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城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2022 年度县级储备粮油费用补贴绩效评价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舒财秘[2023]25 号《舒城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

预算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单位

组织人员积极开展了“2022 年县级储备粮油费用利息补贴”的

绩效评价的工作，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

2007 年 10 月 9日，舒城县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建立

县级粮食储备的批复》（舒政秘[2007]130 号），2008 年 9 月

27 日，舒城县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建立县级油脂储备的批复》

（舒政秘[2008]113 号），此项目正式确立（储备粮 3000 吨，

储备油 100 吨）。2009 年舒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

印发《舒城县县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的通知》（舒政办[2009]74

号）。2009 年 9 月 14 日，舒城县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增

加县级粮食储备规模的批复》（舒政秘[2009]97 号），2015 年

8 月 5 日，舒城县人民政府下达了《舒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增加

2500 吨县级粮食储备的批复（舒政秘[2015]131 号），舒城县

储备粮规模由原有的 3000 吨，增加至 7500 吨，2021 年 9 月 16

日舒城县人民政府下达了《舒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增

加县级粮食储备规模工作的通知》（舒政办[2021]14 号），两



年内新增县级原粮储备规模 11300 吨，成品粮储备规模 500 吨。

其中 2021 年落实新增原粮储备规模 6000 吨，成品粮储备规模

500 吨；2022 年落实新增原粮储备规模 5300 吨。

2.立项目的

该项目属于专项业务费、社会发展性项目，主要致力于保

障我县用粮安全。

3.项目内容、执行标准和实施期限

按照立项依据要求，2021 年 12 月底我县县级粮食储备数量

为 13500 吨，县级成品粮储备数量为 500 吨，县级油脂储备数

量为 100 吨，该县级储备粮油贷款利息及费用等补贴资金列入

县财政预算管理。其收购所需资金由舒城县城关省级粮食储备

库向县农发行申请贷款解决，贷款方式采用信用贷款，利息按

农发行当期贷款利率据实计算。项目实施期限为一年。

4.资金使用情况

该项目年初预算安排资金 294.5 万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日县财政据实计算下拨资金294.5万元，单位实际支出294.5

万元。

5.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为完成对县级储备粮食的管理，舒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

发了《关于印发《舒城县县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同时按照“布局合理，交通便利，有效调控”的原则，选择具

备较好仓容、硬件设施完善、进出库方便的舒城县城关省级粮

食储备库、安徽新素宝粮油收储有限公司、舒城县新贸商贸有

限公司和舒城县班记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代储点。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

本项目是我县一项民生工程，通过加强对县级储备粮的管

理，确保我县县级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备安全，调

的动，用的上，确保我县用粮安全。

2.项目预期目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已经完成预期目标，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位。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县储粮食数量、成品粮

数量、油脂数量

原粮 13500 吨成品

粮 500吨油 100吨

原粮 13500 吨成品

粮 500吨油 100吨

质量指标 县储粮油质量合规性 合规 合规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及时率 及时高效 及时高效

成本指标 保管、利息费用 ≤294.5万元 294.5万元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政府应急效率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储备粮后续保障情况 可持续性高 可持续性高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公众及有关部门满意

度率
≥95% ≥95%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通过对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的评价，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强化完成工作的动力。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

准等。

财政绩效评价涉及财政收支的方方面面，包括了从财政预算



到预算执行再到财政决算的全过程。从财政收支的特点出发，

在开展财政绩效评价时，遵循以下原则：服务政府职能原则；

规模适度原则；社会效益原则；合法性原则。通过查阅相关立

项审批文件、相关制度、明细账、会计凭证、预算批复和绩效

目标等资料。

本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如下：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数据填报和采集

做好统计，按照既定制度进行指标评价。

2.社会调查

统计农户、社会评价、相关部门互动情况，注重长期跟踪。

3.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

将前期收集资料进行整理，按照相关指标进行评价总结，

结合预期目标形成总结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2 年度县级储备粮食费用补贴项目财政支出资金管理规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入指标（10分） 资金落实（10 分） 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10 分） 实际完成数（10分）

质量指标（10 分） 质量达标率（10分）

时效指标（10 分） 完成及时率（10分）

成本指标（20 分） 项目支出金额294.5万元以内（20分）

效益指标（30分）
社会效益指标（15分） 保障政府应急使用率 100%（15分）

可持续影响指标（15分） 稳定且可持续（15 分）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 分） 公众及有关部门满意度率（10 分）



范，管理基本到位，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较好的

完成了计划目标。该项目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整体发挥的

社会效益明显，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我县用粮安全，

综合评价得分 100 分，评价结果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立项规范性指标情况分析

该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

合相关要求 。

2.预算资金执行率指标情况分析

通过对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的查阅，2022 年度我单位计划

投入项目资金 294.5 万元，县财政局实际拨付资金 294.5 万元，

资金执行率为 100%，故得分为 10 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1.业务管理指标情况分析

我单位已制定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

规、完整。

2.财务管理指标情况分析

我单位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采取了相应的项目

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项目质量可控。

（三）项目产出情况。

1.产出数量指标——实际完成率：绩效目标为 100%，实际

完成 13500 吨原粮储备、500 吨成品粮储备、100 吨油脂储备，

实际完成率为 100%，故该项得分 20 分；



2.产出质量指标——质量合规性：绩效目标为合规，实际

入库稻谷为当年生产的新粮，质量达到了国家三等粮标准，质

量合规，故该项得分 10 分；

3.产出时效指标——完成及时率：绩效目标及时高效，实

际在年底之前按照计划已完成，故该项得分 10 分；

4.产出成本指标——项目支出金额控制在294.5万元以内：

绩效目标为项目资金控制在 294.5 万元以内，实际支出 294.5

万元，控制在 294.5 万元以内，故该项得分 10 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1.经济效益指标——经济效益：绩效目标未设定，实际该

指标评价为“效益较大”；

2.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绩效目标保障政府应急效

率效果明显，实际指标评分为“效果明显”，故该项得分 15 分；

3.生态效益指标——生态效益：绩效目标未设定，实际指

标评分为“效益较大”；

4.可持续影响指标——可持续影响：绩效目标为可持续性

高，实际指标评分为“可持续性高”，故该项得分 15 分；

5.项目满意度指标——公众及有关部门满意度，通过电话

问卷方式，对项目满意度进行调查，经过汇总有关调查信息，

满意度达 95%，故此项得分为 10 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在编制预算与执行中，我单位将尽可能地尽量做到科学、

合理的分配。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绩效评价是一项开展不久的工作任务，项目支出运行

实践经验还欠缺，我单位相关人员配备还稍显不足，相关制度

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七、有关建议

该绩效评价结果可用于以后年度预算资金安排，评价结果

可以公开。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舒城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023年 4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