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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局长｜杨瑞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既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大变革

的时代。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起

伏反复，世界经济脆弱复苏，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内外经济环境复杂严

峻，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疫情进一

步暴露全球及各国治理体系的不足和

短板。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

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很多国家实

施了比以往规模更大、力度更强的宽

松财政货币政策。在此形势下，做好

变革中的预算绩效评价，持续提升公

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实施效

果，推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成为当下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稳定恢复、

稳中加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12.7%，主要经济指标符合预

期，国际主流舆论对中国经济普遍

看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

增长 21.8%，财政收入呈现恢复性增

长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4.5%，保持了适度支出强度，民生等

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有力。这些积极成

效是中国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结果和具体体现。中国政府强调着力

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

展。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科学合理配

置财政资源，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

平，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高度一致、

一脉相承的。

自财政部监督评价局牵头预算绩

效评价工作以来，在各有关方面的大

力支持下，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落实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

续”的要求，围绕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持续深入推进预算绩效评价工

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效。

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绩效评价

制度体系

一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

意见基础上，出台《第三方机构预算

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从事绩效评价

业务，严格第三方机构执业质量监督

管理，促进第三方机构健康发展，不

断提高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和

可信度。二是会同财政部预算司修订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明确

绩效评价定义、分类、对象和内容，

对绩效评价指标、组织实施、结果应

用等进行全面规范。三是组织引导相

关方面制定多项重点领域绩效评价办

法，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南》《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绩效评价暂行办法》《政府

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绩效评价指

引》等。

强化沟通交流，绩效评价多方参与、

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一是注重加强与人大的沟通联

系。2020 年 9 月，积极邀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委参加部分项目绩效评价

报告审议，得到各方高度肯定。组织

各地监管局积极邀请全国人大代表，

以征询意见、实地调研、座谈交流等

方式参与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

工作，提高了绩效评价的科学性、权

威性和影响力。同时，在绩效评价工

作中持续推动建立与纪检监察、审计

等部门的联动机制，不断加强财会监

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贯通协调。二是

督促中央主管部门进一步压实绩效管

理主体责任，持续提高绩效自评和部

门评价质量并加强评价结果应用，切

实强化绩效激励约束。鼓励地方财政

部门积极探索创新，加快构建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相适应的预算

绩效评价制度体系。三是通过课题研

究、论坛研讨、征文宣传等多种途径，

充分调动学术界、实务界研究绩效评

价理论的积极性。2020 年以来，组织

有关方面积极开展世行课题、部省共

建课题等研究，会同相关单位组织做

好“新时期预算绩效评价创新与发展”

征文活动，进一步夯实绩效评价理论

基础，扩大绩效评价工作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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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创新意识，绩效评价各项工作

不断向纵深迈进

一是绩效自评工作质、量并进。

2021 年，组织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

对 83 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

项转移支付开展绩效自评，涉及预算

资金 3.8 万亿元。连续三年部署有关

省份对 40.84 万个扶贫项目开展绩效

自评。组织中央部门认真开展单位自

评和部门评价工作，基本实现绩效自

评全覆盖。组织财政部有关监管局对

226 个县区的 3232 个扶贫项目绩效自

评结果进行抽审。对中央本级项目自

评结果及 512 份部门评价报告进行审

核，推动提高绩效自评质量。二是重

点评价工作提质扩围。2021 年，聚焦

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等民生领域，

涵盖项目、政策、部门等不同评价对

象，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预算体

系，兼顾政府投资基金、特殊转移支

付等重点内容，组织财政部预算评审

中心、各地监管局等对 41 个重点项目

和政策开展评价，涉及资金超过 9700

亿 元。进 一 步 创 新 评 价 方 式 方 法，

2021 年，在部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重点绩效评价中，探索运用成本效益

分析方法开展评价，进一步提升绩效

评价的质量和成效。三是绩效评价工

作机制持续完善。2020 年，首次组织

对重点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中央部门

项目开展整改落实情况专项核查，督

促部门强化评价结果应用。首次对部

分中央预算单位部门评价结果进行抽

查复核，推动提高部门评价质量，取

得良好成效。

强化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和公开工作稳步推进

一是加强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全

面审核单位自评表和部门评价报告，

将审核结果纳入部门过紧日子情况季

度评估，对预算执行率偏低、绩效自

评结果较差的项目，督促中央部门在

编制年度预算时从严从紧安排。二是

强化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立结

果应用台账，逐项印发绩效评价发现

问题整改通知书。编制 2021 年部门预

算时，对 2020 年评价结果为“中”或

“差”的项目，在正常预算安排的基础

上压减 5% 或 10%。三是持续推进绩

效评价结果公开。2021 年，选择 104

个中央部门的 493 个一级项目绩效自

评结果、29 个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

告，随同中央决算报送全国人大常委

会并推动向社会公开。

强化监督管理，绩效评价第三方机

构执业质量不断提升

一是加大第三方机构执业质量监

管力度。2019 年以来，连续 3 年对部

门评价报告涉及的相关第三方机构执

业质量进行监督，通过约谈批评、问

题警示等方式，督促存在问题的第三

方机构落实整改要求，形成有效震慑。

地方财政部门通过报告抽查、质量考

核、失信黑名单管理等方式，积极推

进第三方机构执业质量提升。二是强

化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创新第三方

机构监管方式，研究上线预算绩效评

价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平台，通过将

机构信息和处理处罚信息录入平台并

予以公开，倒逼第三方机构提升绩效

评价执业能力。三是指导委托方合理

选用第三方机构。指导委托方按照政

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规定，

结合委托业务需求，依法合规选取专

业能力强、行业信誉好、执业质量高

的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工作。四

是督促第三方机构强化自身建设。引

导第三方机构健全企业内控管理制

度，严格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流程和风

险管控，落实“主评人”制度，激发内

在驱动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

支柱。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稳妥

务实推进预算绩效评价，有利于增强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内生动力，是加

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关键点和突破

口。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

国内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问

题依然存在，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

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充分

发挥绩效评价的“利剑”作用，继续落

实好“党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要求，

按照“花钱要问效、有效多安排、低效

须压减、无效要问责”的原则，大力

削减低效无效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把钱花到“刀刃”上、用出效益来。

下一步，财政部将持续加强顶层设计

和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完善绩效评

价工作机制 ；持续强化绩效自评质量

监督，进一步发挥绩效自评基础性作

用 ；持续加强重点绩效评价成果应用，

进一步提升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成效 ；

不断夯实绩效评价基础保障，进一步

促进绩效评价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文整理自杨瑞金局长在 2021

年“亚洲评价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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