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金寨县 2021 年县级预算绩效工作 

开展情况的说明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全

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决策部署，

积极开展政府、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坚持全面推进、突

出重点，补齐短板、弱项，圆满完成了年初制定额目标任务，

在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全公开”的预算绩

效管理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健全机制。牢固树立新时代绩效理念，着力解决

“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惯性思维。在组织领导

上，年初重新调整了预算绩效管理小组，明确县组织、宣传、

发改、财政、人社、督查、审计、统计等成员部门责任，充

分发挥财政部门牵头抓总职责，全力抓好制度建设、组织协

调、督查调度、工作考核等系列工作，确保绩效管理与预算

管理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在机制保障上，修改完善绩效管

理关键环节管理办法、操作规程，出台了暂行办法和操作规

程等，调整完善了分行业分领域分层级的绩效指标。在工作

考核上，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到县政府年度目标考核。 

（二）夯实基础。一是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

将全县 58 个县直部门全部纳入预算绩效管理，以项目支出



绩效管理为突破口，指导部门深入开展项目和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管理，推动提高部门整体绩效水平。二是建立全过程预

算绩效管理链条。“事前”加大控制。通过聘请专家、召开

座谈会等形式，对新增的重大项目和政策，认真评估项目实

施必要性、投入成本、绩效目标、预期效果等，做到评估客

观公正。2021年预算编制工作中，共对教育局、民政局、卫

健委等 10个部门 12 个项目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估，涉及财政

资金 675 万元，所有项目评估结果为予以支持。科学规范设

置项目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并嵌入部门预算编制系统，

与部门预算同编制、同申报、同审核、同批复。2021 年，全

县 58 个县直部门全部编制项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其中项目绩效目标 664 个，涉及金额 11.96 亿元。“事中”

跟踪监控。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

控”。财政部门开展绩效监控工作总体组织和指导，预算部

门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分析、汇总；

监控方式多样，依托财政一体化平台、直达资金监管平台、

民生工程信息系统、地方债务监管系统，定期跟踪项目支出

和部门整体支出总体执行情况，紧盯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财政部门会同县直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专项督查，结合关键时

间节点，实现乡村振兴、民生、债务等重大项目资金重点监

控；监控结果全应用，针对项目资金实际执行与绩效目标偏

离较大的予以纠正，对问题严重的坚决收回或暂缓拨付财政



资金。今年，今年，对截至 8月底年初预算的 664 个项目预

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跟踪监控，涉及资金

11.96亿元，并督促整体支出进度较慢的 10个部门报告详细

原因，制定具体整改措施，确保整体资金执行进度达到规定

要求，预算绩效目标如期实现。“事后”评价问效。推进绩

效自评、财政重点评价、第三方机构参与的绩效评价体系建

设。绩效自评方面，今年预算部门对 2020 年度 653 个项目

支出和 58 个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开展了自评，涉及项目资金

13.15 亿元，财政部门对部分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

复核，督促指导预算单位整改落实、加强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绩效。财政重点评价方面，选择县委县政府重点关注、社

会影响面广的 17 个重大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其中债券项目

11 个，涉及财政资金 18.5 亿元，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突出。三是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今年，县财政

绩效评价范围逐步覆盖至“四本预算”，特别是加大对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债务项目绩效管理考核，使绩

效管理真正深入到财政管理中，进一步增强政府和部门的绩

效意识。 

（三）结果全应用，公开到位。逐步完善事后反馈整改

机制，财政部门将评价结果意见反馈至相关预算部门，督促

预算部门根据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对绩效评价结果得

分不高的项目，相应地压减其预算规模或取消。加强预算绩



效信息发布管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依法在县政

府网公开了预算部门项目文本、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评

价结果等，接受社会监督。 

二、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理念有待加强。少数部门没有真正建立预算

绩效管理理念，对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容及评价体系处于模糊

认识阶段，在实际工作中将预算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割裂开，

普遍存在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问题，预算绩效管理

没有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整个过程，管理工作被动应

付的多，主动出击的少。 

（二）绩效管理不够精细。少数部门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不高，导致财政资金未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比如有的绩效

目标设置广而不精，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有的绩效运行

监控流于形式，绩效目标和资金执行出现偏差未能得到及时

纠正；有的绩效评价管理未达预期效果，特别是部门绩效评

价结果普遍较好，评价报告中很难发现深层次问题。 

（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不广。目前，我县预算绩效管

理范围仅限于县直主管部门，尚未延伸至乡镇。绩效评价仍

以部门项目支出为主，结果应用也停留在项目支出领域，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还未真正落实，距离评价结果

应用全覆盖仍有较大差距。 

（四）绩效管理责任划分不清。财政部门、预算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在绩效管理中的责任不够明晰，对待问题无法

有效区分责任，以此追责或核减项目预算不具操作性。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压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党委政府领导、人大

监督审议、财政部门组织协调、预算部门推动、审计监察监

督的绩效管理协同机制，各级各部门切实履行预算绩效管理

主体责任，加强部门与部门、部门内部的协调合作，实现部

门联动、整体推进、协同发展。落实资金使用部门主体责任，

全面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责任意识，预

算绩效管理约束资金支出行为，财政部门加大监管责任，加

大绩效管理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绩效管理工作水

平。 

（二）加强动态监控。将重大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和绩效

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必要条件，明确事前评估的工作方

案、工作职责、评估对象和内容、评估方式、评估程序、评

估结果运用，科学合理地制定项目绩效目标，重点审核绩效

目标与政策的相关性，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开展预算执

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双监控，关注重大政策、重大项

目资金拨付使用情况，及时收集监控信息，对偏离目标的情

况认真分析原因，及时制定措施落实整改，确保预算资金、

绩效目标与项目管理相互匹配。 

（三）做实绩效评价。坚持部门绩效自评、财政和部门

重点评价、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的评价体系，部门



自评要综合评价预算机制、预算编审、执行管理、项目绩效

等，财政和部门重点评价要围绕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紧盯重

点项目。评价结果及时向人大、政府报告，向审计、监督部

门通报，如实反映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并及时在县政府网站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