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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泽县财政局关于 2022 年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的说明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

（甘财绩[2022]5号）和《张掖市财政局关于加快推进县区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张财绩[2022]2号）要求，现将我县 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如下：

一、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为进一步深化我县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县财政局下发了《临泽县财政局关于认真做好 2022

年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临财预发〔2022〕240 号） ，开展

2022 年县级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评价范围包括上级专项资金和

县级专项资金。根据“统一组织、分级实施”的原则，由项目

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的绩效评价工作，对照已批复的 2022年绩

效目标和实际完成值进行逐条分析，填报《项目绩效目标自评

表》，撰写自评工作总结，涉及 122个单位 14.22亿元，占项目

支出的 100%。包含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农业保险、水

利发展、旅游发展专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上级专项 8.20亿

元，文化旅游建设、党员干部教育学校建设项目、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资金等本级预算资金 1.19 亿元，专项基金 4.83 亿元，

占本级预算及上级转移支付安排的项目支出的 100%。纳入整体

支出绩效目标管理的预算部门 83个 27.09亿元，占本级预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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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单位的 100%。

（二）绩效评价管理工作情况。为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相关

要求和工作部署，我县扎实开展部门绩效自评、部门绩效评价、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等工作，实施了预算单位项目自评工作全覆

盖。2022 年，临泽县财政局委托方信浩远会计师事务所、甘肃

臻审会计师事务所对档案馆、图书馆、供销合作社 3 个部门进

行整体支出再评价，对促销费扩内需专项行动项目、临泽县博

物馆陈列展览项目、临泽县陵园管理处基础配套设施提升工程、

2021年农业保险保险费、2021年黑河石羊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

态补助奖励资金、基层政权建设项目 6 个项目进行了绩效再评

价，总涉及金额 5381.18 万元，其中项目绩效金额 4927.51 万

元。 

（五）结果应用。根据 2022 年评价结果，对 2023 年国土

绿化示范试点项目县级配套资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一

事一议项目县级配套资金、升规企业奖励资金作了核减，共削

减金额 477.7 万元。同时，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绩效问题

整改责任制度，建立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推动部分绩效评

价结果应用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等方面。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预算绩效管理虽建立了相应制度，但个别项目个性指

标设立不够科学合理，相关信息透明度不高，预算绩效评价缺

乏有效的数据支撑。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还需完善，绩效评价

质量有待提高。二是由于预算绩效评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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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对绩效评价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求较高，但因人员不

足和培训学习不够，无法保证绩效管理工作的专业化开展。对

各预算单位提交的项目绩效评价报告进行现场勘查及再评价的

项目较少。三是绩效评价结果不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应用不

够充分。没有压实各部门的绩效管理责任，绩效自评的质量大

部分比较低，对公共预算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及绩效管理情况反

映不够准确。绩效评价结果形成以后，没有采取下一步的跟踪

措施，绩效结果反馈制度和绩效问题整改责任没有落到实处，

这就导致绩效评价结果不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四是以事后评

价为主，缺少事前绩效评估。现阶段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实施，

财政投资项目侧重于事后进行绩效评价，事前评估的相对缺乏

不能及时分析资金投向是否正确。科学评估方法的缺失，过于

简单的设定方式无法让项目单位严肃认真地确定绩效目标，主

观随意性较大。预算执行环节压力较小，同时缺乏内在的投资

控制和风险约束机制，无法保证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影响财

政资金效益的充分发挥。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强化绩效理念，深入推进评价工作。进一步强化各部

门“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将“要我评

价”的被动认识转化为“我要评价”的主动实践，营造“讲绩

效、重绩效、用绩效”的良好工作氛围，把财政绩效评价作为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改革、促进科学理财的重要工作来抓，

健全完善制度办法，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深入推进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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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整体绩效管理水平。二是加强绩效评价人才队伍建设和培

训力度。加强专家人才的培养和专家库的逐步建立，争取设立

专职机构进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绩效评价工作质

量。加大对绩效评价工作人员理论和实务操作统一培训力度，

搭建工作信息交流平台，将规章制度、指标体系、工作经验相

互借鉴，切实提高绩效评价工作质量。三是加快补齐预算绩效

管理短板。前移绩效管理关口，统筹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做好

新增或增支需求较大的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科学开

展延续性项目审核，对立项依据不充分、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项

目一律取消，对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强的项目暂停安排，对实施

方案不合理、投入不经济的项目予以调整，对上年执行率偏低

和低效无效的预算支出予以削减或取消，优化支出结构。四是

硬化预算绩效管理监督和约束。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与整

改、激励与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和运用

机制，将绩效结果向社会公布，进一步增强单位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对一些

绩效评价结果不理想的项目下达整改通知，对执行不力的单位

预算进行相应削减或整改到位后再给予资金安排，切实发挥绩

效评价工作的结果应用。进一步健全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

随同预决算报送人大机制，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逐步做到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