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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应用的“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作用。

第一，将地方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作

为政府综合考核、干部政绩考核、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第二，将评

价结果反馈被评价方，要求被评价对

象结合评价结果分析查找原因，进行

整改。第三，将评价结果及时进行公

示公开。

地方债预算绩效管理的推进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地方债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地方债以政

府信用为担保，最终还是以税收为主

的财政资金为保障，因此税收法定决

定了举债法定。目前针对地方债预算

绩效管理的顶层制度缺失，建议加强

顶层设计。一是以新预算法为基础，从

中央层面针对预算绩效管理出台专门

的配套法规。二是尽快制定债务预算

绩效管理制度，在约束有力的原则基

础上，厘清项目单位、行业主管部门、

财政部门、投资主管部门、金融主管部

门等地方债预算绩效管理各方参与权

责，出台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

色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地方债

预算绩效相关管理办法，为形成地方

债预算绩效管理操作指引奠定基础。

（二）发挥专业作用，完善债务预

算第三方参与绩效管理机制。一是构

建第三方参与绩效管理机制，完善第

三方资质认定机制，充分发挥第三方

独立评估作用。二是完善第三方信用

评级机制，通过建立债券信用评级业

务评价体系和收费标准，以市场约束

促进评级机构提高信用评级质量，并

强化信用评级行业自律管理。三是强

化专项债项目市场化运营管理和第三

方评估机制，以市场化机制筛选项目

运营主体，同时加大专项债运营期第

三方绩效评估，并建立绩效监控和绩

效评价结果与项目运营主体筛选淘汰

挂钩的机制。

绩效管理

（三）夯实保障措施，推进地方

债预算绩效管理相关配套改革。一是

加快推进地方债预算绩效管理信息

化建设，促进各级政府和部门间的债

券、项目、资产、财务等数据信息的

互联互通，并注重信息系统的整体架

构，满足不同使用主体的使用需求，

为积累地方债预算绩效数据库、拓展

大数据分析技术手段利用范围建立基

础。二是推进地方债预算和会计制度

改革，在我国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模

式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点推进过程

中，进一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管

理、政府会计标准体系、政府财务报

告审计等配套制度体系，并推动债务

预算独立编入资本预算统一反映，加

强债务资本预算与中长期预算的有效

结合。三是加大债务信息公开力度，

在当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公开对象、

规范公开形式、增加公开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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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入制度改革与财税数据治理“研讨会暨
《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发布会在京举行 

12 月 10 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京举行“政府收入

制度改革与财税数据治理”研讨会暨《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

解（2020）》发布会。刘尚希院长作主旨演讲，指出推进财政

数字化的三大重点任务是要形成更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重

新思考相关基础性理论以契合数字化新形势的发展，着力打

造财政大数据的应用场景。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政府收入制

度改革与财税数据治理”主题展开深入探讨，或从新发展格

局的角度阐释政府收入制度改革的逻辑，或从国民经济核算

角度分析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地位，或提出财

税数据挖掘整合的未来方向等，同时，对《中国政府收入全

景图解（2020）》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指出该书全方位、多

层次、多维度地展现 2017—2019 年中国政府收入全貌，是

探索财政数字化建设的一项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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