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支付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省财政厅和市财政局要求改进财政支付工作的实施意

见, 由舒城县财政局组织实施财政支付平台升级改造项目,该项

目内容主要是进行财政的电子化支付 、财政专网建设和财政机

房改造等，实现财政电子支付安全快捷，财政专网安全可靠，财

政机房升级换代更新适应工作需要。年度预算数为 400 万元，全

年执行数为 399.7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体目标：实现财政电子支付安全快捷，财政专网安全

可靠，财政机房升级换代更新适应工作需要。

2022 年度绩效目标有：提高财政资金支付效率，提升财政

管理水平 ，确保财政支付工作平稳运行，电子支付安全有序。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的目的：本项目评价的目的是了解财政支付平台升

级改造工作专项经费支出的绩效状况，为今后预算资金安排提供

决策支持，进一步增强我局对专项经费支出管理能力，优化支出

结构，保障我局良好的资金运行状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绩效评价的对象：财政支付平台升级改造工作专项经费。

绩效评价的范围: 财政支付平台升级改造工作落实情况。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等

绩效评价原则：科学公正、激励约束、公开透明。

评价指标体系：原则上执行率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预算

执行率为 10%，一级指标是产出指标 50%，效益指标 30%，满意

度指标 10%。

评价方法：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准确对应二、三级指标，

按照指标的重要程度等综合因素，准确对应年度指标值和实际完

成值。

评价标准：2022 年度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

法标准进行得分，完成率达 100%。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为了做好绩效评价工作，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切实提

高专项资金的使用绩效和管理水平，我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领

导小组，对 2022 年财政支付平台升级改造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实

施绩效自评。

1.认真开展前期工作

我局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熟悉相关政策规定，领会绩效

评价文件精神。

2.认真制度评价方案

绩效评价方案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绩效评价工作的质量，我局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及特点制度出一套与项目绩效目标关联度

高、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绩效评价指标。

3.认真开展绩效评价

为确保绩效评价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成效，我局认真组织开



展了绩效评价，并按照要求如实填报数据、认真开展自评，经过

对比、分析，形成 2022 年度财政支付平台升级改造工作专项经

费绩效自评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 2022 年年初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对照设定的绩效目

标及指标值，决策依据及决策程序上符合相关规定，该项工作经

费及时到账，专款专用，相关管理制度完备，并能严格遵守，除

客观因素影响外，该项目工作经费年度绩效目标全部达标，项目

产出和效果良好。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立项依据:省财政厅和市财政局要求改进财政支付工作的

实施意见 。

2.项目目标:提高财政资金支付效率，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

确保财政支付工作平稳运行，电子支付安全有序。

3.预算构成与分配情况：软件维护费用 399.7 万元。

（二）项目过程情况

1、投入。结合单位实际，合理编制项目预算报预算审批，

做好资金使用规划，确保在项目开展之前，资金到位。

2、过程。财政支付平台升级改造工作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大

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落实中所需的办公费、印刷费、会议

费、培训费、业务委托费、其他交通费用等支出。我局严格执行

财务管理制度，做好预算管理、支出审核、运行监控、监督检查。

（三）项目产出情况



数量指标：1、财政电子支付平台单位数 292 个。

质量指标：确保财政支付工作平稳运行，电子支付安全有序。

时效指标：2022 年项目改造实施 100%完成。

成本指标：软件维护费≤400 万元，实际执行 399.7 万元。

（四）项目效益情况

经济效益指标：预防和减少网络故障等原因造成损失成效明

显。

社会效益指标：提高财政资金支付效率，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成效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采用电子支付，减少纸张等资源浪费成效明

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对支付平台电子化工作服务质量的影响程

度较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舒城县财政局在实施财政支出绩效预算管理工作中，强化项

目管理和强化资金管理，一手抓制度建设，全面规范专项资金管

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一手抓资金监管，建立全方位、多层次

的监督管理。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绩效目标设定没有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论证，缺少

系统性、科学性依据，导致在绩效目标执行时存在一定的偏差。

七、有关建议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