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城县 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

2021 年，舒城县进一步牢固树立绩效理念，持续聚焦“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创新思路，

积极构建预算绩效管理新格局，全面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引

领资金和政策提质增效。

一、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夯实预算绩效管理根基。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加

强制度建设。近年来，舒城县先后制定出台了事前绩效评估

办法、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对县直

部门和乡镇绩效管理考核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办法。2021 年，

进一步制定出台了绩效评价操作规程、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办法等，制定舒城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等，共计 7 个，“四梁八柱”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的建成，确保预算绩效管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二是不断

凝聚共识，形成工作合力。县财政局内部进一步明确了各股

室单位的职责分工和协作机制，实现了以绩效理念为导向、

以绩效工具和方法为支撑的“财政管理+绩效管理”工作机

制，逐渐摆脱了传统预算管理下的粗放模式。预算单位逐步

完善内部预算管理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按照“谁花钱、谁

负责”的原则，业务股室承担绩效管理的主体责任，财务股

室负责建章立制、牵头组织协调，进一步实现业财融合，将



预算绩效管理延伸至资金使用最未端。县财政局主动向县政

府和人大报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财政资金绩效目标和

重点项目（政策）绩效评价结果。不断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

度，2021 年县级所有项目（共计 507 个）支出绩效目标、76

个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随同部门预算公开，项目支出自评

和部门评价结果随同部门决策同步公开；10 个财政重点绩效

评价结果随同政策决算同步公开,通过公开积极引导社会公

众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审计部门在同级审、专项资金等

各种审计中，更加突出绩效审计，实现了财政、审计资源共

享。三是不断优化指标库，加强标准建设。舒城县于 2020

年建立了以财政和部门分别作为责任主体的共性指标、个性

指标动态更新维护机制，规范预算绩效指标库管理。2021 年，

按照高度关联、重点突出、量化易评的原则，对原有的财政

预算绩效指标库进行优化升级，删除其中应用效果较差、重

复度较高的指标3575条，修改完善编制质量不佳的指标1142

条，新增需求度高、实用性强的指标 386 条。优化升级后的

3685 条三级指标中，3518 条为定量指标，占比 95.5%，确保

绩效指标事前用得“明白”，事后评得“清楚”。四是加强学

习培训，提升能力水平。舒城县积极参加市局组织的绩效业

务培训，并组织开展由财政部门人员、预算单位和乡镇业务

及财务人员、第三方机构有关人员参加的预算绩效管理业务

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相关政策、具体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和实

务操作等。通过培训，不断增强绩效理念，提升预算绩效管



理能力和水平。五是注重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绩效考核范围，强化考核结果应

用，引导各乡镇各部门更好履行绩效管理主体责任。

（二）强化绩效管理各环节结果应用。一是做实决策阶

段结果应用。全面推进事前绩效评估与项目入库实质性融合，

督促指导预算单位开展事前评估，将评估、审核结果作为新

出台重大政策、重点项目入库的必要条件。2021 年预算编制

工作中，组织实施评估的 29 个项目共申请财政资金 7.21 亿

元，核减预算资金 0.98 亿元，核减率 13.6%。二是做实编制

阶段结果应用。2021 年我县共 507 个项目支出预算均编制了

绩效目标，涉及财政资金 16.47 亿元，同时，76 个部门均报

送了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财政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

在 2022 年预算编制中，由预算股、绩效股、各支出股室人

员组成审核小组，对预算单位入库项目进行逐一审核，主要

对绩效目标的完整性、规范性、合理性、匹配度进行集中审

核，对不符合要求的，退回预算单位要求修改完善，审核通

过后，方可进入预算编审下一流程。通过“一对一”指导，

预算单位进一步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和指标，切实做到科学合

理、与预算相匹配，共完成全县 76 个预算单位申报的 535

个项目绩效目标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审核工作，涉及项目资

金 26.32 亿元，实现了绩效目标全覆盖。三是做实执行阶段

结果应用。对 2021 年全部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实施绩

效目标和预算执行“双监控”，实现财政资金绩效运行监控



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绩效运行监控与预算执行实

质性融合，组织 76 个预算部门对部门本级和下级单位 507

个项目 1-7月份的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集

中监控，涉及财政资金 16.47 亿元。四是做实评价阶段结果

应用。经过长期实践探索，舒城县绩效评价内容不断丰富，

评价范围和层级不断拓展，逐步建立起“政策和项目—部门

整体—政府”“部门自评—财政抽评—财政重点评价”全方

位、多层次绩效评价体系，不断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共 76

个部门均完成部门项目评价和整体评价，实现部门评价全覆

盖。在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全覆盖的基础上，县级按一定比

例抽取 10 个项目支出自评及 5 个部门整体支出自评、3 个部

门评价结果进行抽查复核，书面反馈预算单位抽查复核中发

现的问题，督促指导预算单位整改落实、加强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绩效，并要求部门单位在决算公开中如实公开资金实

际使用绩效。选择 19 个项目（政策）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

价，涉及财政资金 48.45 亿元。通过评价，县财政共发出反

馈通知 19 份，要求部门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收回财政资

金 168.8 万元，收回财政资金 168.8 万元,减少 2022 年预算

安排 1650 万元。

二、存在问题。

2021 年，舒城县大力推进“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随着改革进

入深水区，工作短板也日益显现，但同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和不足：

一是预算绩效管理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我县从事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的人员力量薄弱。少数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认识不足，业务不熟悉。宣传培训、业务交流、调查研究

等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能力建设有待进一步

提升。

二是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开展得不系统、不完整，暂时未能覆盖四本预

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不健全，信息化水平低，绩效评

价结果运用的刚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预算部门对该项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还存在显著差异，有的部门开展绩效

管理工作积极性不够，从事预算管理专业人才匮乏，实施效

果有待提升等。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理念意识。采用多种方式、

多种层次、多种渠道积极开展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工作，

通过培训，不断增强绩效理念，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能力和水

平。

（二）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加快制定政府采购、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重点领域的预算绩效管理办

法，完善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事前

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等各环

节的结果运用，完善闭环管理。



（三）进一步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持续对预算绩效指标

库进行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指标和指标值的设定，并与项

目支出标准和公共服务标准相衔接，逐步实现预算绩效管理

有据可依、有规可循、有尺可量，充分发挥标准在预算编制

和管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四）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机构执业质量监管。进一步

规范第三方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培训、

指导，确保第三方独立开展各项工作。建立第三方评价的监

督和考核机制，考核评估结果与委托服务费用支付以及以后

年度选取承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资格挂钩。

（五）进一步督促指导预算部门和乡镇做好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通过调研、督察、培训等多种方式，督促指导预算

部门和乡镇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的工作，将确保工作质

量，落实结果应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尽快建成“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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