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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
及绩效执行结果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围绕全国、全省财政工作

会议关于“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向夯实基础、突出重点、提质

增效转变”的工作要求，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与资源配

置，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023 年市财政组建评价

组，对市市场监管局等 15 个部门整体支出、医疗提质资金等

11 个项目支出、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等 4 个政策支出开展财

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评价组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科学合理、绩效导向”的原则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有关

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评价概况

2023 年，市财政按照“资金体量大、代表性强、社会关

注度高”的原则，重点选取 15 个市级部门整体支出、11 个项

目支出、4 个政策支出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共涉及财政资金

20.8 亿元、83 个实施点位，评价范围较上一年扩大 36%。现

场评价实地勘探点位 57 个、点位抽查比例 68.7%，涉及财政

资金 19.54 亿元、资金抽查比例 93.9%。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计分评级的方式，评价得分及等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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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90 分以上）”“良（80－90 分）”“中（70－80

分）”“差（70 分以下）”四个等次。15 个市级部门整体支

出中“优”2 个、“良”12 个、“中”1 个，11 个重点项目

支出中“良”9 个、“中”2 个，4 个政策支出中“优”1

个、“良”3 个，总体平均得分 84.68 分。

二、评价分析

（一）部门整体支出

15 个市级部门整体支出涉及 62527.31 万元，绩效评价平

均得分 85.63 分。总体来看，大部分被评价部门主体责任意识

较 2022 年有所提高，部门绩效目标编制较为合理、内部绩效

管理制度较为规范、预算执行较为有效、目标完成情况良

好、绩效结果应用较为及时，绩效的时效性和准确率较高。

如：市市场监管局绩效目标管理较为规范、预算执行过程控

制良好；小平干部学院根据《小平干部学院预算管理执行制

度》，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不断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

表1. 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及等级表

序号 部门名称
部门支出
（万元）

评价
得分

评价
等级

1 市市场监管局 4564.52 92.56 优

2 市生态环境局 3566.52 90.03 优

3 市关工委 260 89.36 良

4 市国资委 21473.38 89.12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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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部门支出
（万元）

评价
得分

评价
等级

5 市妇联 490.09 88.08 良

6 市卫生健康委 11547.77 87.66 良

7 市司法局 1825.24 87.17 良

8 小平干部学院 11255.61 86.87 良

9 市科协 316.1 86.86 良

10 市图书馆 934.1 85.15 良

11 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1076 84.87 良

12 广安开放大学 551.58 83.01 良

13 市残联 471.17 82.19 良

14 市农业农村局 2799.1 80.5 良

15 岳池县生态环境局 1396.13 71.16 中

合计金额/平均分 62527.31 85.63 ——

（二）项目支出

11个项目支出涉及资金127925.48万元，绩效评价平均得

分82.71分。总体来看，被评价项目设立程序较为严密、规划

方案基本完备，资金管理较为合理规范、实施效果与设定目

标基本一致，受益群众满意度较高。如：医疗提质资金项目

效益突出，有效提升了我市医疗人才吸引力、疾病救治能力

及整体医疗服务水平；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抽检及计量器具强

制抽检（食品）项目管理较为规范，过程管理控制较好，有效

保障了我市食品安全和工业产品质量。

表2. 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得分及等级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涉及金额
（万元）

评价
得分

评价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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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涉及金额
（万元）

评价
得分

评价
等级

1 医疗提质资金
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医院

3500 89.92 良

2
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抽检
及计量器具强制抽检（食品）

市市场监管局 400 87.24 良

3
商贸发展专项资金（含外贸资
金）

市商务局 1100 85.33 良

4 高标准农田建设市级配套资金 市农业农村局 1100 85.3 良

5
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含乡镇污水
处理站运行补贴，下同）

市生态环境局 2000 84.7 良

6 城市管理运行维护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17000 83.7 良

7
国道 350 线广安枣山至武胜段
公路改建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92060 81.66 良

8 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 市科技局 3360 81 良

9 市级自办民生工程资金（部分）
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
2154 80 良

10 农贸市场综合整治奖补资金 广安区市场监管局 3000 75.77 中

11
市级城区重要景观与节点夜景
照明提升工程（2020 年）

原市城管执法局 2251.48 75.2 中

合计金额/平均分 127925.48 82.71 ——

（三）政策支出

4个政策支出评价涉及资金17558.85万元，绩效评价平均

得分86.56分。总体来看，大部分政策设计科学合理、协同有

效、覆盖对象较广、实施效果明显、受益群体满意度较高。

如：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政策在疫情期间对企业留工培训发

放相应补助，有效达到了我市稳岗留工的目的；城市公交运

行补贴政策有效降低了社会公众（尤其惠民对象）的出行成

本，提升了群众生活满意度，一定程度缓解了我市交通拥堵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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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市级 2022 年政策支出绩效评价得分及等级表

序号 政策名称 主管部门
涉及金额
（万元）

评价
得分

评价
等级

1 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868.85 90.09 优

2 城市公交运行补贴 市交通运输局 890 86 良

3 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

市农业农村局 5800 85.65 良

4 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市经济信息化局 10000 84.5 良

合计金额/平均分 17558.85 86.56 ——

三、存在的问题

1. 个别部门目标编制不够科学，绩效自评质量不足。一

是绩效目标填写不完整，细化、量化程度不高，指标值前瞻

性不足。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有

关项目的绩效目标表和二级指标设置过于简单，未全面反映

项目实际产出与效益相关内容；城市管理运行维护资金有关

项目的绩效指标设置较为模糊，满意度指标未明确具体服务

对象。市图书馆设置的“到馆阅读人次”“书刊文献外借册

次”、市司法局设置的“法律援助人数”的指标值远低于实

际完成值。二是市农业农村局、岳池县生态环境局的部门自

评得分与第三方机构复核打分差异率较高，分别为 16.49%、

22.33%。

2. 个别部门招标程序不够严格，项目管理规范不足。部

分项目未严格执行招投标以及政府采购规定，部门监督管理

不到位。如：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抽检的个别子项目政府采购

合同缺少验收要求；农贸市场综合整治奖补资金涉及的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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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城南壹号、华都市场、西溪市场临时摊位搭拆工程采

购项目等四个子项目，缺少监理办法及相关细则、地勘三方

询价资料、完整的施工合同等；城市管理运行维护资金中园

林绿化专项资金和城市小型维修资金的有关审批和台账资料

不完整；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个别子项目验收程序不严谨，货物未

达到标的要求。

3. 个别部门管护机制不够健全，预算执行进度不足。

如：高标准农田建设市级配套资金的管护机制运行不足，建

设后的农田基础设施产权不清晰，管护主体、责任、措施不

明确；市级自办民生工程部分项目未制定后续管护制度，未

明确后期管护资金来源、管护人员及管护标准；农贸市场综

合整治奖补资金有关项目缺乏专业化运营管理，部分农贸市

场利用率较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因未及时组织实施“留

置看护运输车辆购置费用”项目，岳池县生态环境局大部分

项目因组织实施较晚，未达付款条件，导致 6、9、11 月的预

算执行进度均未达目标；市科协 2022 年安排科技创新发展专

项资金 104 万元，当年度实际支出 35.18 万元，预算执行率仅

为 33.8%。

4. 个别部门绩效管理意识欠佳，内控机制运行不足。

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中天府科技云平台建设运行、科

普活动经费项目以及市级城区重要景观与节点夜景照明提升

工程项目（2020 年），未按照绩效管理要求开展绩效目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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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项目调整、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自评等工作；市残联、

岳池生态环境局、市司法局、市科协等均未将部门绩效目标

制定纳入本部门党组（委）会集体研究决策范围；市农业农

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司法局、市科协等，虽建立了部门

内设机构预算绩效挂钩机制，但未有效运行。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优化完善制度体系。一是修订完善《市级预算绩

效目标管理办法》《市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实施细则》等制

度，健全预算绩效标准体系，针对部分重点行业进行部门整

体绩效目标标准化建设试点。二是常态化对一体化系统中绩

效目标编审方面的典型问题按季度进行通报，针对性提出优

化建议，有效改善入库绩效目标编制质量。三是牢牢抓住事

前绩效评估这个“牛鼻子”，拧紧项目入库“水闸门”，凡

申请入库必须提供充分依据，确保入库项目准确、可靠，真

正做到为财政资金保驾护航。

（二）构建多方协同格局。一是推动市级部门建立内部

跨科室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协同开展绩效目标编制、预

算编制、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等工作，让干项目、懂项目的

人更多参与预算绩效管理，让财务人员的“独角戏”变内部

业务科室的“合奏曲”。二是推动建立各级人大、政协、纪

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与财政协同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机制，共享绩效评价、人大审查、审计监督及财会监督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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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真正形成“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强大合力。

（三）逗硬绩效结果应用。一是充分发挥考核“指挥

棒”作用，通报我市 2023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考核情况，对连

续两年考核排名靠后的部门和区县，按照“两书一函”制度

进行约谈提醒，并与预算安排挂钩。二是督促指导相关市级

部门按照绩效评价发现问题整改通知书，严格按照“清单制+

责任制+时限制+销号制”切实抓好整改落实。同时，建立问

题整改“回头看”机制，市财政对相关情况予以持续跟踪，

严防以整改报告代替实际整改。

（四）加大宣传培训力度。一是借助各类网络媒体、短

视频及官方平台力量，将我市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政策要

求、制度创新、特色做法、经验启示、成效成果进行宣传推

广，引导社会大众关注绩效、监督绩效，让“全面绩效、全

员上阵”的理念入脑入心。二是定期收集市县两级绩效管理

培训需求，围绕需求制定针对性强、业务需求贴合紧密的培

训计划，同时创新培训方式，加强实操性培训，采取“以战

带训”“以审带培”等方式，提升一线人员绩效管理能力和

水平，进一步推动我市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