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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扎实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钱巨炎  江中亮  傅小普

近年来，浙江省从建章立制、机构

设置、强化培训和组织实施等方

面着手，扎实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工作，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资金使

用效益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浙江省各地区积极选择重点项目，

按照“先易后难、由点及面”的原则，

积极组织实施评价工作。在评价对象

的选择上，紧紧围绕区域经济重点问

题、财政管理重点领域和资金使用重

点部门以及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

的项目开展。在评价的组织上，采取

“项目单位自评、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

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依托人大、政协

及有关专家和中介机构的力量，竭力

做好具体评价工作。

2005年，浙江省财政厅组织专家

组对建设周期长达15年投资30多亿元

的“一轮治太”六项骨干工程重点项目

实施了评价，将项目绩效情况、存在问

题、意见与建议及评价结果反馈省水利

厅。2006年，将浙江省第一轮（2001-
2005年）促进就业再就业专项资金作为

重点项目，按照全省“统一指标、统一

标准、分级评价、上下联动”的评价方

式，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实施综

合评价。该项目3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11.89亿元，涉及全省77个市、县（市、

区）。通过评价，了解和掌握了再就业

资金的使用绩效和再就业政策措施的

落实到位情况，提出了资金结余偏大、

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得到了省政府

的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解决，为做好第二轮（2006-2008年）

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提供了借鉴。

截至2006年底，全省已对381个

项目268.74亿元专项资金实施了绩效

评价，涉及财政资金 86.80亿元。其

中，财政部门组织评价 184个项目，主

管部门组织评价 92个项目，另有 105

个项目资金使用单位开展了绩效自评

工作。但是从总体上看，绩效评价工作

发展仍很不平衡，评价范围比较狭窄，

财政部门仅限于省里布置的联动项目

评价或选取个别项目试行评价，主管

部门和项目单位的绩效自评工作没有

完全动起来，三层次绩效评价工作在

有的市、县没有很好开展，离全面推进

仍有较大的差距。虽然有关制度和办

法规定了评价结果应作为编制和安排

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但由于绩效评

价尚处于起步阶段，评价指标和标准

不尽科学、思想认识不够统一以及缺

乏统一的法律制度保障，再加上绩效

预算尚未建立等原因，使得评价结果

得不到充分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评价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为加快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

作，应把绩效管理理念与方法引入财政

支出管理，使其成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逐步建立与公共财政管理

改革相适应，以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为核心的监督机制。

（一）牢固树立绩效理念。财政支

出绩效评价是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公共财政管理改革

的不断深入，对财政支出管理方式和

绩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向管理要效

益、向支出要效益已成为财政管理工

作的重要内容，绩效评价作为支出管

理的创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要做好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必须牢固树

立绩效理念，增强责任感。各级财政部

门应通过指导检查、业务培训和工作

交流等多种形式，指导财政资金使用

单位提高绩效理念，充分认识这项工

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开展绩效

评价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推

动各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的切实开展。
（二）建立健全评价制度。财政支

出绩效评价是一项前瞻性工作，没有

现存的经验可借鉴，评价制度的构建

是一个逐步建立与完善的过程。随着

评价工作的深入开展，必须建立绩效

评价指标库，完善评价工作机制，使绩

效评价工作更具可操作性。为进一步

发挥评价结果的作用，适时制订出台

评价结果应用办法，使绩效评价结果

真正落到实处。
（三）加快推动组织评价。绩效评

价不仅是财政部门的重要工作，更是

财政资金使用单位的主要职责。按照

绩效评价有关制度规定，从“项目单位

自评—主管部门评价—财政部门评价”

三层次着手，竭力推动绩效评价工作。

一是指导监督绩效自评工作。从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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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浙江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安排

的 300万元以上项目必须先由项目承

担单位先行绩效自评，然后由省级财

政部门委托中介机构对其绩效自评情

况进行抽查，对未按规定要求绩效自

评的，将进行重点指导并组织评价。二

是选择代表性项目实施评价。主管部

门和财政部门应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

和影响力大的项目组织评价，从中积

累操作经验，为完善绩效评价工作制

度服务。三是推动各地开展绩效评价

工作。进一步指导和督促各地贯彻落

实相关工作，对尚未建立机构和配备

专人的市县，要在2007年度内予以落

实，并尽快实施三层次评价方式，有效

推动绩效评价工作。
（四）充分发挥评价作用。绩效评

价工作能否有效推进，关键在于评价

结果的应用。要把评价结果真正作为

编制和安排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使

资金使用单位对以后年度财政资金的

取得与使用产生实质性影响，促使各

部门从项目立项开始就重视绩效并认

真组织实施。逐步建立评价结果共享

机制，将各地、各部门的评价结果纳入

绩效评价信息平台，在一定范围内实

行共享，以更好地发挥评价结果的应

有作用。对于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适

时将评价结果在媒体上公告，接受社

会公众的监督。各地、各部门应结合实

际，探索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有

条件的市、县可试编绩效预算，逐步实

现事前、 事中、 事后全过程的绩效评

价，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水平。
（作者单位：浙江省 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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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加快推进基本医疗服务向社区延伸

曲 明

周
惠敏是天津市河西区桃园村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她坐在

冯淑琴大娘的床边，一边仔细询问着

病情，一边给大娘做心肺检查，并耐心

告诉大娘诊断结果和注意事项。笔者

发现，在冯淑琴的病历里，不到半年时

间，已经有5次诊断记录。冯大娘感动

地说：“每次都是周大夫来家给我看

病，她成了我的‘家庭医生’”。

冯大娘退休已23年，患有严重的

高血压并发症，因家庭比较困难，以前

犯病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就怕进医院

看病。去年 10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像冯大娘这样的老人建立了医

疗档案，大医院医生定期入户为社区

60岁以上建立健康档案的高血压和糖

尿病病人做检查和指导用药 ，现在冯

大娘不出社区就能得到及时廉价优质

的治疗。

社区医疗  方便实惠

笔者了解到，前些年在天津的一

些老城区，基层卫生服务组织薄弱，居

民患了小病大病都要去大医院看，结

果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

雀，造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老百姓

感觉看病难、看病贵。

2005年，天津市下决心解决老百

姓医疗问题，调整二、三级医院卫生资

源，将社区卫生医院改制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在每个街道办事处设置1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需要每3至4

个居委会或居民人口1万人以上设置1

个卫生服务站，市财政按照每万人 10

万元的标准安排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构建以市属及区属医院为依托、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枢纽、社区卫生服

务站为基础的三级卫生服务体系，逐

步建立起一种“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

院”的卫生资源利用新模式。目前，天

津已建立起公共卫生服务机构576家，

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5家，社区卫

生服务站499家，覆盖率达到 80%，社

区群众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笔者在几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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