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城县预算绩效工作 2023 年工作总结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

上级财政部门的支持指导下，舒城县财政局进一步牢固树立

预算绩效管理理念，积极施为，开拓创新，稳步推进全面预

算绩效管理，始终践行“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

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

链条预算管理模式，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的总体目标

全过程管理。通过近年来的探索与实践，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方位格局已经形成，全过程链条基贯

通，全覆盖体系不断健全。

一、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成效及主要做法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以来，舒城县在夯实制度基础、

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扩大管理范围、创新工作方法、狠

抓管理环节、注重结果运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建章立制夯实基础，构建“全方位”

出台《舒城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舒城县预算绩

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舒城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舒城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舒城县

2023 年度财政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舒城县 2023 财政绩效自

评和部门评价抽查复核工作方案》等管理环节的指导性制度

文件，规范绩效管理环节操作流程，明确规定预算资金实行



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开展财政重点评价，

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实现“全覆盖”

从项目支出逐步扩大到专项支出、部门整体支出、政策

支出等预算支出类型；从县直主部门延伸到乡（镇）资金使

用终端，逐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扩围升级，从而实现所有支

出类型、所有预算资金、所有预算单位全覆盖。建立预算调

整与绩效目标调整同步机制，将绩效目标申报与年初预算编

制和年中预算调整完全融合，实现绩效目标审核不合格则预

算不安排，绩效目标全覆盖。一是 2023 年县财政局组织预

算部门和单位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价 12 个项目，金额 7.11 亿

元；开展了 2022 年度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评价范围

涵盖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投资基金、上级转移支付、PPP 项目

等，全县 96 个部门、107 个单位，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绩效自

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绩效自评涉及 1466 个，项目资金总额

40.43 亿元，整体支出评价总额 54.34 亿元。二是开展了重

点绩效评价项目 14 个，包括 2 个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县直

和乡镇各一个），1 个社会购买服务项目、1 个社会保险基金

项目、1 个专项债项目、1 个政府投资基金项目、1 个 PPP 项

目、1 个转移支付项目、1 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5 个一

般公共预算项目，涉及金额 4.96 亿元。邀请第三方积极参



与重点项目绩评价，面对时间紧、任务重、人手缺的困境，

加班加点工作，克服困难，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厉

行节约”原则，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本次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

作。通过本次重点绩效评价，提出了全额资金支持、部分资

金支持和不予资金支持的合理化建议，县财政局共发出反馈

通知 14 份，要求部门和单位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调减下

年预算 1800 万元，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客

观公正”的预算编制总体原则，为提升县级部门预算编制的

科学性、准确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对重点项目绩效评价中，我们对发现的问题，逐一与

项目单位进行反馈核实，压实责任，问题整改机制逐步夯实。

多管齐下督促问题的整改，推动部门和单位从“重资金争取、

轻资金管理”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观念转变。

对于本次重点项目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已经全部得到整

改。

（三）严格遵守提质增效，贯穿“全过程”

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

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绩效管理全过程

闭环管理。一是将绩效目标申报与部门预算编制结合。单位

在部门预算系统中同时完成预算编制和绩效目标申报，践行

“绩效目标审核不合格，则预算不安排”的标准。在 2023

年预算编制中，由局预算股，绩效股及各支出股室人员组成



审核小组，对预算单位入库项目逐一审核，主要对绩效目标

完整性、规范性、合理性进行集中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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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下一个流程，通过“二上二下”审核流程，将预算资金审

核与绩效目标审核同步。二是实行绩效运行监控与部门预算

执行双结合。将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项目实施进度与预算

执行进度动态结合，对于资金使用偏离绩效目标的及时预警

纠偏，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三是将评价结果与

下年预算安排结合。将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

审查的佐证资料，预算资金安排、政策调整与评价结果挂钩。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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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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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预算绩效管理延伸至资金使用终端。县财政局

主动向县政府和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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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不断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

度，2023 年初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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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重点评价结果随同部门决策同

步公开，通过公开，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关注财政资金使用效

果。实现财政和审计资源共享。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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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共

性指标、个性指标动态维护机制，规范预算绩效指标库管理。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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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绩效指标“事前

用的明白，事后评的清楚”。

（六）是加强学习培训，提升能力水平。

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绩效业务培训，并组织开展财政

相关股室、预算单位经办人员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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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绩效管理理

念，提升了预算绩效管理能力和水平。

二、存在问题

2023 年在工作中取得积极成就，但同时存在一些问题和

不足：

（一）预算绩效管理基础进一步加强。我县从事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人员力量较为薄弱，少数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认识不足，专业人才紧缺，存在“人少事多”的矛盾。

（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的不系统、不完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建设不健全，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的刚性有待进一步加强，有

的部门和单位对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积极性不够。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理念。扎实开展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运行监控等工作，促进预算

绩效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观念意识。加强对预算绩

效管理的宣传，引导部门、单位牢固树立绩效管理主体意识，

改变以往“重分配，轻管理，重使用，轻绩效”的认识,在

绩效评价中强化“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预算管理理念，

提升预算管理能力和水平。

三是着力提升预算绩效管理专业水平。将绩效管理机制

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总结、反馈全过程，加强事前绩

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绩效评价与评价结果应

用，完善闭环管理。

四是加大培训力度。尽可能提升现有人员队伍专业水

平。通过专题会议、专业培训、重点评价等方式，加强对现

有人员队伍的专业指导，逐步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人员专

业水平。

五是加强对第三方机构执业质量监管。规范第三方参与

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对第三方评价监督和考核机制，督促第



三方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舒城县财政局

2023 年 1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