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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是绩效目标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绩效目标编制环节中最为

困难的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绩效指

标具有个性化，几乎没有两个项目可

以设置完全相同的绩效指标，每个项

目的绩效指标都具有很强的项目自身

独特属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绩效指标

是项目实施内容的高度概括，要从复

杂的项目中抽离出可以用于判断项目

完成质量好坏的关键性指标，存在着

不小的难度。然而，除上述两个原因

外，在绩效指标的实际编制环节中，

还有一个问题容易被人忽视掉，那就

是绩效指标的编制其实是有其内在逻

辑的，如果没有找到绩效指标编制的

内在逻辑，也会对指标的编制造成很

大的困扰。

绩效目标的拆合与补充是绩效目

标实际填报过程中两种较为常见的指

标逻辑，两个逻辑一个在做减法，一

个在做加法，看似有些矛盾，但是两

种方式的侧重点不同，所要表达和反

映的内容也不同。在实际工作中，往

往会出现同一个绩效目标表中两种方

式共存的情况，如果没有搞清楚各自

的使用逻辑，在填报工作中必然会遇

到很多的问题。本文仅对两种方式作

出简单介绍，希望对填报绩效目标表

能有一定帮助。

什么是指标的拆合呢？譬如有

一个项目的目的是截至2020年修建

三条一级公路，如果直接根据指标

本身的特点将这个项目拆分成：数

量指标——修建公路的数量（指标名

称）——修建三条公路（指标值），质

量指标——修建公路的质量（指标

名称）——一级（指标值），时效指

标——修建完成公路的截止时间——

2020年12月31日（指标值），那么如

果到2021年开展绩效评价时，发现

这个项目没有能够顺利完成，如只完

成了两条一级公路，或是三条二级公

路，又或者在时间上超时了，三条公

路不是2020年完成的，而是2021年

年初完成的，那么这个项目的实施情

况的绩效评价就变成了比较究竟是二

条一级公路的完成效果比较好还是三

条二级公路的完成效果比较好，究竟

是应该注重工作的时效性还是注重工

作本身的质量呢？这实际上最终就变

成了比较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

指标本身哪个比较重要，这样的比较

无疑会给实际绩效评价工作的人员带

来很大的困惑，因为这几个指标本身

其实都很重要，很难说出孰轻孰重，

而且不同的评价人员可能得出的结论

也并不完全一致，这隐含着什么样的

逻辑呢？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看似并

列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

标”“成本指标”等等指标，其实之间

是存在交集关系的，也就是说，一个项

目是要同时满足上述所有指标的条件，

才能视为真正实现了项目的绩效目标，

而对于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定义完整而

没有交集关系的指标，是不能够进行

拆分的，而应该将该指标独立的设置

为一个指标。以上述修公路的指标为

例，应该将这个指标合并在一个指标

内：数量指标——在2020年底完成一

级公路修建的数量（指标名称）——

三条公路（指标值），质量指标——

在2020年底完成三条公路的质量（指

标名称）——一级（指标值），或时效

指标——完成三条一级公路的截止时

间（指标名称）——2020年12月31日

（指标值）等等。在这里，无论是“2020

年”“三条”还是“一级”都不能进行拆

分，这是因为这三者都是对公路的限

定内容，只有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

完整定义修建公路的标准，如果进行

拆分，就是对三个标准的割裂，必然会

导致几个标准之间的相互比较。

那么,为什么容易出现指标拆分

欠妥的情况呢？这是因为绩效目标表

上的二级指标包括“数量指标”“质量

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经济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环境效

益指标”等不同的指标类型，填表人

会主观倾向于直接根据指标特性将项

目按照上述的几个维度进行分解，使

表格填写的更加充实完整，在这种主

观因素影响下，很容易出现上述拆分

绩效指标编制的拆合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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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妥的情况，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

在有些情况下，项目的指标是不能够

直接进行拆分的，那么究竟绩效指标

在什么时候应该整合，什么时候应该

拆分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譬如计划

要生产50条以上等级在三级以上的

钢材（假设钢材按照一、二、三、四

的等级进行划分，以一级钢材为最

优，四级为最次），那么这时候就可

以对这个项目指标进行拆分，可以写

成：数量指标——钢材的产量(指标

名称)——大于等于50条（指标值）；

质量指标——钢材的质量等级（指标

名称）——大于等于三级（指标值）。

这里同时对生产的钢材预设了两个条

件，即实际需要的钢材既要满足于数

量指标，即产量在50条以上，也要满

足质量指标，即大于等于三级。在评

价时其实是对两个条件取了交集，如

果任何一个指标不满足，在评价时都

可以对该指标的分数予以相应扣减。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出现了两个条件

取交集的情况，在一个统一的指标下

已经难以包容下两个不同维度的指标

了，所以必须对指标进行拆分。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简单的

总结下拆分的几个前提：一是指标本

身是有一定弹性区间的，即指标值并

不是要以完成固定值为必须，而是存

在一定选择弹性空间。譬如上述例子

中的钢材在符合“等级在三级以上”

的规定的条件下，可以有一级、二级、

三级等不同等级的选择，但是上述例

子中的一级公路就不能进行选择了，

这是因为公路的等级本身已经限定

了，如果修建二级或更低层级的公路，

则视为不达标。二是指标本身的属性

决定了指标是可以分割的。在财政部

所设定的指标分类中，将“数量”“质

量”“时效”“成本”等指标进行了分割，

这里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条件，就

是这些指标本身是可以分割的，但在

有些情况下，指标本身设定了一个完

整的定义范围界限，在设定之初就决

定了其不能分割，只能合并成为一个

指标。

为什么质量指标、时效指标经常

不能拆分，但是其他的数量指标、成

本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

标又常常可以拆分呢？这是因为产出

指标都是量化的、具化的指标，一般

都需要看的见、摸得着，而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本身是虚化的指标，往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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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托在实体物之上，才能实现指标

的具化。质量指标和时效指标因为本

身是虚化的指标，所以需要“依托”于

数量指标、成本指标等实体指标之上，

而其中又因为数量指标包含的范围最

为宽泛，几乎所有量化的指标都可以

算作数量指标，所以往往成为了其他

几个指标“依附”的对象，而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等指标，属于效益指标，本

身并不以实体物为必要，所以可以单

独存在。当然，这种“依附关系”的前

提条件是质量、时效等指标需要实体

化，成为数量指标的限定要素时才能

成立。为什么“生产50条以上等级在

三级以上的钢材”这个例子中数量和

质量进行了拆分，质量指标单独成为

了一个指标呢？在这种情况下，质量

指标并没有转化为实体性指标，而是

因为其本身存在一级、二级、三级等

多种不同的选择空间，在单一的数量

指标之下难以完全反映出来，对质量

指标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情况进行拆

分，可以实现不同条件钢材的分类管

理，将符合条件的钢材全部囊括在内。

除了上述绩效指标的拆合关系

外，在绩效目标实际的填报工作中，

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指标的

补充。

什么是指标的补充呢？譬如有一

个培训，计划一年培训300人次。通

常情况下，很多人都会在绩效目标表

上填写成：数量指标——年培训人

次（指标名称）——大于等于300人

次（指标值），这个指标确实反映了培

训的力度，但是这里的300人次所反

映的信息量确实非常有限。因为这里

的培训人次不管是300人、400人或

是更多人，其实都很难通过数字本身

反映出培训部门的努力程度，审阅绩

效目标的专家和公众并不清楚这里的

300人次对于这个培训部门而言，究

竟意味着什么，这个指标应该再配上

其他的几个数量或质量指标，才能更

好的反映项目的不同面，如可以增加

“数量指标——培训结业人次（指标

名称）——**人次”，通过培训结业人

员的数量可以侧面反映培训的效果；

“质量指标——单位人员参训率（指标

名称）——**%”，通过反映计划培训

人员占单位应培训人员的比例可以反

映培训的覆盖面等等。这些其他增加

的指标，就是对原有单一的“培训人

次——大于等于300人次”指标的补

充，通过设置这些补充指标可以更好

反映项目的完成效果。

再如，计划检查300个农民职业

培训班开课的情况，如果仅仅填写

成：数量指标——检查走访农民培训

班的数量（指标名称）——300个（指

标值），这样虽然体现了检查工作的任

务量大，工作辛苦，但是同时也会让

人产生疑惑，这种检查工作的效果和

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

要同时增加其他的一些相关指标：质

量指标——检查走访农民培训班的覆

盖面（指标名称）——**%（指标值），

可以通过检查的覆盖面情况知道检查

工作的力度，时效指标——发现问题

后向相关部门及时反映天数（指标名

称）——**天（指标值），通过发现问

题后向相关部门反映时间的快慢情况

可以知道工作的积极主动性等等，这

样才能让审阅绩效目标的专家和公众

对检查工作本身的质量情况有一个更

好的了解。

为什么要设置补充指标呢？这是

因为绩效目标表所填写的内容往往是

一些零散的点，审阅绩效目标的专家

和公众由于缺少对项目的持续了解和

关注，仅仅通过查看绩效目标表来形

成自己对于项目的认识，本身就存在

着不小的难度，而如果绩效目标表又

仅填写某一单一方面信息，没能较为

全面地展现项目的其他方面信息，就

会让专家和公众无法理解甚至是无法

看懂绩效目标表所反映的相关内容，

所以，补充指标就是通过设置其他相

关指标，尽可能多维度、多角度地展

现项目的全貌，这本身也应该成为绩

效目标表填报的一个基本要求。

补充指标散见于数量指标、质量

指标和时效指标间，其中又以质量指

标为多见，补充的质量指标多体现项

目的执行对比情况，譬如可以设置项

目计划执行情况同以前项目实际执行

情况相比较的情况，项目计划执行情

况同外省乃至外国的执行情况的相比

较情况，项目计划执行范围同全部可

执行范围的比例情况等等。

为什么大家容易漏填或者少填写

补充指标呢？一是因为填表人往往因

为自身对项目的熟悉度较高，容易推

己及人地误判审阅绩效目标的专家和

公众也对项目的认知度较高，但是实

际上由于绩效目标表都是一些分散的

点，即便专家可能在该领域已经研究

多年了，但是由于对项目实施单位的

实际能力和项目历史实施情况缺少一

定的了解，对于合理判断项目实施单

位的绩效目标合适与否，还是存在不

小的障碍；二是因为项目单位为了便

于在项目评价时顺利过关，有的有意

隐瞒一些相关指标，以减少自己实际

工作的难度。这种情况下，则更要要

求部门必须进行指标补充，便于后期

较为科学准确地评价部门项目实际执

行情况。  

（作者单位：湖北省财政厅预算

绩效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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