项目资产底数。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 9 —

稳妥推进符合条件的扶贫项目资产确权登记，做好资产移交，并

纳入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系统监管。通过对国有公益资产的全面摸

排，暂未发现国有公益类资产闲置、超过使用年限无法使用、需

报废、淘汰等现象，未发现国有公益类资产流失的情况。二是加

强国有公益扶贫项目资产管护。根据扶贫项目资产特点，健全完

善扶贫项目资产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后续管理责任，按照“县级

统管、乡镇监管、村级直管、群众监督”的原则，压紧压实县、

乡、村“三级”职责，根据“谁使用、谁管理、谁受益、谁负责”

的原则，各项目单位签订了扶贫资产管护责任书，明确管理责任，

并制定了资产管护措施，确保扶贫项目资产有人管、有成效。

4.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有力推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2022

年，喀什地区把国有资产类经营性房屋租金减免政策和其他优惠

政策统筹形成政策合力，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场所实

行政府引导和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

集中集约经营，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2022 年喀什地区累计

减免租户 7655 户，减免租金金额 0.64亿元。其中小微企业 538

户，0.15 亿元；个体工商户 7117 户，0.49 亿元。减免国有房屋

出租面积 156.09 万平方米。其中小微企业 538 户，减免国有房

屋出租面积 42.04 万平方米；个体工商户 7117 户，减免国有房

屋出租面积 114.05 万平方米。

（二）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举措

1. 扎实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2022 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的收官之年，喀什地区狠抓三年行动方案落地见效，明确了

44 项国企改革任务，将各项改革任务分解到各责任部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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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对地属国有企业开展了

5 轮部署，6 轮实地督查评估并下发督导通报 6 次，1 轮全面考

核，有力推动了改革任务的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动国资委

监管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

导得到根本性加强，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国有企业董事会实现

应建尽建，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落实，剥离企业

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国有资

产监管体制更加成熟定型，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迈出坚

实步伐，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对全地区经济的

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2.初步建立管资本为主制度体系。喀什地区把国资委全面履

行出资人职责、国有资产监管职责和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职责三者

统一起来，深入实施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监管，构建完善业

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监督体系。以持续推进国

企改革“1+N”政策体系落实落地为目标，从制度层面对国企改

革规范性文件立改废释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基本形成科学系统、

精简高效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制度体系。

3.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常态化压降债务风险机制。2022 年喀什

地区持续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情况进行持续监测，严格防范化解

债务风险。一是确立债务风险监测标准。地直企业资产约束指标

值按《自治区区级管理国有企业资产约束指标值》执行，按照资

产负债率行业警戒线和管控线进行分类管控约束。二是实行债务

风险常态化监测。根据企业财务快报对企业债务风险情况进行持

续监测研判，已印发 2 次地直企业债务风险研判情况通报。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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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企业及时化解债务风险。通过常态化压降债务风险机制的严

格执行，地直企业总体资产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

4.积极防控企业决策和经营风险。按照国有企业“三重一大

事项”决策制度，加强企业经营风险管控能力。喀什地区对监管

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修改章程、增减注册资本、对外抵押、对外

担保、处置重大资产、重大资产损失核销、承包经营或租赁重大

资产、重大法律诉讼、资产被采取强制措施等重大经济事项必须

提前征求企业法律顾问的意见，严禁企业未经“三重一大事项”

决策程序擅自开展重大经济活动。

（三）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举措

1.积极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喀什地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改革决策

部署，提高国有金融资本效益和促进保值增值，增强国有金融机

构活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防范金融风险和确保金融安全，根据自治区和地区相

关规定，积极履行地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全面摸清国有

金融资本家底，对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在宏观上加强对

国有金融资本科学布局，积极推进国有金融资本改革，完善国有

金融资本的管理机制和制度体系，在微观上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原则，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章程，对国家出资金融机构

享有资本权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并履行

相应股东义务。全地区目前完成 1 户企业股份制改革（喀什农村

商业银行）。

2.加强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规范开展金融企业季度报



— 12 —

表、国有金融资本产权登记、财务决算报表等收集、审核汇总、

统计分析、监督检查等工作，了解掌握企业重大事项和日常经营

等情况，分析企业风险状况及经营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地方金融

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喀什实体经济，促进

喀什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022 年，喀什地区制定了《2022

年度喀什地区融资担保公司年审工作方案》、《2022 年度喀什地

区小额贷款公司公司年审工作方案》，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 11户

融资担保公司、3 户小额贷款公司的资产进行专项审计，对公司

的账户、各项业务的合规性，以及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全面排查。

3.强化金融企业风险控制。喀什地区各金融企业均已健全各

项风险管理制度，建立风险控制部门，建立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

担保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

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加强风险源头控制、完善内控体系建设、

树牢审慎合规经营理念、形成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以天诚融资担

保公司为代表的担保类企业，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

度的意见〉的通知》及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特制定了

《公司治理决策制度》、《“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风

险预警机制》、《不良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等制度。以喀什农商银

行为龙头的银行类企业在履行“一岗双责”主体责任及日常工作

严格风险管控，确保了近几年全行无重大风险事件发生，始终秉

承合法、合规、合理的理念，确保不发生任何重大案件，不违反

监管检查及各项制度。喀什地区 2022 年各金融企业无重大风险

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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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管理举措

1.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开发保护格局取得新成效。一是坚持底

线思维，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落实国家规则要求和自治区“不

一刀切”的统筹工作要求，形成喀什地区“三区三线”成果，三

条控制线总面积 4.38 万平方千米，占地区总面积约 40%；划定

耕地保护红线 1392.05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1099.29 万亩；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 3.39 万平方千米；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594.56 平方

千米。二是坚持战略导向，构建“一圈、一群、两区、两屏”的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以“大喀什”（一市两县一区一镇）为核心，

包括阿图什市、英吉沙县、伽师县、岳普湖县、阿克陶县、乌恰

县、伽师农场等城镇节点。加快推动“大喀什”与阿图什市联动

发展，增强对周边城镇节点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建设中巴经济

走廊经贸合作示范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国际陆港。

2.自然资源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达到新水平。一是严格落实

耕地保护。2022 年完成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 1391.59 万

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1098.66 万亩。确保了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任务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制度。2022 年，新增建设用地项目 78 个、面积 3.37万亩（耕地

1.32 万亩），挂钩补充耕地“占补平衡”指标面积 1.32万亩。全

地区耕地指标储备库剩余指标 22.27 万亩。推进新增耕地核定入

库。2022 年核定新增耕地（水田）入库面积 9003.45 亩。其中：

伽师县审定入库新增耕地指标 7365 亩；喀什市新增水田指标

3923.10 亩；伽师县和英吉沙县已上报新增耕地指标 573 亩，正

在复核。二是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实现新提升。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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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地区单位生产总值建设用地面积为 0.21 亩/万元，较 2021

年下降 5.34%，较 2018 年下降 34.68%。2022 年喀什地区批而未

供处置任务 1.08 万亩，已完成 0.82 万亩，处置率 75.53%。闲置

土地处置任务 0.1 万亩，已完成 0.3 万亩，处置率 300%。2022

年获批建设项目用地共计 161 个（批次），其中：上报国务院审

批 4 个、上报自治区审批 90 个（批次）、地区行政公署审批 67

个（批次）总面积 6.82 万亩。三是水资源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较 2021 年相比亩均灌水定额约

下降 10 立方米，年节水约 1.17 亿立方米。2022 年，《喀什地区

地下水资源利用保护规划》获批，关停机电井 248 眼，2022 年

全地区地下水取用水总量 18.30 亿立方米，较 2021 年减少 7.24

亿立方米，2022 年第四季度地下水位与 2021 年同比变幅上升

0.42 米。四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不断强化。明确矿产资源重点项

目，落实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要求。明确能源资源基地 1 个、国

家规划矿区 3 个、国家和自治区级重点勘查区 4 个、自治区重点

开采区 4 个、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区 1 个。结合地区矿产资源实

际，补充地区级重点勘查区 10 个、地区级重点开采区 17 个。优

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

3.生态环境治理修复打开新局面。一是规划构建“两屏、两

带、两廊”的生态空间格局。“两屏”保护治理昆仑山和天山两

道生态安全屏障。“两带”保护治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和托克

拉克-布古里沙漠边缘两条防风固沙带。“两廊”保护和修复以喀

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为主的河流廊道。二是实施生态保护修复。

全面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结合地区主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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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问题，以地区生态保护修复的五大维度（“流域治理”、“防风

固沙”、“绿地修复”、“高山水土保持”、“矿山修复”）为导向，

开展生态修复工程，推动生态系统结构性优化。三是强化水污染

治理。2022 年喀什地区 14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全部完成一级 A 提

标改造。地区已建成再生水利用中水库 9 座，总库容达到 1762

万立方米。2022 年喀什地区 8 条河流 15 个断面水质优良，2 个

水库 3 个监测点位水质优良；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 11 个水

质优良（本底值除外）。河流、水库、水源地水质较 2021 年同期

持平。四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2022 年全地区共设置林长 3077 名、副林长 4154 名，形成了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责任全覆盖的工作格局；开展巡林 4.4

万人次、发现并解决问题 330条。2022 年完成 12.94万亩生态造

林、26.4 万亩封育、6.83 万亩退化林修复、0.97 万亩低效林改造、

251个村乡村绿化美化。疏附、伽师两县被自治区命名为自治区

园林县城。2022 年通过围栏封育等措施完成改良 8.3 万亩。完成

防沙治沙任务 52.23 万亩，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面积达到 124.62 万

亩。

4.自然资源依法治理取得新进展。一是查处自然资源违法案

件 247 件，收缴罚没款 0.11亿元，其中：土地违法案件 191 件，

收缴罚没款 0.09 亿元；矿产违法案件 56件，收缴罚没款 0.02 亿

元。二是持续推进 2013—2017 年打击毁林专项行动、2021 年森

林督查发现问题整改，134 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有序推进

2022 年森林督查自查自纠工作，完成 8607 个疑似问题图斑的核

实和上传审核工作。完成 2019—2020 年度林业和草原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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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问题整改 149 条。三是办理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 10 起，收

缴野生动物 15 只、收缴作案工具粘网 2 张、猎捕夹 10 个、锯子

5 把，遏制了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活动，有效保护了野生动物资源，

维护了市场秩序。四是检疫调入苗木 3539.46 万株（疆内：460.41

万株，疆外：3079.05 万株）、花卉 201.39 万株，销毁带疫苗木

4175 株。实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595.16 万亩次，无公害防治率

93.13%，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4‰以下；草原鼠虫害防治

面积 14.6 万亩，其中鼠害 7.6 万亩，虫害 7 万亩；高质量完成了

林业有害生物飞机防治 63.8 万亩次。

四、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落实主体责任和执行政策方面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与实物管理没有得到有效结合，没有

充分建立对固定资产定期清查和核对制度，导致部分资产账实不

符，未做到资产监督全覆盖。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对已处置的资产

未及时办理资产处置审批手续。

（二）推动国资监管专业化、法治化、体系化方面存在差距。

国资国企系统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始终把习近平法

治思想作为国资委系统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但法治建设仍然存

在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资监管法规制度体系仍需进一步完

善，个别领域制度还需完善。二是国资监管体制仍需进一步健全，

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需进一步提高。三是企业法治建设总体还

不平衡，地属国企的子企业和县属国有企业仍较薄弱,依法合规

经营意识还需进一步巩固。

（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尚不健全。地区自然资源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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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框架正在逐步构建完善，自然资源管理中没有严格区分

“所有者权利”与“监管者权力”，部分自然资源资产存在产权不

清、权责不明的问题，所有者权益落实不到位；国有土地储备机

制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考核评价指标尚在探索研究阶段，

考核评价制度尚未建立。

五、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计划

1.贯彻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认真落实向人大常

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有力地推进“晒账本”“亮

家底”等相关工作，增强喀什地区国有资产管理公开透明度、提

升国有资产管理公信力。

2.进一步加强单位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是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是

国家政权建设的物质保证。严格执行《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

行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完善资产

管理制度，增强财务人员、资产使用人、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

使资产管理人员责任和财务人员的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做到有章

可循，有制度可依。坚决杜绝自行处置固定资产现象，规范资产

处置行为，实行规范严格的资产处置审批制度，严格按照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法规处置固定资产。把国有资产管理作为一

项日常重要工作来做，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做到固定

资产总账、明细账、卡片账，帐帐、帐实相符。

3.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监督管理。始终把加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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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严肃财经纪律放在突出位置，让财经纪律成为刚性约

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树牢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国有资产观念，

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以国办发《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为政策准绳，对资产处置工作做到“清单之

外无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已授权必须为”，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做到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保障履职全覆盖、监督到位全

覆盖。

4.持续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盘活工作。切实落实主体

责任，持续开展国有资产盘活工作。对资产盘活过程中遇到的难

点问题，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探索合理的解决方案，通过按规

定补办手续、理顺产权关系、完成产权登记等方式，妥善解决遗

留问题，有效盘活资产。

（二）企业（不含金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计划

1.坚定党领导经济工作，全面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坚持把

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筑牢国企的“根”和“魂”，确保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以自治区党委、地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工作要求对

标，将企业党组织对“三重一大事项”前置研究、制度化、常态

化，确保企业党组织起到“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领导作

用，自觉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切实把党

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

2.聚焦主责主业，在优化产业结构上取得明显成效。围绕地

委、行署确定的“一二三四五”战略、培育推进“十大产业”、

打造“八大百亿产业集群”工作部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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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暂行条例》，结合监管企业实际、制定《喀什地区国资委监

管企业主业管理办法》，要求企业坚持有利于国有资本向优势产

业集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职工队伍稳定的原则，把明确主责

主业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优选具备资源优势和基础条件、具有

较强行业竞争力，能够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业务作为主业，聚

焦主业做精做强。同时地直国有企业合理规划子公司数量和规

模，确保发展需求和管控要求，推动低效劣势企业的退出，将非

主业、非核心功能、弱势亏损的业务或子公司进行合并或注销，

稳妥剥离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非主业资产和低质无效资产，持续提

升主业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3.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根据各个地

直国企的行业特点、业务特点进行全面梳理重大风险，精准识别

主要风险，密切关注企业债务风险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加快健

全风险监测防控工作体系，推动地直企业完善风险管理流程，建

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完善企业财务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

系，动态调整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强化企业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

率双约束，进一步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增强风险防范能

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4.着力抓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化完善中国特

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落实市场化机制，积极稳妥深化混合

所有制改革，持续强化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组织领导，不断提高国

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着力加大国企科技创新工作

力度，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着力增强国有资产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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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监管，加大国有资产监督力

度，不断巩固完善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

监督工作体系，优化国资监管方式，持续深化集中统一监管，以

有力有效的监管更好保障服务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三）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计划

1.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地方国有金融机构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推动管资本与管党建相结合，坚持和完善党建责任

制考核，巩固党委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增强全面从严

治党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领域的指导性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2.认真履行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改革决策部署，依法依规履行国

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督促指导国有金融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规范内部管理及经营行为。认真做好国有金融企业基础管理

及重大事项管理工作，加强党对国有金融企业的领导，强化金融

监管、确保金融企业保值增值。

3.加强地方金融企业风险控制管理。要切实提高国有金融防

范风险能力，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和地区

金融风险，着力维护金融稳定。深入排查各类金融风险隐患，及

时锁定、防控和化解风险，坚决防止各类金融风险。强化地方国

有金融企业风险防范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监督体系，明确相关部

门监督职责，强化内部流程控制。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计划

1.继续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认识。深刻认识健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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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一项重

大改革，也是建立完善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要

求，扎实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探索建立

统一行使、分类实施、分级代理、权责对等的所有权委托代理机

制，切实落实和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

置和保值增值，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不断细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管方式。根据国家统一安

排，做好三调成果共享应用，做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试

点工作，着力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探索资产价值量核算体系，

完善自然资源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地区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数据

平台，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考核评价体系。推进土地储备工作全面

实施，持续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完善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社会监督。

3.不断优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配置。继续完善土地、矿产、

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

改革，健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作价出资（入

股）等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系。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加强重

大项目用地要素保障，提高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比例，加强

项目前期和跟踪服务，集约节约利用自然资源。

4.持续强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

任，加强耕地动态监管，强化耕地用途管制。加强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与分类保护。统筹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深入推进乡村绿化美

化、美丽乡村建设，科学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推动林业、草原、国家公园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筑牢绿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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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屏障。

附件：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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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流动资产：流动资产的内容包括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

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存货等。流动资产占用形态具有变动性、波

动性、循环与生产经营周期具有一致性、来源具有灵活多样性特

点。

2.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指流动资产以外的资产，主要包

括持有到期投资、长期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工程物资、投资

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具有占用资金多、周转速度慢、

变现能力差等特点。非流动资产的核算内容主要包括：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等。

3.国有控股企业：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

占较高比例，并且由国家实际控制的企业。包括绝对控股企业和

相对控股企业。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是指国家资本比例大于 50%

（含 50%）的企业，包含未经改制的国有企业。国有相对控股企

业是指国家资本比例不足 50%，但相对高于企业中的其他经济成

分所占比例的企业（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份，

但根据协议规定，由国家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协议控制）。

4.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支出：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除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和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外，主要用于解决国有

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改革成本支出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5.大中型企业：根据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

统计局《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划分大

https://baike.so.com/doc/5716854-592958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40130-6954618.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91301-1154765.html
http://www.so.com/s?q=%E8%B4%A2%E6%94%BF%E9%83%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6%A0%87%E5%87%86%E6%9A%82%E8%A1%8C%E8%A7%84%E5%AE%9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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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业标准以从业人数、产品销售收入额、资产总额为依据。

工业企业三项指标同时达到从业人数在 300人以上，产品销售收

入额 3000 万元以上，资产总额在 4000 万元以上列入中型企业。

从业人数在 2000 人以上，产品销售收入额在 3 亿元以上，资产

总额在 4 亿元以上列入大型企业。

6.图斑：以 1:10000 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将地貌、土地利

用类型基本相同，水土流失类型基本一致的土地单元分为一类，

以其为基础调查单元，然后将单元勾绘到地形图上成为图斑。（图

上最小图斑面积不小于0.5cm，实地面积0.5km；最大不超过50cm，

实地面积 50km）图像分割或者矢量图套合，将整个影像划分成

若干个小的区域，这样的区域一般叫做图斑或者像斑。或者是单

一地类地块，以及本行政界线，土地权属界线或线状地物分割的

单一单一地类地块称为图斑。

7.确权登记：确权，就是房地产登记部门对房地产权利的确

认，即是依照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经过房地产申报、权属

调查、产权核准、登记注册、发放权利证书等登记程序，确认某

一房地产权利归属的过程。确权登记，是确认房地产权利的一种

制度，即权利人向主管部门申报、登记房地产的确权。

8.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

时间上作出的安排，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

9.不动产登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立的一项物

权制度，是指经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由国家专职部门将有

关不动产物权及其变动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事实。作为物

权公示手段，不动产登记本质上为产生司法效果的事实行为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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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com/s?q=%E5%B7%A5%E4%B8%9A%E4%BC%81%E4%B8%9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C%87%E6%A0%8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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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

10.疏林地：树木郁闭度（森林中乔木树冠遮蔽地面的程度，

它是反映林分密度的指标）大于或等于 10%及小于 20%的林地。

11.“两屏”：保护治理昆仑山和天山两道生态安全屏障。

加强山区集中连片林地和草地保护治理，加强对冰川、重要水源

涵养区、各类生物栖息地的保护，推进废弃矿山治理，提升山区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功能。

12.“两带”：保护治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和托克拉克-布

古里沙漠边缘两条防风固沙带。加强荒漠-绿洲交错带植被保育

和修复，加强岳普湖县绿洲北部等 8 处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建设和管理，严禁开荒种地和破坏生态屏障的天然植被，切实维

护防风固沙带的生态用地和生态用水。

13.“两廊”：保护和修复以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为主的

河流廊道。加强河流两侧廊道管控，保护河流水系湿地空间，保

护修复巴楚胡杨林区等河流沿线林草植被，强化河流廊道和区域

生态斑块的连通性，提升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https://baike.so.com/doc/1511696-15982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