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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东省财政厅以“深化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为中心，重点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四三二一”（即四大环节、

三个体系、两项要件、一个核心）改革，

扎实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

设，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效果、影响力和

公信力不断提升。

强化四大环节

推动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

抓好预算绩效管理中目标管理、绩

效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等四

个重要环节，构建“事前绩效审核、事

中绩效督查、事后绩效评价、评价结果

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框架。

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制订

印发《广东省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

效目标管理规程》，明确所有纳入省级

项目库管理的事业发展性支出和部门整

体支出列入绩效目标申报范围，绩效目

标的审核情况作为编制部门预算的前置

条件，并将核准的绩效目标作为开展绩

效监控、绩效评价的依据。2016 年审核

一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 1215 个，二

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 9002 个。2017

年，研究制订了兼顾共性与个性、定性

与定量的《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

效目标管理信息表》，完善绩效目标格

式化、信息清单化、指标数字化、评审

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切实提高绩效目

标管理的规范性和实用性。

积极推动预算绩效目标运行监控。

一是探索财政资金绩效目标绩效监控模

式。利用现有的广东省预算绩效管理信

息系统和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平台、

全省财政资金在线监督系统，构建广东

省财政资金绩效运行监控机制。二是拓

展绩效目标监控工作覆盖面，将绩效目

标监控实施范围覆盖到全部省直单位，

并建立根据绩效目标进行项目实施阶段

性反馈的工作方法。三是按照建立健全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要求，完善绩效监控

工作流程，简化填报流程，精简填报内

容。四是依托绩效运行监控平台，根据

各单位反馈的绩效目标运行监控材料，

分析项目实施情况，对实施过程中偏离

绩效目标的项目及时督促整改。

不断拓展预算绩效评价覆盖面。一

是扩大绩效自评。“十二五”期间实施绩

效自评项目 2000 多个，2017 年继续扩

大范围，将所有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和部

门整体支出增列入 2017 及以后年度的

绩效自评范围。二是抓好重点评价。对

接各年度经济社会发展和预算管理改

革重点领域，确定年度绩效管理重点和

开展工作，2016 年组织开展 22 类、278

项资金绩效评价，涉及金额约 6000 亿

元 ；推进评价机制创新，绩效评价范围

逐步实现“部门整体支出、专项资金、

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的横向覆盖，近

年来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扶贫资金

等 600 多项重点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

三是探索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在

2016 年 6 个省直部门试点的基础上，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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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 12 个进行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逐

步实现“项目支出”向“综合支出”的绩

效评价转变。

逐步推进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将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的重要

依据，评价结果较差的不再安排预算，

如 2015 年收回 4 项使用绩效较差的专

项资金 35.86 亿元 ；将部分重点项目绩

效评价结果专题呈报省政府，为实施经

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提供绩效参考，将

评价结果反馈主管部门，落实部门绩效

管理责任 ；将评价结果反馈人大、审

计等有关部门，加大外部监督力度。此

外，将评价报告向社会公开，并探索部

门单位绩效自评报告公开，建立绩效责

任约束 ；逐步建立和完善绩效评价问责     

制度。

构建三个体系

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规范化水平

构建规范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

系。在“ 一 个 办 法 +X 个 规 程 +X 个 细

则”的预算绩效管理总体制度框架下，

按照“层级配套、功能协调、覆盖到位”

的要求，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完善的预

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一是立足“高”

字，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从依法行

政的角度出发，研究拟订《广东省预算

绩效管理办法》，全面阐述预算绩效管

理的涵义、对象、内容、职责分工和管

理要求，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的法制基

础。二是立足“广”字，在理顺机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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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功夫。针对预算绩效管理的原则、范

围、方法和机制，制定《广东省省级部

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规程》、

《广东省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管理规程》、

《预算绩效管理委托第三方实施工作规

程（试行）》和《广东省省级财政资金绩

效自评工作规程》等综合性管理制度。

三是立足“深”字，在业务操作上下功

夫。针对各类财政资金不同特点和绩

效管理要求，制定《省级财政到期资金

使用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广东省财

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绩效评价

暂行办法》等专项办法 ；针对绩效管理

不同层面的业务程序、工作规程、协调

机制等，制定《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

绩效目标管理内部工作规范》、《预算

绩效管理委托第三方实施工作规程（试

行）》等一系列业务规范。

构建科学的第三方管理体系。在工

作方式上，实行第三方专家全程参与机

制，除组织专门的第三方评价工作外，

在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自评、重点评价

等重点工作中，充分借助第三方机构的

力量 ；在工作程序上，严格按照《预算

绩效管理委托第三方实施工作规程（试

行）》等规定，规范引入第三方工作程

序，并规范第三方实施独立评价工作程

序 ；在工作业务上，以《预算绩效管理

委托第三方实施业务指南》为范本，帮

助第三方机构了解预算绩效管理基础

概念、操作流程、常见问题、典型案例

和注意事项等，有针对性地指导第三方

机构开展具体工作 ；在工作质量上，建

立第三方评价的监督和考核机制，考核

评估结果与委托服务费用支付以及以

后年度选取承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资格     

挂钩。

构建完备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一

方面，在现行通用指标体系基础上，结

合各年度重点评价项目的不同特点和个

性要求，在三级共性指标下分别研究设

置具体、可量化的个性指标，确保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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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导向和评价结果质量。另一方面，

注意指标信息积累，向省直有关部门和

市县财政部门收集绩效评价指标，进一

步补充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一套覆

盖广泛、适用性强的指标体系。

完善两项要件

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基础

完善预算绩效信息化管理。在“金

财工程”的总体框架下，创建涵盖专家

评审、部门预算、财政专项资金、财政

综合支出绩效管理，以及评价指标和标

准库、项目库、专家库、资料档案库在

内的财政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预算

绩效工作信息化管理 ；并着力升级完善

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和模块设置，继

续完善“6 库、6 子系统、6 化”的财政绩

效信息管理平台，逐步实现绩效管理数

据一体化、业务规范化、流程简单化、

操作实用化、进度动态化、工作时效化。

建立专业的绩效管理机构和队伍。

在财政部门系统，2016 年省财政厅将绩

效评价处更名为绩效管理处，职能范围

扩展到预算绩效管理的各个领域 ；市县

财政系统整体推进，截至 2016 年底，全

省各市、县（市、区）142 个财政部门均

已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基本成立了

负责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科（股），据

初步统计，有 200 多人专职承担预算绩

效管理任务。在省直部门系统，预算绩

效管理实现省级部门 404 个一级预算单

位全覆盖，各省级部门均在内部固定了

相关职能处室、单位并指定专人负责绩

效管理相关工作 ；在第三方机构，专家

队伍和第三方机构蓬勃发展，建立绩效

评价专家库，入库专家 1287 人，建立省

级第三方机构库，共 86 家第三方机构     

入库。

把握一个核心

突出绩效管理质量及结果应用

严控绩效管理质量。一是创新绩效

评价模式。对部分资金量大、涉及面广、

情况较复杂的财政资金，如十件民生实

事资金等，进一步探索由一家机构独立

评价向多家机构联合评价模式的转变。

二是探索绩效评价标准化建设。在总体

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选择部分符合条件

的评价项目，探索运用系统的层次分析

方法，设计有关评价模型的设立原则、

功能、流程和标准等，构建统一规范、

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数学分析模型，提

高绩效评价标准化管理水平。三是建立

评价报告点评机制。在第三方评价报告

撰写和修改等基础工作完成后，召集有

关第三方机构、主管部门对评价报告进

行点评，表扬和推广格式规范、论证严

谨、材料充实、结果公正的优秀报告，

及时纠正评价报告中出现的错误，提高

报告的规范性、严密性。

刚化结果应用。一是建立绩效评价

结果反馈和整改机制。定期将评价结果

按程序反馈被评价单位并向被评价单位

印发评价情况通报，逐步建立有效的绩

效管理结果反馈和通报机制 ；结合强化

资金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要求提

出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形成《评价

结果应用建议书》，提供有关部门，强化

主管部门的绩效责任主体意识，并跟踪

整改落实情况。二是完善评价结果与预

算安排的有效衔接机制。将评价结果作

为完善资金管理和下一步预算安排的重

要参考。如专项资金到期确需延续安排

的，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对存

续期间的专项资金进行定期评估，监督

检查、专项审计和绩效评价发现违法违

规问题，情节严重或整改无效的，或绩

效评价结果等级为低以下的，应撤销专

项资金或压减额度。三是规范绩效信息

公开机制。拓宽绩效信息公开范围和渠

道，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的主体、程序

内容和方式， 提高绩效信息的可靠性、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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