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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

2020 年，勐海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共西双版纳州委 西双版

纳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西发

〔2019〕11 号）文件要求，不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稳步推进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确保了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

和有效性，一年来结合我县实际，我局认真组织全县各部门（单

位）开展了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现将 2020 年 1-12 月绩效管理工

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基础工作

1.组织保障。根据海办字〔2020〕13 号中共勐海县委办公室

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勐海县财政局职能配置、内设

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要求，2020 年新的机改后将绩效

管理股合并设立了会计监督评价股，实有人数 4 人。同时成立了

财政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会计监督评价股，为全县绩

效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2.制度建设。一是制定工作制度。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相关要求，2012 年以来不断修改完善并出台了《勐海县财

政局 勐海县监察局关于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意

见》(海财绩字〔2013〕12 号)、《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勐海县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财绩字〔2016〕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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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县级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财绩

字〔2016〕17 号）、《勐海县中介机构参与财政支出项目绩效

评价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海政办发〔2016〕38 号)、《勐海县

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暂行办法的通知》(海财绩字〔2017〕17

号)、《勐海县县级预算绩效跟踪暂行办法的通知》(海财绩字

〔2018〕7 号)、《勐海县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内部工作规程》及

《勐海县财政局 2020 年县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审核工作方案》

（海财绩字〔2020〕9 号）等文件和制度；二是认真贯彻落实《中

共西双版纳州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意见》（西发〔2019〕11 号）文件，并推进出台《勐海县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此项工作正在征求意见

中；三是按照省、州级下达相关的工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初

步建立完善了全县指标体系建设，同时以财政扶贫动态系统为依

托建立了分部门分行业的指标体系，如文教卫及民生关注部门的

学生资助补助、公共文化建设项目、困难群众救助项目、医疗卫

生服务项目建设等体系。

3.信息系统。推进应用云南省地方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及财

政扶贫动态监控平台两个系统，同时监督和督促好部门及单位做

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4.绩效业务培训方面。一是为提高部门（单位）绩效管理工

作，我局在勐海县 2021 年部门预算编制布置会议上，聘请专家

老师系统从理论到实操业务培训，并结合部门（单位）目标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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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监控及自评审核等绩效管理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为加

强财政审核性工作，我局组织局各股室相关业务人员结合“云南

省地方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及财政扶贫动态监控平台”两个系统

进行审核性培训。

（二）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为了进一步规范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以绩效目标为导向强化

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预算绩效目标范围从一般公

共预算拓展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基金预算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四本预算。2020 年预算绩效目标共申报管理资金 271598.38 万

元，占项目资金 100%，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97857.56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 69416.9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县级 4323.8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一般公

共预算管理。绩效目标已在部门单位门户网及财政局门户网双公

开。

（三）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

根据新《预算法》的要求，我县制定了县级预算绩效跟踪管

理暂行办法，突出绩效监控的核心要求，改变过去只注重支出进

度和执行进度的局面。一是根据扶贫资金绩效管理要求于 2020

年 5 月组织开展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跟踪，涉及资金额 19924.68

万元，项目数 169 个，二是组织开展全县县级资金绩效跟踪运行

监控工作，涉及资金额 80971.67 万元，项目数 803 个；二是直

达资金绩效运行监控工作，涉及资金额 40481.42 万元，项目数



- 4 -

121 个；三是组织部门（单位）31 个，开展直达资金涉及资金

40481.42 万元、项目 126 个，各相关部门及时发现执行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确保财政资金的最佳使用效益，保障绩效目标的如期

实现，为进一步做好绩效评价奠定了基础。

（四）预算绩效评价管理

1.把握预算绩效核心环节，着力提升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一是抓好部门自评，提升工作质量，实现应评尽评。2020

年组织预算部门对 2019 年县本级财政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自

评项目数 1037 个，预算单位 65 个，涉及项目资 135573.37 万

元。为推进整体绩效评价工作，2020 年对主管部门及预算单位

开展了整体支出自评，涉及 65 个预算单位，涉及金额 262574.15

万元。

二是组织全县部门（单位）开展 2019 年扶贫资金绩效自评，

涉及 37068.72 万元、资金 231个项目 。

二是组织做好 2020年县产粮大县资金及 2018年中央及省级

彩票专项公益金绩效评价自评（其中：产粮大县 2051 万元、涉

及 15 个项目，中央彩票专项公益金、涉及评价金额 125 万元、4

个项目）。

三是做好财政评价工作。我县财政部门引入第三方在部门

(单位)自评的基础上开展了绩效再评价及自评抽审工作。绩效再

评价选取 3 个部门整体支出、10 个项目和 1 个政策性项目，涉

及资金 63627.16 万元，评价类型涵盖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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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和政策性绩效评价。为提高部门绩效自评工

作质量，加强评价结果运用，抽取 86 个项目，20 个部门单位整

体支出绩效进行审核性工作。

2.拓展评价结果运用方式，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积极推进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一是及时反馈评价结果，财政

部门根据评价结果下发整改通知书，被评价单位及时做出整改，

并将整改结果反馈财政部门；二是公开绩效信息，加强社会监督，

按照政务信息公开的原则，要求部门及时公开绩效评价结果，提

供预算绩效信息的透明度，财政部门重点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率

达 100%；三是及时将评价结果报送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

协、纪委、审计相关部门，为人大预算监督、政府决策提供重要

依据。

二、对评分表中每项自评得分的说明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分值 100 分，自评 95 分，具体评分

情况说明如下：

（一）截至 2020 年底的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分值 12分，自

评 12 分。

（二）绩效评估管理。分值 10 分，自评 10分。

（三）绩效目标及运行监控管理。分值 30 分，自评 27 分。

因报年初预算时绩效目标还未同报人大批复此项工作正在推进

中，扣 2 分；开展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工作因县级资金已全覆盖开

展，上级财政性资金已组织部门（单位）开展扶贫资金、产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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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资金、彩票公益金及直达资金等开展监控管理工作，扣分原因

没有达到全覆盖，扣 1 分。

（四）绩效评价管理。分值 29分，自评 28分。开展绩效评

价(含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支出金额

39244.72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支出总额 61913.75 万元×2 分

=1 分 ,没有全覆盖扣 1 分。

（五）绩效信息公开及其他。分值 19分，自评 18 分。因《勐

海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正在征求意见

中，还没有形成正式方案，扣 1 分。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县绩效管理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按照预算绩效一体

化管理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一）绩效管理保障体系不够建全，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认识不到位。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涵盖全县预算单位，覆盖四本预算，贯穿

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不是靠

某个部门、某个股室能够完成的。预算部门没有专门的绩效管理

机构，内部协调难度大。由于资金项目有小、散、构成较为复杂

的特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量很大，部门往往疲于应付，对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学习研究不够，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量难以提高。

（二）部门（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不

够，激励约束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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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虽然采取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

安排相挂钩等一系列工作措施，但离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还

有很大差距，在具体的试行过程中还有许多实际问题和具体措施

需待进一步解决完善。特别是在财力薄弱的情况下，部门开展绩

效管理工作的积极性不高。目前，各部门各单位虽然比之前更重

视这项工作，但没有从“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预算部门

开展绩效管理工作的主动性不够。

（三）预算绩效管理技术力量不足、信息支撑薄弱。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是一项全新的财政管理工作，专业性和技

术性强，当前外部机构提供的预算管理专业服务，特别是绩效评

价工作的服务，由于受到基础数据缺乏、专家资源有限、从业人

员能力不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成果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成果的

实践性、可操作性不够，专业服务价值不高。而预算部门内部由

于缺乏专业人才，自评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在指标体系设立和信

息搜集过程中，由于部门尚未自上而下建立起绩效类的考核指

标，缺乏信息共享平台，基础信息难以搜集，导致评判指标和标

准缺乏可比性，绩效评价难度大。且由于没有实现预算管理与绩

效管理信息化建设同平台、同标准、一体化，绩效管理很难真正

融入到预算管理全过程中。

四、今年下一步工作计划

围绕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健全管理工作机制，各负

其职明确责任，充分利用好云南省扶贫动态系统及云南省地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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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标准化管理平台，组织管理全县项目实施单位负责制定目标及

填报工作，审核及督促好按照“谁用资金，谁负主责”原则抓好

项目实施单位财政性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绩效跟踪及绩效自评管

理的责任落实。

（一）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为全面推进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以目标

为导向，进一步加强预算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开展绩效评估管理

工作，积极探索推进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组织相关专家或第三方

机构等开展绩效目标审核。

（二）继续强化绩效运行监控、财政评价、财政及部门（单

位）自评审核工作。

按照“谁主管、谁使有、谁负责”的原则，各预算主管部门和

预算单位是预算绩效管理的主体，以目标为导向，选取重大、民

生项目加强再评价及财政、部门（单位）自评审核性工作。

加强绩效业务培训。一是财政部门及部门（单位）通过审核

方式起到以审核代训的目的，从而提高部门单位绩效管理。二是

建议各预算单位采取业务培训、考察交流、现场指导等形式，加

强绩效评价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积累经

验，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和绩效自评工作质量。

（三）建立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反馈运用机制。

在结果运用机制上将绩效目标事前绩效评估结果应用于预

算编制，财政和部门评价结果应用于预算安排、完善政策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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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绩效运行监控中偏离绩效目标和预算执行进度较差项目

及时整改；同时将扩大公开范围，利用各种媒体形式主动宣传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将预算绩效结果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自

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