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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绩效管理工作

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

以支出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它关注成本效益分析，

强调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要求在预算编制、执行、监督

的全过程中更加关注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要求政府部

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花尽量少的资金、办尽量多的

实事，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使政府行为更加务实高效。

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性

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高度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多次强调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府工作效率。党的十八大明确提

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

府绩效管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透明预算、提高效

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推进科学理财和预算绩

效管理”。2004年以来，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关于预算审查结

果报告中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健全支出

绩效考评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2015年实施的新《预算

法》明确各级预算应当遵循“讲求绩效”的原则，并对绩效

目标管理、绩效评价实施和结果应用、绩效信息公开等做出

了具体规定。《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

进一步要求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是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是现代预

算管理的应有之义，其根本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优化

财政资源配置，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步入攻坚期，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提高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有利于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经济财政工作的各项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完善

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和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工作，对推动政府

职能转变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二、预算绩效管理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做实绩效目标，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绩效目

标是建设项目库、编制部门预算、实施绩效监控、开展绩效

评价等的重要基础和依据。2016年，财政部组织对中央部门

2024个一级项目和 93项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逐一进行审核并修改完善。同时，将中央部门一级项目的绩

效目标及具体指标随同资金一并批复，实现“花钱和办事”

的有机结合，强化了中央部门的责任和效率意识。

（二）启动绩效监控试点，及时纠正执行中的偏差。绩效

监控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是保障绩效目标实现的机制性安排。2016年，财政部

选取水利部、银监会、审计署、中组部等 15个中央部门开展

绩效目标执行监控试点。试点部门对照年初绩效目标，跟踪

查找项目执行中资金使用和业务管理的薄弱环节，及时弥

补管理中的“漏洞”，纠正绩效目标执行中的偏差。从试点结

果看，银监会等部门根据绩效监控结果及时调整了预算，也

加快了预算执行进度。

（三）抓好重点绩效评价，提升绩效评价质量。绩效评价

是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手段和重要内容。2016年，财政部选

择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视、社会关注度高、资金规模大、政策

持续时间长的 25项重点民生政策和重大专项支出，以财政

部为主体，委托预算评审中心、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及第三

方机构对其 2015年预算执行情况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涵盖

教育、社保、农林水等重点民生领域，涉及资金 3092亿元。

通过重点绩效评价，对项目或政策的执行过程和产出效果

进行认真分析，查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

意见和建议，绝大部分评价结果已经成为各部门完善政策、

改进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参考依据，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四）推动绩效自评，落实部门主体责任。为强化部门的

绩效责任，进一步扩大绩效评价范围，2016年财政部印发了

《关于开展中央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

中央部门在 2016年预算执行完成后，对照年初设定的绩效

目标及指标对所有一级和二级项目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同

时，在进行规范性审核的基础上，选取 99个中央部门的 111

个一级项目绩效自评结果随同中央部门决算草案，提交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绩效自评，一是展现了项目执行结

果的全貌，对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完成效果进行了全面梳

理，形成了项目执行情况的“成绩单”和“体检表”；二是找

到了项目管理的有效工具，对各单位领导和财务部门了解

项目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各级领

导和财务部门加强资金管理的有力“抓手”；三是增强了政

府部门的公信力，也有利于“倒逼”各部门重视财政资金使

用绩效。

（五）做好绩效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一是

2016年财政部首次将教育部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中央财

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等 5个项目和政策绩效评价

报告作为参阅材料，随同 2015年度中央决算报告提交全

国人大常委会，得到委员们的充分肯定。二是组织和推动

中央部门在决算中公开绩效信息。全年共有 69个中央部

门在决算中公开了绩效工作开展情况，24个中央部门公开

了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受到舆论和社会公众广泛好评。三

是推动重点项目绩效目标报送全国人大，主动接受人大监

督，通过外在制约力量有效提升绩效目标编报质量。在向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 2017年中央部门预算时，

首次将教育部、文化部、环保部等 10个部门的高层次人才

计划、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公共卫生专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 10个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随同项目文本报

送，供人大代表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同时，将 66项中央

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提交全国人大财经委

参阅。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陈 茂执笔）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推进绩效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