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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报告
（2022 年 12 月 28 日在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

江油市人民政府

江油市人大常委会：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近年来，我市以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目

标，按照“明确职责、统筹规划、由点及面、稳步推进、全面覆

盖”的思路，从健全和完善制度入手，有序推进“以结果为导向”

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通过实施预算绩效“精细管理”“网

络赋能”，不断提升了绩效管理水平，取得良好效果。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建制度，夯实基础工作

不断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理清预算绩效管理框架流程。

一是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

意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二是市纪委、市监

察委、组织部、财政局、审计局五部门联合印发了《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推进实施方案》，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三是先后

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管理办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

《预算绩效结果应用管理暂行办法》《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管理

暂行办法》和《预算绩效管理跟踪问效“两书一函”制度》。对



— 2 —

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评价结果应用等全过程绩效管理

工作流程进行了规范，明确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

工作内容和工作任务。确保了全市预算绩效管理有章可循、有规

可依，为推进绩效管理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抓源头，优化事前评估机制

遵循“先预事、后预钱”的原则，把项目是否有绩效作为安

排资金的主要依据。根据《江油市财政局关于编制 2022-2024 年

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和 2022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要求，结合预算一

体化编制工作，依托财政厅“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市本级各

部门对新出台的重大政策、新增预算资金达到 50 万元（含）以上

和延续性部门预算增幅达到 20%且增加金额 20 万元（含）以上的

项目全部纳入事前绩效评估，做到应评尽评。评估结果作为部门预

算申请的必要依据，真正从源头上控制预算安排，将政府“过紧

日子”思想融入部门日常履职工作中。

（三）强核心，规范目标管理

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置目标”的原则，要求各单位将绩

效目标一同编入年度预算，将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前移至预算审核

关口，重点加强绩效目标的相关性、完整性、适当性、可行性审

核，采取培训和审核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指导单位在“指向明确、

合理可行、细化量化”上下功夫，明晰具体产出和社会经济效益。

2022 年所有预算部门编制的 1208 个预算项目全部编制绩效目标，

涉及资金 32022 万元。为进一步细化、量化预算绩效目标，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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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推出“预算部门自审+财政业务股室初审+集中会审”的审核模

式，构建“初审整改+会审整改”的双重整改机制。针对 7540 条

绩效指标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经审核，指标数量增加 2678 条、

修改完善三级指标 6807 条。审核后项目金额 29700 万元，审减资

金 2322 万元。实现了预算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编审同步、上会同

步、批复同步、公开同步“四同步”。

（四）重过程，强化绩效监控

建立预算资金绩效运行监控机制，坚持把“执行有监控”作

为推动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市财政依托“项目预算绩效管

理系统”组织本级所有预算部门（涉密单位除外）对财政资金的

支出进度、绩效目标运行情况实施“双监控”。选取住建局、人

社局等 9 个预算单位，涉及 112 个项目，涉及金额 1212.7 万元开

展了事中绩效重点核查，对在绩效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督促预

算单位深入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及时予以纠正改进，确保绩效

目标的实现。2022 年市财政结合“三项清理”工作，清收部门账

户上的财政结余资金 537.8 万元，避免了财政资金闲置沉淀。

（五）硬约束，做深绩效评价

坚持预算单位是绩效评价第一责任主体，推进绩效评价“两

个全覆盖”即所有预算单位和所有财政资金全覆盖，积极构建部

门自评与财政重点评价相结合的绩效评价机制。2022 年组织全市

59 个市级部门和 24 个乡镇对 2021 年“四本预算”所涉的预算项

目开展绩效单位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在部门自评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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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拓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按照“资金量较大、代表性较强、

社会关注度高”的要求，选取了普通高中助学金、污水处理费等

11 个项目（政策）开展重点项目评价，涉及资金 1.98 亿元，对应

急管理局、工信局等 10 个部门的部门整体支出开展整体支出重点

评价，涉及资金 6.78 亿元。评价范围覆盖民生保障、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行政运转四大板块。经评价，项目实施单位能做到项

目资金专款专用，政府采购项目采购过程公开、程序规范，能较

好地实现预期绩效目标，但也存在绩效目标设置畸高畸低、规划

制度缺乏等现象。对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建立绩效评价问

题反馈清单，督促单位限期分类整改。

二、强化结果应用

一是实施预算挂钩。预算执行中以绩效监控为抓手，结合预

算中期调整，对预算执行进度较慢和已确定无法执行的低效、无

效资金，按照“花钱必问效、无效必收回”的原则收回财政统筹

使用，达到盘活资金，统筹平衡的目的。2022 年拟收回当年预算

资金 3800 万元。二是督促问题整改。建立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整

改机制，对存在实施进度缓慢、资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的项目督

促落实整改，不断健全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确保资金

高效使用；三是实行通报考核。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纳入市委、

市政府对部门和乡镇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强化单位绩效管理

主体责任观念。2023 年年初部门预算编制阶段，根据 2022 年绩效

工作考核情况拟对考核靠后的 13 个单位的项目经费按 3%压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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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面公开公示。将绩效目标、单位自评结果、财政重点评价结

果及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预决算公开专栏”上公开，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不断提高绩效管理的透明度。

三、下步工作举措

虽然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存在部门绩

效目标设置不科学，自评质量不高、深度不够，绩效理念还需进

一步提高。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工作举措，加大工作力度，

着力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一）切实前移绩效管理关口。充分发挥绩效目标的前置引

领和过程约束作用，督促部门加强绩效目标编制审核和项目储备

统筹工作，做到绩效目标细化量化并与预算安排相匹配。加大对

部门绩效目标的审核力度，绩效目标不细不实的不予入库、不予

安排预算，开展绩效目标设置和历史数据比对分析，提升指标设

置科学性、合理性。

（二）持续加强培训和宣传力度。强化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担

当，营造讲绩效、重绩效良好氛围。一是加强业务培训，通过多

方位分层次有针对性的开展培训，增强部门的预算绩效管理认识，

实现从“让我有绩效”到“我要有绩效”的转变；二是加大宣传

力度，通过培训、交流等方式，积极宣传预算绩效管理的精神和

决策部署。

（三）持续加大公开力度。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

绩效公开制度，细化公开内容、规范公开方式、依法按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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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门按规定向社会公开绩效目标、绩效评价报告等绩效信息，

畅通社会公众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有效途径，强化社会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