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监察执法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财税[2017]20 号《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清理

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取消收费、履行职

责经费纳入预算。主要用于承担承担全县环境监察、环保执

法、信访查处环境应急等日常运行工作。财政预算内拨款安

排 352 万元，工资福利支出 325.3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

工资 151.78 万元、津贴补贴 78.00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 37.42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7.16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24 万元、住房公积金 35.75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6.6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4.23

万元、印刷费 2.14 万元、水费 0.75 万元、电费 3.19 万元，

邮电费 0.50 万元，物业管理费 1.20 万元、差旅费 4.78 万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70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16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增强本单位绩效意识，改进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

等。

根据《关于印发<舒城县财政支出绩效单位自评操作规

程> 和<舒城县财政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操作规

程>的通 知》（舒绩效办〔2022〕1 号）要求。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负责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应对气

候 变化和减排工作；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指导

协调和 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

管理；负责 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积极配合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项目为本单位自实组织实施，组织开展 2022 年度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达到了预

期绩效目标。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安徽省环保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环境监管网格体系建

设指导意见的函》（皖环函〔2015〕651 号）；《中共六安市

委 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六发〔2018〕33 号）、《关于印发<

六安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宣传工作方案>的通知》（六环

〔2019〕64 号。



（二）项目过程情况。

深入开展“六个专项行动”。加强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严格施工扬尘监管，督促建筑项目单位落 实扬尘防治措施。

加强散煤治理工作，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煤 炭清洁高效利

用。加强“车油路”治理，实施清洁柴油车、清 洁柴油机、

清洁运输、清洁油品行动，开展打击黑加油站流动 加油罐

车专项行动，严控重型柴油货车进城。加强中心城区露 天

烧烤和露天焚烧整治，杜绝县中心城区露天焚烧行为。加强

餐饮服务单位油烟污染治理，确保油烟达标排放。加强“散

乱 污”企业整治，巩固治理成效；提升大气污染精细管理

水平。 健全完善大气网格化监管体制，深挖大气污染精准

监测系统效 能，创新监管方式，推进测管联动，形成工作

合力，构建一般 问题实时反馈、严重问题联合执法、疑难

问题综合调度的三级 指挥调度体系，提升应对多元化污染

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三）项目产出情况。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预算执行支出通报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8〕560 号）、《六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六安

市直部门预算执行支出进度通报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

96 号），严格执行相关财经法规、制度等规定。项目总成本

352 万元。

（四）项目效益情况。

有效控制和减少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后续

的整改投入；保障县委县政府决策有效执 行落实，改善人



居环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根据县财政部门文件精神；一是建立起了预算绩效管理

制度框架；二是在推进实施过程中紧紧抓住了“事前、事中、

事后”三个关键环节，事前重在扎紧关口、事中重在监控纠

偏、事后重在评价问效，实现了预算绩效管理的全方位、全

过程、全覆盖；三是加强编制人员的业务能力。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目标管理体系不够健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体系

还 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缺乏具有战略性、创新性的统一合

理的目 标管理体系。没有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管理体系

的建立，就 无法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有效性。

2.绩效评价体系设置不科学。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是绩

效 评价，目前在绩效评价指标的设定上还缺乏足够的量化

指标，财政预算绩效评价考评指标的设定还仅仅停留在“面”

上，没 有挖掘出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中目标对象间的内在共

因和个体差 异，进行有效的定性、定量分析，绩效考评指

标生硬缺乏灵活 性，考评模式也不够多样，从实践和理论

上都还不够成熟，不 能有效考评目标单位的真实预算执行

力等。地方预算绩效的考 评仍然具有单一性和随意性，缺

乏量化的分析队伍和测评体系 标准，缺乏合理的分析测评

和精确的测评数据支撑。

七、有关建议

1、加强各级部门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制。预算绩



效要做到可信、真实，预算绩效开支不合规，要问责支出部

门领导 责任，采取实实在在惩治措施，依法有效进行预算

绩效管理工 作，让财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

2、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的公开力度。财政预算管理要以

适当的渠道部分公开，要接受公众监督，这样对预算绩效工

作效率的提高肯定效果明显，通过一定的渠道公开接受有关

部门和公众的监督，也能更好的督促部门预算执行单位重视

和加强对部门预算更合理的开支，更有效的管理，相互影响，

共同促进。要以制度为保障让公众知晓政府预算绩效的执行

情况，让公众最终真正参与到政府预算的监督。最终使公众

知晓资金的去向， 资金运用效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资

金是否真正发挥了应有的效益。

3、预算绩效管理机构设置和人才队伍培养要切实加强。财

政预算绩效管理迫切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实施。旧

的 预算管理机构和部门设置已经不能适应财政资金绩效管

理的要 求，需要由有效的机构和精干的人才队伍去实施这

项工作。只 有这样，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才能向精细化、科

学化、专业化方 向发展，财政预算绩效考核的目标才能得

到有效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