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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绩效评价案例分析与对策建议
浙江省财政厅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建立现

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浙

江省各级财政部门以绩效为抓手，积

极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落到实处，

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努力提升财政管

理水平。现从全省财政部门开展的重

点绩效评价中挑选了部分案例予以分

析，以探讨如何更好地开展绩效评价

工作，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案例一 ：某市农业主导产业综合

开发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

自 2014 年起，某市财政局、农业

主管部门联合对 11 个县（市、区）的

30 个市级农业主导产业综合开发项目

实施竞争性立项补助政策，积极推进

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加强产业引

领，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评价要点 ： 评价从决策、管理、绩

效三个方面展开。“决策”主要包括“项

目申报”“项目审核”“资金分配”“信息

公开”等指标 ；“管理”主要包括“资

金到位情况”“财务管理”“过程管理”

等指标 ；“绩效”主要包括“收入增长

情况”“生态效益”“满意度”等指标。

主要问题 ：经评价，该项目结论

为良好。但在项目过程管理、产出效

益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

1. 部分项目实施进度缓慢，财政

资金使用率不高。正常实施的 25 个项

目中，建设期为两年的 11 个项目仅 4

个自报完成预期目标 ；建设期为三年

的 14 个项目仅 3 个自报完成预期目

标。市级和县级财政资金使用率仅为

43.39%、28.90%，使用效益不高。

2. 个别项目涉嫌套取财政补助资

金。评价发现某项目存在虚报项目预

算、签订虚假合同、虚开设备款发票、

套取财政补助资金的嫌疑，涉及财政

补助金额 537.51 万元。

3. 项目前期工作不充分，实施过

程调整频繁。2014 年立项的 30 个项目

中有 5 个已终止实施，25 个正常实施

的项目有 17 个项目已进行调整，项目

调整率达 73.33%。

4. 部分项目会计核算、财务管理

不规范，年度审计不及时。大部分项

目未按规定进行专账核算，部分项目

存在财务票据不规范、财务信息不完

整等问题。截至评价日，2014 年度已

审计项目 15 个，占应审项目 72.73% ；

2015 年度已审计项目 7 个，占应审项

目 29.17%。

结果应用 ：根据评价反映的问题，

市农业主管部门召集相关部门落实整

改，并提出处理意见。

1. 修订管理办法，市级立项审查

时取消了要求县级配套资金的必要条

件，由项目所在县根据项目建设情况

结合本级财力自行制定补助政策。

2. 责成项目实施单位完善相关合

作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等。

3. 对于中止实施的项目，研究资

金清理办法，按规定程序核销。

4. 督促项目加快实施进度与资金

拨付。

5. 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竣工项目

开展财务审计，规范会计核算与财务   

管理。

6. 责成核查涉嫌违规项目，收回

已补贴的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案例二 : 某市科技开发与应用专

项政策绩效评价 

近年来，某市政府加大对科技发

展的政策扶持，持续完善科技开发与

应用专项政策，2014—2016 年，安排

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创新研发支持计

划、创新政策引导计划、创新条件建

设计划等。

评价要点 ： 针对政策项目的特

点，建立了“五维三级”的评价指标体

系。一级指标包括经济性、效率性、效

益性、公平性、可持续性 5 个维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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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级指标下分设 2 个二级指标（如

资金分配公平性、政策效益普惠性、

政策效果等）和若干三级指标（如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等），较为全面

地反映了政策的实施绩效。

主要问题 ：经评价，该政策等级

为较好。但政策执行中存在以下问题：

1. 科研项目缺乏系统化管理。科

研项目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且对终

止项目的管理有待完善。

2. 政策激励作用不明显。现行科

技项目事后补助政策奖励幅度只有

5—15 万元，而本地企业 2014—2016

年购置技术成果投入分别是 2598 万

元、2269 万元和 2092 万元，政策激励

作用未能充分体现。

3. 科技项目财务管理制度未落实

到位。评价发现，部分企业和科研院

所对科技项目的财政补助资金能做到

会计核算清晰，科目设置合理，但自

筹资金基本上没有按项目建账，项目

支出明细不能确认。

4. 科技创新券申领使用积极性不

高。虽然科技创新券的潜力巨大，但

在使用中存在范围局限、流程复杂、

兑现周期长等问题，导致目前申领使

用的积极性不高。

结果应用 ：根据评价结果，市财

政局会同市科技局修订了市本级科技

计划与项目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科

研经费管理。市科技局调整了市级科

技计划体系，加强项目中期管理，调

整项目经费补助方式，完善市级科技

管理信息系统，并制定了《某市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办法》。

案例三 ：某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

2016 年，某区安排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重点补助生态绿色创建、环境治

理、环保公益、监管能力建设、应急和

整治类项目建设等，积极推进生态区

建设，大力开展环境治理。

评价要点分析 ：根据项目实际特

点，建立了以决策、管理、效益为核

心，贯穿项目全过程的评价体系，重

点从重大减排项目、污水处理厂中水

回用及提标改造、喷水织机建站补助

执行情况等方面评价项目效益，关注

各个补助项目主体上报的验收资料或

相关检测报告、检测数据，明确补助

的合规性。

评价发现的问题 ：经评价，该政

策等级为良好。但发现项目执行存在

以下问题 ：

1. 资金执行率较低。由于环保补

助政策的变化及企业未达到补助标准

等原因，当年预算执行率偏低，仅为

75%。

2. 项目申报流程不合规。在部分

项目申报财政补助资金提供的相关资

料中，工程结算审核报告未按规定由

当地财政部门委托的中介机构出具，

而是由企业自行委托中介审核。

3. 个别项目存在支出合规性问

题。个别项目存在发票内容和工程内

容不一致的情况 ；个别项目辅助工程

款项的支付没有开具发票，且实际均

支付给个人账户。

结果应用 ：

1. 绩效评价报告中披露的问题及

时反馈至环保局，并要求在 2 个月内

做出整改。

2. 将评价报告抄送区人大、审计、

纪检监察等部门，做到评价结果共享。

3. 对低效无效项目减少和不再安

排预算资金，2018 年环保政府专项资

金的年初预算数压缩比例为 40%。

案例总结分析

从绩效评价案例情况看，现行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中主要存在政策设

计不科学、资金使用率不高、项目实

施缓慢、产出和效益未达预期等问

题。针对上述问题，将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

一是完善政策设计。科学制定相

关政策，更加关注政策必要性、重叠

度、公共性，减少政策碎片化、多头

管理现象，源头上避免低效无效现象

发生。

二是加强全过程绩效管理。编制

预算时，应结合业务实际合理制定绩

效指标，明确实现绩效目标的相关举

措，避免项目进度缓慢或未达预定目

标等情况。针对跨年度项目应按年度

工作量将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分解，并

加强绩效监控和建立动态绩效评价机

制，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

三是细化资金测算。逐步完善预

算支出标准体系，提高资金测算的准

确性。根据项目实际内容，按照相关

支出标准，细化测算预算资金，合理

确定项目资金额度，注意与绩效目标

的匹配度，切实提高预算执行率，避

免资金沉淀或不足情况。

四是加强项目实施管理。合理制

定项目实施计划，加强项目前期可行

性研究，强化过程管理，确保项目按

期完成。

此外，根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预算编

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

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结果应

用有问责”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

算绩效管理体系，加强财政绩效监督，

省财政厅将梳理财政资金使用低效无

效的典型案例作为警示，发挥绩效监

督威慑作用，以案促改，以点带面，促

进提升财政资金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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