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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是扎实推

进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山西省作为

内陆欠发达资源型省份，城镇困难职

工数量多、分散广，就业压力大、贫困

程度高、帮扶任务重。近年来，全省

各级财政部门高效运用困难职工财政

专项帮扶资金，坚持把“精准”贯穿于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全过程，对困难职

工形成生活帮扶、救济保障、送温暖

慰问等全方位帮扶格局，使困难职工

家庭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建档困

难职工户数由2016年的24万户逐步

下降至2019年底的4265户。2020年，

现有建档困难职工将全部实现解困脱

困。但在财政专项帮扶资金管理中也

发现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山西省困难职工财政专项帮扶资金

使用管理情况

（一）预算资金安排情况。困难职

工财政专项帮扶资金包括中央财政专

项帮扶资金和省财政配套帮扶资金。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要求，山西省

财政一直按照1：1的要求配套省级帮

扶资金。2012—2020年，省财政足额

在年度预算中安排困难职工帮扶省财

政配套资金，共计48345万元。

（二）资金分配情况。省总工会根

据困难职工在档总数、分布情况及户

均帮扶标准对资金总数进行分配，制

定分配方案。户均帮扶标准一般参照

上年城市低保平均月标准额，按照生

活救助、助学救助、医疗救助三个类

型进行测算。其中：生活救助按每户

12个月平均低保标准总和测算，助学

救助按每户10个月平均低保标准总

和测算，医疗救助为每户15000元。

财政专项帮扶资金主要用于全省市县

工会建档的困难职工家庭日常帮扶、

元旦春节送温暖、金秋助学、大病救

助等方面,对建档困难职工做到帮扶

慰问全覆盖不遗漏。

（三）资金下达和发放情况。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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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按照中央上年度安排山西省的专项

帮扶资金总数，1：1安排下年度预算

数。在部门预算批复后，根据省总工

会报送的分配方案，直接将资金下达

到省总工会和市县财政。省总工会按

照“依档帮扶”“先建档、后帮扶、实

名制”的原则，严格执行困难职工档

案管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加大对

帮扶资金使用全过程的管理监督力

度。省总工会和各市工会及时将帮扶

资金全部录入完毕，以银行卡发放的

形式，确保资金能够足额发放到城镇

困难职工、困难农民工手中，真正发

挥作用。 

财政专项帮扶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专项帮扶资金的预算安排

缺乏准确性。省财政按照上年中央帮

扶资金总数安排下年度预算数，保证

了1：1配套的资金规模。但在实际执

行中，困难职工帮扶数是动态的，一

直呈下降趋势，致使资金的安排需要

摘  要：利用好困难职工财政专项帮扶资金，提高困难职工基本生活水平，对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本文基于山西省困难职工财政专项帮扶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分析当前资金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规范管理、绩效管理、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专项帮扶资金管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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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情况重新调整。当年配套资

金往往是推后一年列入预算安排，造

成资金拨付和使用滞后等问题。专项

帮扶资金的支出结构尚不够优化和合

理，主要用于生活、助学、医疗等方面

的救难救急，而对法律援助、职业培

训等方面发展性的解困救助支出比例

不高。

（二）专项帮扶资金的绩效管理缺

乏科学性。一是资金绩效目标的设立

无法做到合理、准确和清晰。由于帮

扶人数的变化，年初设定的产出指标

和质量指标比较模糊，缺乏准确性和

约束性。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

标和可持续影响指标内容仅仅指出资

金的发放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职工的

关爱等，稍显单薄，而且指标值缺少

量化。二是专项帮扶资金的绩效管理

还未完全贯穿于预算管理的全过程，

未能很好地起到约束、考核和激励的

作用。三是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应

用制度尚未健全。

（三）专项帮扶资金的分配使用缺

乏衔接性。专项帮扶资金目前应用的

范围与帮助的群体在不断扩大，这些

群体涉及的人数多、范围广、原因复

杂、层次分布不齐。作为资金使用主体

的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与社会保障、民

政、扶贫办、住建等部门的沟通和协调

不够，缺少合作和衔接，基本上是由

各级工会单独运作和管理，无法将现

有的政策有效整合或协同。这就使得

帮扶对象会出现交叉和重复，专项帮

扶资金没有最大化地发挥使用效益。

加强财政专项帮扶资金管理的对策

建议

（一）提高各级财政和工会部门

对帮扶资金管理的规范性。各级财政

和工会部门要强化管理意识和责任意

识，按照中央和省级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等要求，严厉杜绝帮扶资金用于弥

补当地财政资金不足、帮扶资金被挤

占挪用、截留滞留、账实不符、擅自扩

大使用范围、由于申报和发放程序不

够完善或不及时造成帮扶资金结余过

多或闲置等问题，严格困难职工财政

专项帮扶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对相关

人员加强培训，搭建绩效管理思维框

架，提高政策业务水平，娴熟运用预

算管理方法和工具，逐步提升实际工

作能力。

（二）突出帮扶资金全过程预算

绩效管理。完善帮扶资金预算绩效管

理，使各环节相互衔接、层次清晰、各

有侧重。一是在事前绩效评估阶段，

加强绩效目标管理。预算编制要结合

帮扶工作实际，突出绩效导向。强化

产出和效益指标设定的合理性，不仅

完整清晰，而且与相关政策目标一

致。产出指标除设立帮扶数量和帮扶

标准的指标值之外，还应考虑资金安

排的时效以及帮扶工作的成本等指标

值。效益指标要突出产出和效果的关

联性，其中：经济效益指标值考虑财

政投入增长率、人均帮扶资金变动率

等内容；社会效益指标值涵盖生活质

量提高、社会环境优化等内容；可持

续影响指标值参考制度完善程度、人

才培养力度等内容。二是在事中预算

执行环节，加强绩效监控。在加快预

算执行进度的过程中，仍要密切关注

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高效解决出现

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改进对策，确保

绩效目标实现。三是在事后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过程中，完善财政资金追踪

问效机制和奖惩机制，提升帮扶效率，

提高帮扶效果。省总工会在自评之

后，出具涵盖评价内容、结论、问题、

建议等内容的自评报告。财政部门组

织评价，将评价结果以反馈意见书的

形式反馈给省总工会，并按照谁组织

实施、谁进行通报的原则进行通报，

特别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民

生项目和重点专项支出，对其主要内

容、考评结果要重点通报。评价结果

的优劣与预算安排紧密结合。

（三）建立全省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工作的长效机制。要坚持扶贫与扶

志、扶智相结合，坚持分类精准帮扶，

使全省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融入脱

贫攻坚大局。省总工会一方面牵头协

调全省各部门，建立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主抓、部门负责、工会运作、社会

参与的困难职工解困脱困长效机制，

形成合力，推动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

作与现行政府救助政策有效衔接；另

一方面进一步强化统筹思维和履职效

能，建立困难职工信息共享平台，将

困难职工基本信息加载到政府部门间

信息共享平台，与公安、人社、民政、

房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基础信息

即时对接，实现职工社保、医保、公积

金、低保、房屋、私家车等信息共享。

从就业创业、医疗帮扶、教育救助、住

房保障、社保覆盖、生活救助、社会兜

底、扶志扶智、稳定收入等九个方面

精准识别、精准定位、精准施策、精准

监管、精准退出，引导全社会共同参

与，不断提高帮扶工作科学化水平和

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此外，各级财政部门仍要不断

加大对困难职工帮扶的投入力度，不

断加强预算管理，不断提出新的目标

要求，不断增强帮扶救助的效益，给

困难职工提供切实帮助，确保全省困

难职工如期解困脱困，同步迈入小康

社会。

（作者单位：山西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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