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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 2023 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3 年，我局聚焦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紧盯项目目

标导向、事中纠偏、事后跟踪、实现效益四个方面，加快推动绩

效制度建设，全力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动项目实施效益化、

节约化、规范化，全面提高绩效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以制度为抓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认真贯彻落

实自治区绩效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学习并转发自治区财政厅《财

政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暂行办法》及《预算绩效一体化管

理暂行办法》。结合我县实际，先后制定印发了《中宁县全面实

现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中宁县预算绩效管理重点工作任务》

《中宁县县级财政政策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中宁县级部门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试行）》《中宁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整

体支出绩效管理办法（试行）》《中宁县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

果应用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各乡镇、部门（单位）绩

效管理工作重点和职责，指导各单位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二）以目标为导向，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一是为确保各单

位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县财政局组织开展了多次、多形式

的学习培训活动，并聘请专业机构对各单位绩效目标设立情况进

行指导、审核，提高绩效目标设定质量。二是在年初预算编制时，

将各单位申报的项目绩效目标合规性、合理性审核作为是否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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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预算项目的重要依据。在预算批复时，同步批复项目绩效目

标，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安全、高效使用财政资金。

（三）以安全高效为底线，加强绩效目标运行监控。一是不

断完善项目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依托财政部监控平台和一体化

系统对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对重点项目进行了绩效目标

跟踪监控，对预算执行进度低、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及时通知单

位进行纠偏。二是组织做好绩效目标质量抽查，尤其对扶贫资金、

直达资金等重点项目开展绩效目标跟踪，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

并纠正。

（四）以事后跟踪为保障，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一是组

织单位开展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预算项目绩效自评

及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自查自纠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整

改。二是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资金数量大、群众关注度高的项

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加强评价结果应用，优化项目实施目标，

做好优质项目储备

二、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情况

按照聚焦覆盖面广、突出民生保障、社会关注度高、持续时

间长的原则。2023年，经请示县委、政府同意，县财政选取部

分预算项目，以公开招标方式聘请了 6家绩效评价机构对 18个

重点项目及 2个部门（单位）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

（一）绩效评价结果。本次我县被评价项目 18个，其中，

等次为“优”的项目 11个，占比 61%；等次为“良”的项目 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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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39%。

（二）存在的问题。经第三方绩效评价，发现被评价项目在

绩效目标设置、项目管理、财务管理、资金使用以及制度建设方

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项目管理方面主要存在项目立项程

序规范性不够、前期勘察设计不够深入，项目组织与监管有待加

强，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有待提高，项目运行管理长效机制不够

健全，施工进度滞后于计划进度；部分单位绩效目标、指标编制

的规范化程度有待继续加强，绩效指标设置不够清晰，为建立健

全档案管理机制问题。二是资金使用方面存在资金使用不合理，

资金支付进度缓慢，项目建设资金来源筹措方式不合理等问题。

根据评价结果及存在的问题，我局已组织三方交换意见，要

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发函督促各单位对发现

问题建立台账，认真落实整改。整改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预算编

制的重要依据。

（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按照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

排挂钩原则，视财力情况对评价结果为“优”的项目，在下一年

度预算编制时予以优先保障；对评价结果为“良”的项目，在下

一年度预算编制时保持基本不变；对评价结果为“中”的项目，

在下一年度预算编制时原则上予以减少预算或取消安排。

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有待加强。部分单位对全面预算绩

效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对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情况，“重分配、



- 4 -

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部分资

金使用效益不佳，存在浪费情况。

（二）开展绩效管理工作难度大。部分单位因财务人员更迭

频繁，对开展绩效管理工作缺乏专业技能，且没有形成工作合力，

往往是财务人员单打独斗导致绩效管理工作进度缓慢，耗时耗

力，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三）评价指标体系有待完善。我县财政预算工作起步较晚，

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在个性化和专业化水平

上还有待提高。终归原因，环视缺乏专业性人才，设置难度较大。

且由于县级财政经费有限，聘请第三方也是以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为主，无法全方位覆盖。

（四）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推进力度还需加强。通过评价结果

运用促进绩效管理的推动作用不够明显，预算绩效管理的追责问

效机制还不完善、绩效评价结果不能更快更多地转化为管理措

施，未真正实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要求。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提高全

面预算绩效管理的主动性，将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贯穿

预算编制、执行全过程，坚持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加强指标体系建设。一是结合现有大类指标体系内容，

积极与自治区财政厅及周边区内市县沟通，借鉴其优秀、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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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的预算绩效评价管理经验。按照县域实际，优先重点项目，

逐步全面覆盖的原则，不断细化现有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按

照行业部门项目特点，制定出可操作性较强的细化指标体系，便

于部门及第三方开展绩效目标制定和评价工作。二是坚持预算绩

效与项目申报相结合。联合发改、审计等部门，对部门项目预算

申报、项目库建设、项目批复、项目结算审计，都要将项目预算

绩效管理贯穿整个项目实施环节，倒逼项目实施单位加强预算绩

效管理。

（三）着力提升绩效管理水平。持续通过专题培训、分类指

导等多种形式，组织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学习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法

律法规，不断提高部门自我约束意识及责任意识，建立稳定成熟

的绩效管理体系。

（四）强化监控和结果应用能力。一是进一步加强与纪委监

委、审计以及行业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实现专项

资金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成果互用。二是将绩效评价结果与下

年部门预算编制相挂钩，按照评价等次，对部门项目支出进行核

增（减），督促部门落实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