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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 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完成情况

及 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

2022 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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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突重点、抓关键、补短板，全面推

进预算绩效管理各项工作，在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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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成绩，

有力推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精准、更可持续，资金使用

效能不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现将全年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由县政府主导，县组织、

宣传、发改、财政等部门参与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负责审议预算绩效管理重大决策部署、工作规划和

计划等事项，县财政局发挥牵头抓总职责，全力抓好制度建

设、组织协调、督查调度，推动由财政部门“一家主导”向

全县预算部门“共同推进”的转变，绩效管理由“软要求”

向“硬约束”转变。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纳入全年政府目标

考核，设定考评指标，严格落实绩效管理考核问责机制，真

正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二）夯实制度保障。印发了《2022 年全县预算绩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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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要点》、《金寨县 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

法》、《金寨县 2022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方案》、《金

寨县 2022 年度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抽查复核工作方案》等

文件，健全完善制度框架，加快预算绩效管理推进步伐。出

台了《金寨县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

《金寨县政府购买服务绩效管理办法》文件，绩效评价管理

向重点领域扩展。动态调整完善了分行业分领域分层级的绩

效指标，目前共性指标 17 条、个性指标 14 条，逐步形成指

标清晰、简单易行、科学标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科学、

客观衡量和评价预算绩效提供依据和标准。

（三）全面推进预算全过程管理

1.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一是实现绩效目标编制全覆

盖。2022 年，全县 58 个县直部门及 23 个乡镇编制部门预算

时，同步编制《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目标申报表》，做到绩效目标和预算同申报、同审核、

同批复。二是加大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共对 22 个项目开展

事前绩效评估，申请财政资金 1.26 亿元，核减预算 0.19 亿

元，核减率 15%。同时，安排县财政局相关股室对部门编制

的绩效目标进行多轮审核，并最终由预算股审核确定，全县

58 个县直部门申报的 513 个项目绩效目标，涉及金额 22.1

亿元，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做到指向明确、重点突出、细化量

化、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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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绩效事中“双监控”。采取“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方式，对全县所有单位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实现程度、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同时，以 8 月份

为节点，对县水利局等 10 个单位部分项目（涉及资金 1.81

亿元）和部门整体运行情况（涉及资金 11.98 亿元）进行重

点监控，全面分析监控结果，发现问题及时提出预计，要求

项目和整体支出进度较慢的单位报告详细原因，制定具体整

改措施，持续将整改压力传导到预算部门，确保资金执行进

度达到规定要求，预算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3.全面做优绩效评价。一是扩大绩效评价广度。全县 58

个县直部门和 23 个乡镇全部纳入到绩效自评、部门评价范

围，累计开展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项目 219 个，涉及资金 39

亿元；财政部门抽查复核 17 个预算单位项目 46 个，部门整

体支出 17 个。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社会关注高的三农、社保

等重大民生支出项目开展财政重点评价，资金覆盖至一般公

共预算、政府性基金、社保基金、债券资金等，将“以绩促

效、以效促改”的评价机制贯穿于财政资金闭环管理流程中。

二是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向人大报告制度，完善财政与审

计、监督检查等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形成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合力。对审计、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不

得评为“优”“良”等次，对财政资金使用存在重大问题项

目的绩效评价结果，直接列为“差”等次。三是做好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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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绩效管理工作质量考核，综合考量第三方机构的专业程

度、评价程序、报告质量以及遵守职业道德情况，对第三方

组织实施、指标设计、报告质量、工作实施方案、工作程序，

以及方案完整性、方案可行性等指标进行考核，进一步提升

第三方机构工作质量。四是绩效评价结果全公开。建立绩效

信息向县人大报送和向社会公开的常态化机制，在县政务网

上及时公开绩效目标、重点评价、预决算报告绩效内容等，

社会监督更加便捷、有效。五是实行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

排相结合。健全绩效结果应用的制度体系，完善评价结果与

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对低效无效资金一律削减或

取消，优先保障绩效评价结果较好的项目，对评价结果绩效

较差的，根据情况调整 2023 年项目预算。对部门绩效评价

审核结果纳入预算绩效管理年度考核体系，进一步调动部门

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绩效理念不强。“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

绩效”观念根深蒂固，导致财政部门积极推行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而预算部门往往重视不足，缺乏主动性，工作上应付

的成分偏多。

（二）工作职责不够明晰。预算部门倾向于将预算绩效

全过程管理当作是财政部门布置的任务，缺乏内在动力和积

极性。预算部门内部协调不顺畅，大部分单位安排单位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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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牵头，在推动工作中容易出现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两

张皮”问题。

（三）评价结果应用有待加强。预算部门仍以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为主，结果应用仅停留在项目支出领域，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不到位。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总体硬性

要求不够，最主要的问题与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结合不紧密，

难以对预算部门形成实质性约束，追责问责机制尚未有效落

实。

三、2023 年工作打算

（一）政府推动，加大督查考核。继续将预算绩效管理

纳入政府目标考核，提高预算绩效结果在政府考核中的比重，

预算安排与部门的履职情况挂钩，与领导干部考核联系起来，

促使党委政府领导干部更多地关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改善

当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被动局面。

（二）多方联动，确保提质增效。积极向县人大汇报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与纪检、审计等部门共同推进，把资

金使用绩效作为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督促预算部门抓

好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单位内部工作联动，做到合力推动。

引导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加强第三方机构信用平

台建设，狠抓绩效评价报告质量。

（三）数据驱动，推进预算、绩效一体化。将预算管理

各个环节和规则实质性迁入一体化平台，构建“制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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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机制，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利用

一体化平台大数据，让绩效指标有效用于开展绩效目标、预

算执行进度预警预测，提高绩效监督有效性。

（四）加强结果应用，提高编制质量。建立反馈和整改

机制，财政部门将评价结果下达给被评价单位，督促整改落

实，增强绩效评价工作约束力。建立绩效问责机制，结合实

际制定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制度，实现绩效问责的真正

落实。绩效评价结果要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

评价较好的优先考虑安排资金，评价较差、不进行整改或整

改不到位的从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