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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发布，这是中央审议通过的首个关于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对这项工

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全新要求。

《意见》提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标志着预算绩效管理从探索试点阶

段向全面实施阶段的转变。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对于在实践中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好预

算管理、政府绩效管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

束有力的预算制度，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从当下来看，既坚持把握了现行

预算绩效管理中的问题导向，也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促进

各级政府有效地配置财政资源，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产出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从长远来言，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带来政府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政府效能提升，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首先是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层次，《意见》首次将政府收支预算

全面纳入绩效管理，目的是逐步提升绩效管理层级，在更高层面统筹和优化资源配置，更注重宏观

调控，着力支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重点领域改革，确保财政资源高效配置，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其次是部门和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层次，目的是提高预算统筹能力，提升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强化

单位和部门支出责任。最后是政策和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层次，这是预算绩效管理最基础的对象，预

算绩效管理也是从政策和项目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开始，一步一步向更高级延伸，从数量、质量、时

效、成本、效益等方面综合衡量、追踪问效、动态管理。 

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就是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

果有应用这四个环节。为做好新出台重大政策、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工作，《意见》引入事前绩效

评估机制，作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一个前置环节，在预算编制时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这样就形

成了真正意义上贯穿预算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管理体系。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全面设置部门和单

位整体绩效目标、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突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

象满意度等多维综合评价，同时在执行进度中实行“双监控”，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建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意见》在一般公共服务预算绩效管理中首次提出了“收入绩

效”的概念，并将收入绩效提升到与支出绩效、政策绩效相同的地位，对收入绩效、支出绩效、转

移支付绩效强调了关注的重点，也把绩效管理扩展到涉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的领域，如政府

投资基金、主权财富基金、PPP、政府债务项目等；同时，将预算绩效管理从单一的一般公共预算

绩效管理延伸至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实现财政“四

本”预算绩效管理的“全覆盖”，加强“四本”预算之间的衔接。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一次崭新的国家治理价值体系建设之路，凸显了绩效的理念和价值。

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绩效理念和价值贯穿于打造高效、责任、透明政府的自

始至终，确保预算绩效管理延伸到广大基层单位和社会公众，牢固树立绩效理念，强化绩效意识，

营造绩效氛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从而推动国家治理迈

入绩效新时代。

国家治理迈入绩效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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