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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技术支撑

体系。绩效主管部门应加快推进绩效

评价行业力量建设，在评价机构、专

家团队以及专业人员等方面多端发

力 ；推动学术机构积极参与绩效评

价技术研究，完善评价指标库建设、

评价方法开发应用、绩效管理信息系

统构建等。中央部门要从国家治理高

度，将绩效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国家战略、部门“三定”职能紧密衔接，

积极推进部门整体绩效评价 ；主动依

绩效管理

一直以来，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始终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

要”的尴尬境地，很多时候都是财政

部门唱“独角戏”，部门不重视、也不

理解，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也面临重

重阻力。按照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要求，湖南省株洲市在全国首

创推进了预算绩效“四评”，即对财政

专项资金实行部门自评价、财政再评

价、审计评审和人大评议，有效打通

了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的堵点，形成了

绩效评价和预算管理的良性互动。

四个报告提升参与度

2018 年起，每年株洲市人大联合

财政、审计部门选择部分与民生、社

会建设、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专项资

创新推进“绩效四评”
提升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湖南省株洲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能斌

金，开展“绩效四评”，并分别形成专

项报告，切实增强资金主管部门或使

用部门自评、财政评价、审计评审的

主动性和联动性。

一 是 自 评 报 告 突 出 目 标。按 照

“对着预算看执行、对着目标看完成”

的理念，对所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开

展部门自评，压实部门预算管理主体

责任，建立起部门和单位资金需求自

我约束机制，有效改变“保盘子、保基

数、轻绩效”的局面。到 2020 年，株洲

市 4 本预算自评实现全覆盖。

二是再评报告突出常态。财政部

门每年选取 50 个左右的专项资金委

托中介机构对立项、投入、过程、产出

和效果全面开展再评价，并且开展专

项资金 3 年整体绩效评价，评价结果

与专项资金的存设及规模挂钩。近 3

年，株洲市财政局共对 125 个项目（部

门）进行了绩效再评价，涉及财政资

金 65 亿元，2020 年财政再评价项目年

初预算覆盖率 58%。

三是审计报告突出真实。审计部

门探索实行“五统一”的模式，在关注

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的基础上，

把绩效评审的关注重点拓展到专项资

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即绩

效目标的实现与绩效评价互为补充，

成果共用，联合整改，双向发力确保

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四是评议通报突出效应。调整人

大监督重心，从以前的主要关注财政

收支预算监督向支出政策及效益拓

展，“四评”项目的绩效情况在人大

靠外部专业力量，持续完善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及时动态调整

优化，以全面促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

效率。 

（四）加快建立预算绩效管理激励

机制。绩效主管部门应积极推动预算

绩效管理立法，硬化约束 ；完善绩效

管理激励机制，无效问责、有效则奖、

奖罚分明 ；充分调动现有绩效管理力

量，优化绩效管理中的权责边界，发

挥相关部门的能动性和优势，强化对

中央部门绩效评价的外部监督履职。

中央部门要有“刀刃向内”的改革勇

气，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并与政

策调整、资金分配等挂钩，及时校准

工作重心 ；强化绩效信息公开，主动

接受外部监督，对人大、审计提出的

意见建议、社会公众反映的情况问题，

坚决予以整改，切实发挥绩效管理

效用。

（作者单位 ：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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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上予以报告，并接受代表参会

人员对专项资金绩效情况的满意度

测评。

四个环节提升关注度

在推进“绩效四评”的过程中，注

重采取有效举措，努力培育“各级政

府重视绩效、各个部门追求绩效、社

会公众监督绩效”的绩效文化，不断

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绩效。

一是把绩效目标作为重要指标，

对标看成效。市本级所有专项资金年

初预算均要求编制绩效目标，并与预

算草案“同申报、同审核、同批复”，

切实提高预算绩效目标约束力 ；年终

决算要求自我评价绩效完成情况，找

差距、找问题、强管理。

二是把满意度投票单独设置，让

部门红红脸出出汗。在人大评议阶段，

单独设置满意度测评环节，资金主管

部门“一把手”上台接受投票，倒逼

“关键少数”关注资金绩效，重视绩效

评价，带动整个部门绩效意识的提升。

三是把资金绩效置于阳光下，推

动公平公正。依法公开财政资金的绩

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充分调动财

政政策受益人和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

积极性，把财政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置

于阳光下，营造全社会重视绩效、监

督绩效的良好氛围。

四是把全过程理念贯彻始终，提

升管理能力。坚持以绩效结果为导向

的绩效评价，不仅监督财政支出的真

实性、合法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

性，还把从财政支出立项的前期准备，

到过程控制、到绩效表现的整个过程

纳入绩效评价范围，将财政支出项目

的设立者、使用者、管理者、受益者各

方都作为评价的客体，有效推动从政

府部门到基层单位和资金使用终端，

各个层面绩效理念的提升。

四个结果提升公信度

实施“绩效四评”机制，推动形

成四个评价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统一

了各方对资金绩效结果的认同，财政

再评价和绩效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以及提出的意见建议，因为有人大

参与监督评议，从而提升了公开、公

平、公正性及法律地位，使评价结果、

问题整改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相挂

钩，项目的整合、资金支持方向的优

化在协同机制下顺利开展，进而提升

了结果应用效力，优化了财政资源配

置。例如，通过利用 2018 年“绩效四

评”结果，调整了“推进取消药品加成

专项改革经费”市级补助政策，2019

年预算安排压减 27%，并不再增长。

通过利用 2019 年“绩效四评”结果，

2020 年预算压减“现代服务业发展资

金”20%，“城区拆违经费” 35%，并

在预算紧平衡且大幅压减各专项资金

规模的背景下，对四个评价结果均为

“优”的“教育内涵发展经费”增加了

2% 的预算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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