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绩效和结果方面有自主性。必 须注

意，绩效和结果信息主要在部门内部

使 用。

2006年，新一届政府制定了政府

综合战略图，包括政府愿景、战略结

果。战略 结 果 又 分解成政府运作结

果，由不同政 府部门 完成。各部门在

编制年度预算时，都要制定自己的预

期结果和相应的关键绩效指标。关键

绩效指标要与政府综合战略相关，否

则就会“偏 离”正确的方向，其预算也

不会被批 准。但是，每个指标的年度

目标值由各个部门自己设 定，财政部

不加干预。

关键绩效指标的设 定遵循的原则

是每年都要进行审查以 确保与国家战

略的相关性 ；指标个数要适量以保持

其清晰性和针对性 ；要制定长期的目

标以便能够促使部门考虑长远；每3—

5年要对指标进行分析以 便 发现其发

展趋势，如 失业率的趋势。

（五）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是新加 坡绩效预 算的

重要部分。首先由各部门利用财政部

开发的部门报告卡进行部门绩效自评

价，并将报告卡提 交给财政部。财政

部绩效与组 织 司在部门报告 卡的基

础上，对政 府整体绩效进行评价。部

门报告卡是财政部开发的用于部门绩

效自评价的工 具，包括 5 个部分。第

一部分讨论 过去一年取得的绩效与

成果以 及业务重点。第二部分包括关

键绩效指标。只 能使 用基于成效的指

标，并且指标不能超过 10 个。要描述

该指标的年度目标以 及 完成情况。各

部门还要制定指标的下一年度目标和

一个 5年目标。第三部分总结部门的

资源管理，包括 当年预算的支出比例

和部门净经 济价值的变化。第四 部分

讨论 部门 未来 5 年的关键战略 和措

施，这是为了培养政府机构的前瞻性

思考。第五部分总结部门的卓越表现

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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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发展区域经济“乘数”效应的平台

宋立根

三年前的 8月 17 日，《 第 三只眼

睛看河北——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

究》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并

取得了轰动效应。由亚洲开发银行援

助的该项目，是国内第一次由国际金

融机构技术援助、赠款支持一个省

发展战略的研究项目，也是第一次由

国际咨询专家观察、分析和把脉一

个省的发展战略，特别是第一次提出

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引发了媒

体、专家学者的大讨论。该项目还荣

获了首届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共同举办的技术援助实

施奖。作为此项目的亲历者，我感受

颇多。

时间应 追溯 到 2002 年 10月，亚

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在河北省调

研后决定通过技术援助的方式，由国

际咨询机构、国内咨询机构和当地专

家联合开展省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问题研究试点，而研究对象就是被认

为“处于中国第三经济引擎核心区”的

河北省。项目共投入 80万美元，其中

亚洲开发银行赠款 60万美元，河北省

政府投入了 20万美元。河北省成为国

内第一个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术援助

资金开展省级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的省

份。该项目研究的主要成果就是搭建

了发展区域经济“乘数”效应的平台，

产生了显著的“乘数”效应，并不断扩

大。

环京津地区为了保证北京以及天

津市的发展，为了维护生态平稳和保

证京津地区稀缺而极其宝贵的淡水资

源，保障首都和北方大都市的生活资

料供给和社会稳定，在过去的 20 多

年里付出了巨大代价，做出了很大牺

牲。像河北省这样在距离首都不 到

100 公里的区域内，还存在着大面积

的贫困地区，研究报告将其称为“环

京津贫困带”。这些贫困带地处京津

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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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水

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其资源开

发和工农业生产、水源保护受到了严

格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

的发展。因而北京市和天津市应 当责

无旁贷地承担起华北地区“经济发动

机”的角色，充分发挥两大都市的经

济辐射和发展扩散功能，更多地“反

哺”周围那些长期默默承受 着大都

市超常发展负面效应的区域，在京津

冀行政区域内探索创建“双赢”或“多

赢”的区域间协作发展机制，进行资

源优化组合配置，促进环京津贫困带

地区的共同发展。应加快京津冀市场

的对接、产业的融合与转移，除高精

尖工业外，应优先向环京津贫困地区

转移，至少产业链应该延伸到周边贫

困地区，优先合理利用周边贫困地区

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京津冀城市整体

“反哺”农村，农村整体支持城市的

良性区域经济。

针对“环京津贫困带”以及由此带

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国将京津冀发展

规划纳入“十一五”期间加紧推进的区

域规划之列。河北省在“十一五”期间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思路中明确 ：发挥

张家口、承德市生态环境和资源优势，

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增强区域

经济发展的引力和活力；依托生态环

境优势，着力打造以绿色品牌为标志

的特色食品生产和加工基地；突出“皇

家”和生态两大品牌，发展壮大旅游

业和生态林业；组织实施生态移民和

异地扶贫，对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地区

和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通过整

体搬迁、异地安置等方式，加速向临

近中小城市转移，最大限度减少返贫

现象。北京市在“十一五”期间将按照

“统筹协调、互惠互利、突出重点、从

实起步”的原则，坚持市场主导和政

府推动相结合，积极创 新合作机制，

促进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开展生态

环境建设合作，实施好京津风沙源治

理和燕山、太行山山脉生态屏障建设

等重大工程，支持张家口、承德等地

区发展生态产业。天津市在“十一五”

期间将认真落实“立足天津、依托京

冀、服务环渤海、辐射‘ 三北’、面向

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的现代

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

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的生态城

区”功能定位。

京津冀地区合作渐入佳境，时任

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同志表示，后奥

运时期，北京市发展的后劲在于京津

冀合作。2005 年10月，首钢京唐钢

铁联合有限责任公 司在唐山市曹妃

甸工业区正式揭牌，五年内曹妃甸将

有总投资1000 多亿元的项目陆续上

马，成为河北省“第一经济增长点”，

在这里配套建设的发电厂将对北京直

接供电。“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将与

天津市、河北省协调行动，共同推进

跨省市交通体系建设，京津城市轨道

功能、京津第二条高速公路的开工建

设都将在今年陆续竣工投入使用。为

加快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央

财政投资了500多亿元，建立以利益

驱动为核心的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机

制。据调查，工程区的农民人均收入

由 2000 年的 1860.8元提高到了 2006

年的 2727.6元，增加了 46.4% 。如河

北省平泉县依托该工 程，发展了 46

万亩食用菌园林基地，一年就可生产

8000万亩可食用菌的原料。国家林业

局还积极组织从这些项目区推荐森林

绿色食品给北京奥组委，供奥运村来

自全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食用，既为北

京绿色奥运作贡献，也是林业发展的

一个契机。河北在水和蔬菜等方面也

获得了京津的一些补偿和区位合作的

扶持。如为保证北京的水资源供应，

河北省在密云水库上游实施“稻改旱”

10.3万亩，北京市给予了每亩 450元

的补偿款。

在 亚 洲 开发银行援助的河北省

发 展战略研究项目的带 动下，京津

冀地区的经 济合作不断加强，区域

经济的“乘数”效应不断扩大，“环京

津贫困带”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显著的

改善。

（作者单位 ：河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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