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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来，根据财政预算改革

精神，所有预算项目均要设置预算目

标及指标，打破了基层单位若干年来

不注重预算绩效的局面。实践操作中 ,

由于缺乏经验，基础薄弱，很多单位

预算绩效指标设置水平低 , 制约了整

体预算绩效管理水平的提升。A 单位

是一家考试服务管理单位，在不断优

化项目支出预算绩效指标体系的过程

中总结出制定完善项目支出预算绩效

指标的“36 字法”，希望对基层单位开

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所帮助。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指标体系存在的

问题

A 单位负责组织人才评价类考

试，是人事考试行业的带头单位，以

其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近年来，A 单位考试预算项

目从内容到规模都有了较大改变，绩

效指标数量和代表性部分完善，但

仍存在指标体系宏观性、科学性、概

括性、引导性不足等问题。宏观性不

足 ：受限于编报时间紧张、编报经验

不足、编报水平欠缺等因素，绩效指

标设置仍采用各业务部门提出、规划

制定完善项目支出预算绩效指标的“36字法”
张晓杰

财务部门简单汇总的做法，设置的指

标主要是基于部门层面而非单位整

体层面，对整体业务的宏观性考评需

求反映不足。科学性不足 ：负责不同

考试的各业务部门对于考试的管理

模式和要求有差异，对于预算项目绩

效指标设置的理解也有差异，即使对

于同样的命题、阅卷、试卷管理也会

提出不一样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概

括性不足 ：有的部门提的指标多，有

的部门提的指标少甚至不提，这样汇

总形成的指标体系反映更多的是提

的多的业务部门的工作内容及要求，

有的甚至只是一项考试的指标，不足

以概括全部考试。引导性不足 ：缺少

体现公平考试、科学考试、规范考试

的针对性指标，而这些指标应该成为

引导人才评价类考试工作不断提升

的重要指标，如反映分级分类考试质

量指标、考试测评信度效度区分度等

指标。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指标优化思路

基于上述问题，A 单位决定优化

预算项目绩效指标体系，其具体做法

可以概括为“立足核心职能，向上战

略拔高，向下任务延伸，全面细化指

标，统筹协调部门，注重集体决策”的 

“36 字法”（如图所示）。

（一）立足核心职能。按照三定方

案要求，A 单位的核心职能是圆满完

成各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的组织

制定完善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指标的“36 字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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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基于此，A 单位关于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考试的绩效，应以单位整体

考试产出而不是某个部门的工作产出

为基准确定指标。

（二）向上战略拔高。立足核心职

能，充分考虑国家战略、行业愿景、使

命及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进而确定绩

效指标如何设置。

（三）向下任务延伸。立足核心职

能设定具体的考试任务，进而设定绩

效指标。

（四）全面细化指标。A 单位立足

核心职能、战略和任务等全面细化了

绩效指标。需要说明的是，细化后的

指标只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可以实

现的指标，而非全部理想化的指标。

（ 五 ）统 筹 协 调 部 门。A 单 位 充

分认识到预算绩效管理应重点关注

业务绩效而不单是财务资金绩效，因

此，各个业务部门的全面参与和高度

重视是重要前提。预算绩效说到底是

要评价预算支出产生的业务效果和满

意度，业务部门的参与度应该在 90%   

以上。

（六）注重集体决策。集体决策的

过程本身是争取领导认可和支持的

重要环节，也是从更高层面再次统一

思想和形成共识的过程，是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实施效果的必要之举。可以

说，没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预算绩

效管理水平将大打折扣。

优化后的项目支出预算绩效指标

体系

按照上述“36 字法”，A 单位制定

完善了项目支出预算绩效指标体系

（如表所示）。

新的指标体系改进之处在于 ：一

是突出了宏观性，站在单位整体角度

思考考试工作应该有的绩效指标，而

不是站在内部各个业务部门的角度设

置具体的工作绩效指标。二是突出了

概括性，不再设置一些仅反映某个业

务部门命题量的指标。三是突出了科

学性，综合考虑考试整体工作而不是

某个命题或阅卷环节而设置考试的信

度、效度等测评指标。四是突出了引

导性和相对稳定性，指标体系可以适

用多年，有利于减轻未来的工作量，

同时为业务工作提供更明确的目标  

指导。

（作者单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人事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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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项目支出预算绩效指标体系（2020 年）

序号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1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资
格
考
试
部
分

项
目
之
考
试
服
务
保
障
经
费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项目数 ≥ ** 项

2 数量指标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科目数 ** 科

3 数量指标 人事考试网站访问量 ≥ ** 亿人次

4 质量指标 考务信息管理差错率 ≤ 1%

5 质量指标 分级分类考试测评政策实现情况 符合各种考务文件规定

6 成本指标 年度考试服务保障经费总额 ** 万元

7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统一考务管理系统减少重复建设 作用显著

8 社会效益指标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考人数 ≥ ** 万人次

9 社会效益指标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考科次数 ≥ ** 万人科次

10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政务信息（数据）共享程度 不断提高

11 生态效益指标
实施网报和电子化考试节约纸张成本，具备环
保意义

作用显著

12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按职能稳步推进有关政策实施，探索新技术在
考试中的应用，加强考试机构、人员队伍、专
家队伍建设，确保不发生大的事故，逐步推进
科学考试、公平考试、安全考试、规范考试，
有利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作用显著

13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主管部门和地方考试机构满意度 ≥ 95%

14 满意度指标
推进便利化改革，规范管理流程，提升考生满
意度

作用显著

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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