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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2013年12月10-11日，GMS经济合作第十九次部

长级会议在老挝万象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做好新一代

GMS合作规划 推动次区域快速发展”。会议审议通过了区

域投资框架合作项目规划，为落实GMS2012-2022年战略

框架提供了有力的平台；签署了成立GMS铁路联盟备忘录，

旨在为推动次区域内铁路互联互通，促进铁路基础设施资

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制度性安排。

为充分利用国际智力资源，截至2013年底，财政部组

织国内相关部门和地方单位共343人次参加了GMS金边培

训计划项目的相关培训。其中，2013年共26人次参加了9

个培训班。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秦  杰执笔）

国际金融组织项目

绩效评价工作取得新进展

为落实财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管理要求，加强

我国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全

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项目全

过程管理，财政部国际司作为中国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

归口管理部门，近年来积极探索并稳步推进国际金融组织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升项目绩

效。特别是在充分借鉴世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以结果为

导向的绩效评价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国际司探索建立符

合中国国情的国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评价制度体系，不断

提升国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管理水平，在理论研究、制度建

设、评价实践和能力加强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一、高度重视理论研究，为建立绩效评价制度体
系奠定理论基础

理论研究是建立国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评价制度体系

的基础。2007年，国际司开展国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评价诊

断性研究，提出国际金融组织关于项目监测与评价的理念、

方法和实施模式在中国经历大规模实践，在本土化过程中

不断改进，可为中国政府开展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

评价提供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借鉴，并提出相关建议。一是

中国作为国际发展援助领域重要的受援国和正在崛起的援

助国，应在国际金融组织在华项目的绩效评价中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二是建立全周期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监测

与评价制度，并以项目完工后的绩效评价为重点。三是构建

结果导向的项目绩效评价方法和框架，应特别关注项目的

成效评价。四是在诊断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后续研究和试点，

起草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五是正确使用绩效评价的结

果，避免产生误导。六是由中国财政部和世行合作开展项目

绩效评价试点工作。

基于上述工作，2011年，国际司重点推进国际金融组织

贷款项目绩效评价理论体系应用研究，进一步深化对绩效

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系统开发了国际金融组织项目完

工与在建项目评价框架，并通过总结评价实践经验，逐步提

炼形成了农业、城建环保领域项目以及全球环境基金赠款

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初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

国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评价理论体系，为科学有效的开展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

为更好地借鉴国际金融组织绩效评价体系的理论与实

践经验，发挥绩效评价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的

作用，2013年，国际司基于多年来开展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

目绩效评价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委托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完成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与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对比研究》课题，针对完善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提

出了政策建议。

二、不断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完善绩效评价管理
制度

完善的管理制度是开展绩效评价的根本保证。2007年以

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际司系统推进国际金融组织项

目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建设，先后发布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项目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国

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

南》），有力地指导了国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评价实践。2012

年，在总结过去几年绩效评价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国际司根

据绩效评价工作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情况，并参考借鉴我国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展等，对《暂行办法》和《操作指南》进

行修订，增加了赠款项目和在建贷款项目绩效评价内容，进

一步明确各部门/单位的管理职责，强化绩效评价在项目全

过程管理中的作用，完善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框架和方法，强

调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和公开，并于2013年正式发布《国际

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同时形成《操作指南》修订版。到2013年底，已形成

以《管理办法》为基础、《操作指南》为核心的制度框架体系。

三、务实开展评价实践，不断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自2007年以来，国际司在试点评价的基础上，稳步推

进国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评价实践，逐步从完工项目后评价

扩展至在建项目评价，并尝试推进项目绩效目标的设定和

审核，以逐步建立涵盖项目全过程的绩效管理体系。从2013

年起，评价实践进一步深入开展，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

同步推进，即由各省级财政部门和中央项目单位按照《管理

办法》的规定，自主独立组织开展评价工作，同时国际司选

取部分已评价项目开展再评价工作，以全面提升绩效评价

管理水平。截至2013年底，共对147个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

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其中，贷款项目130个，赠款项目17

个；在建项目74个，完工项目72个，前期评估项目1个，涉

及环保、城建、能源、交通、农业、教育、卫生和扶贫等多个

行业，先后编辑并出版6本典型案例集。通过对国际金融组

织项目开展绩效评价，了解在建项目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通过督促整改和加强项目管理，促进在建项目的顺利

实施；通过提出了一系列推进项目管理、保证项目顺利实

施的建议，为提升项目全过程管理水平、确保项目绩效目标

实现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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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重推动结果运用，逐步建立起绩效评价与
项目管理的有机衔接

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是实现项目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

2010年，国际司开展了国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评价结果运

用研究，建议从六方面改善评价结果运用。一是做好绩效评

价基础工作，切实提高绩效评价的工作质量。二是加大宣传

力度，增强各部门领导对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工作的重视。三

是理顺绩效评价工作机制，形成分工明确和相互制衡的绩

效评价组织体系。四是制定绩效评价结果运用计划，推动评

价结果运用于新上项目的选择。五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国

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评价成果的扩散机制。六是尝试成立

绩效评价协会，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

近年来，国际司重点从以下方面推动评价结果运用。一

是注重将评价结果与项目管理相结合，通过项目评价总结

经验、发现问题、查找不足、督促整改，以此提升项目管理

质量和效果，促进项目顺利实施和项目绩效的实现。二是注

重将评价结果与信息共享相结合，通过《情况反映》、《工作

通讯》、编辑典型案例集等方式，与项目执行、管理以及监

督等部门共享项目评价方法与结果，供其了解项目绩效、加

强相关管理作参考。三是注重将评价结果与理论研究相结

合，通过分析汇总项目评价结果，提炼并逐步完善国际金融

组织农业、城建环保领域项目以及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项目

绩效指标体系，进一步修订了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项目绩

效评价框架。

五、积极推进能力建设，着力提升包括我国财政
系统在内的亚太地区整体绩效评价能力

2007年，国际司联合世行、亚行及亚太财经与发展中

心联合创办了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SHIPDET），旨

在通过加强绩效评价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系统培训，增强亚

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绩效评价能力，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

截至2014年2月底，SHIPDET共为包括中国在内的40多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的2232名政府官员和评价专业人

员开展了培训，其中，国内学员1395人，境外学员837人，

内容涵盖评价理论、预算绩效管理、影响评价等。同时，

SHIPDET进一步提升了专业机构在绩效评价领域的研究

与实践能力。到2013年底，参与相关工作的核心专家已超

过20人，各地专家超过100人。7年来，SHIPDET已发展成

为在亚太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绩效评价能力建设平台，一

方面推动了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绩效评价能力建设，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在绩效评价领域的经验交流，

SHIPDET正在发展为一个南南知识合作的新平台。

六、有效开展国际合作，推动绩效评价领域国际
交流合作

近年来，国际司大力推进与世行、亚行、国际农发基金

以及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交流合作机制，通过

互访、联合培训、信息共享等，促进各方在绩效评价领域的

合作和交流。7年来，SHIPDET从无到有，已发展成为亚太

地区绩效评价能力建设平台，是国际司与国际金融组织在评

价能力建设方面合作成效的最好见证。基于SHIPDET取得

的巨大成功，世行独立评价局2008年提出倡议拟在全球建

立绩效评价能力建设区域中心，并于2010年将东亚区域中

心正式落户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在世行、亚行支持下，

2012年“CLEAR-SHIPDET”这一新平台已正式开展培训

和研讨等活动，涉及绩效预算、影响评价、面向发展结果的

管理等主题，受到参加培训学员的好评。此外，2013年，农

发基金独立评价办公室与国际司共同签署了《2013—2015

年推进绩效评价能力建设的合作意向书》，计划在能力建设、

知识分享、评价实践、人力培训以及区域合作等五大领域加

强合作。2013年11月初，双方联合主办了农业与农村项目

绩效评价培训会，为我国提高农业农村发展领域项目的绩

效评价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牟婷婷执笔）

双边财经交流取得新进展

2013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双边对外

财经交流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财政部坚持“双边对外

财经工作服务于整体外交大局、服务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

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推进11个双边对话机制

相关工作，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和务实财金

合作，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深化与相关周边和新兴市场

国家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一、双边对外财经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双边对外财经工作格局进一步完善。在中美两国

政府换届之际，中美双方成功延续并完善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机制，中方与法方建立并启动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

话。到2013年底，双边对外财经工作涵盖11个对话机制，

包括3个副总理级机制。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的双边财经对话渠道更加畅通和完善，运筹大国关系、参与

国际财经事务有了更大的空间。

（二）双边对外财经工作更紧密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

与改革开放大局。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

济对话中，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为

基础开展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实质性谈判，不仅是中

美经济关系的亮点，也标志着国内规制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三）双边对外财经工作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在双边财经

对话中，财政部加强对议题、议程及成果的主导能力，主动

设计议题议程，提出合理要价，努力使对话按照中方设定的

方向和节奏进行。同时，主动加强与有关方面的统筹协调，积

极推进对话成果落实，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我国经济利益。

二、双边对外财经工作的主要进展

（一）稳步推进对美双边财经工作。

1.接待美国新任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访华。2013年，

中美两国各自完成政府换届，中美经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3月19-20日，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受总统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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