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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村路网通行能力，改善了沿线农

牧民出行条件。真正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改革创新激活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兴安财政勇立潮头，锐意创

新，把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推动财

政工作的第一动力，促进了财政事业

不断发展。一方面把“依法理财、科

学理财”作为理财方针，另一方面将

“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制度化、

人性化”作为理财最高目标，近年来

相继打出了推进改革与创新管理的

“组合拳”。

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全

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管理体

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完善政府

预算体系，严格编制“四本预算”；大

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将闲置、沉淀

的财政资金盘活、用好，优化财政资

源配置效率；扎实推进财政预决算公

开工作，健全完善预决算公开制度；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开展财政专项资

金绩效评价，逐步使绩效管理覆盖所

有财政资金。

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

革。在全盟范围内全面推行国库集中

支付电子化对账及预算单位银行账户

管理系统上线运行。

落实税制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

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

收制度体系。积极落实“营改增”税制

地方实践

2015年6月，南京江北新区设立，

从国家战略层面将江苏省唯一的国家

级新区定位为“自主创新先导区、新

型城镇化示范区、长三角地区现代产

业集聚区、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合作

重要平台”。2018年，江北新区财政元

年伊始，同步开启了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践探索。2019年8月，江

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南京江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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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站位再获提升。在起点高、使命重、

起步晚、任务紧的形势下，南京江北

新区秉承务实、落地的理念，对标找

差，锐意创新，积极探索符合新区发

展战略、功能定位的预算绩效管理模

式，多措并举，合力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其经

验对于同类新区以及其他区县的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构建具有较为重要的参

考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对标找差：上层设计与基层

创新相结合

2018年，面临前期经验空白与时

间考验的双重困境，如何快速推进预

算绩效管理的路径选择便成为重中之

重。江北新区采用以上级政府的建章

立制为指引对标找差，以本级政府的

落地举措为抓手锐意创新，构建跨越

改革工作，实现税制平稳转换，及时

调整盟与旗县市增值税收入划分，及

时对相关预算管理提出具体要求。落

实好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大规模减税

降费政策，坚决将减税红包发放给企

业和个人，增强纳税人的获得感，更

好地发挥财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用。

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

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围

绕“去杠杆”，强化政府性债务管控；

围绕“降成本”，清理各种不合理收

费；围绕“补短板”，加大民生资金保

障力度。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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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预算绩效管理路径。实践证明这

一路径对于绩效管理起步阶段的区县

政府尤为适用。

一方面，江北新区在遵照中央和

省级部署的前提下，对标“三全”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的战略要求，以南京市

的成熟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为指引，化

“无章可循”为“有据可依”，以“节约

时间且少走弯路”，解决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系统性与复杂性问题。另

一方面，以务实、落实的精神，制定

《江北新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三

年（2019—2021年）行动计划》，积极

创新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落地举措。

一是紧密契合江北新区发展战略，“深

化‘两城一中心’建设、提升新区综合

承载能力、加快新区改革开放步伐，

为全力打造江北新主城提供坚实有力

保障。”二是在确定“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主要任务的基础上，明确重

点任务及责任分工，突出落地举措，

确保实践层面的新区特色。

（二）双管齐下：确保重点任务与

按时序推进

鉴于前期经验缺乏，处于初步阶

段的区县级绩效管理往往会出现工作

重点不突出、重绩效评价轻其它流程、

无序推进或进度滞后等问题，江北新

区将工作重点与推进进度相结合，采

用“挂图作战”的方式，制定预算绩效

管理阶段工作画像，将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要点归类为项目绩效管理、重点

项目跟踪、绩效系统与预算一体化系

统连接、整体绩效评价、预算绩效前

评估、2020年预算绩效目标全覆盖以

及调研课题等重点模块，并对每一模

块的推进时序进度做出明确安排。 

（三）齐头并进：赶超战略与分步

实施相协调

绩效管理实施内容选择与构造

进程方面，江北新区采用点面结合，

广度与深度齐头并进的方式，高起点

启动预算绩效管理探索工作。一方

面，以“赶超战略”确定2019年预算

绩效管理对象，在广度上力争“全覆

盖”。一是将大部制组织架构下所有

安排了项目的预算单位全部纳入绩

效目标管理，涉及16个部门及其下

属事业单位、7个管理平台、7个街道

等共计150多个预算单位。二是对所

有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进行绩

效运行“双监控”。三是除特殊项目外

对超过1000万元的一般公共预算项

目支出、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项目（社会保障预算并

入南京市）全部实施绩效评价；四是

将街道纳入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的范

畴，2019年实现了对大厂、盘城、顶

山3个街道43个社区的整体绩效评

价。另一方面，通过分步实施，逐步

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纵深推进，不断

优化新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深度

与质量。例如，新区将于2020年遴选

10个重点、民生项目，进行绩效前评

估探索；2020年实现绩效目标管理

全覆盖；2020年至少完成40%个性

指标体系建设等。

（四）夯实职责：以“干中学”模

式强化预算主体责任

预算单位的配合与主动性程度是

各级政府预算绩效管理能否落地的重

要因素。江北新区以强有力的执行力

度，以“干中学”的模式，切实突出预

算单位主体作用，提升其积极性与主

动性，形成财政部门与预算部门协同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双合力”，而非

财政部门“独角戏”。具体来说，新区

将建立“三全”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任务分解为政府预算绩效管理、财政

政策、部门整体、事前绩效评估机制、

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双监控、绩

效评价、结果应用、加大绩效信息公

开力度和健全绩效技术支撑体系等十

个方面，并将各预算单位应承担的任

务内容进一步细化。各预算部门在履

行各自职责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树立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

念，以“干中学”而非传统的宣传或培

训模式，切实激发预算主体的绩效意

识和责任担当，既有助于更加深刻的

绩效意识的确立，也更利于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的尽快实现。

（五）多措并举：兼顾推进效率与

质量

江北新区于“三区合一”财政运

转的第二年便开启全面覆盖的绩效

管理工作，为系统推进“三全”绩效

管理体系的构建争取更多的时间窗

口。一是以信息化手段化解“信息孤

岛”与“数据烟囱”困局，提升各项工

作效率。2019年，江北新区利用后发

优势，在广泛调研、深入研究工作需

求的基础上，采购了富有前瞻性、模

块多元、大数据功能完善的专业性预

算绩效管理信息化软件，要求软件供

应商提供具有超前性、跨越性的指标

库、数据库等模块，并于2019年将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始通过该系统操

作，实现与预算系统的同步对接，极

大提升了工作效率。二是充分利用各

类资源条件，在上级政府绩效评价服

务供应商中介库中，优选高质量的第

三方机构开展街道整体绩效评价和课

题研究等工作，确保纵深推进的速度

与质量，尽量避免空白经验基础上的

“试错”效应。

（作者单位 ：南京英绩博效风险

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

管理委员会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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