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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和财政电子票据系统建设，有效提升了非税收入收

缴管理水平和财政票据监管效率，满足惠民便民的服务要

求。二是建成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日常沟通联络管理系

统，实现了代表委员建议提案的在线办理和全流程跟踪，全

面提升财政部服务代表委员的信息化水平。三是通过财政

法规意见征集系统，向社会公开征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暂行办法》《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等的意见，为各项法律

法规的顺利施行提供了保障。

（二）做好网络服务。一是推进电子政务内网建设。按照

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建设总体要求和工作安排，完成财政部

电子政务内网建设工作，为下一步接入国家电子政务内网

创造了条件。二是优化系统运行环境。根据业务系统对运行

环境调整变更和扩容需求，及时调配资源，优化运行环境，

保障了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

（三）做好运维服务。一是加强对机房的巡检和预防性

检修维护，坚持执行值班制度，及时处理各种机房故障，确

保了机房设备平稳运行。二是加强对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客

户端安全管理系统、网络防病毒系统的运维，提高故障处理

的准确性和高效性，保障了业务系统稳定运行，提高了客户

端计算机的安全性。三是优化客户端技术支持和服务响应

流程，及时处理故障和问题，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四）做好信息服务。一是做好部内信息网建设。围绕开

展财政业务、查阅浏览信息、在线沟通交流三大主线，依托

涉密网网站，搭建财政部电子政务内网网站 ；与应用系统

进行前端整合、统一展现，初步实现了部内信息网与应用系

统的高度融合 ；拓展信息采集渠道，丰富信息内容，规范信

息管理，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全年发布信息 70余

万条。二是加强政府采购网建设。紧跟政府采购动态，规范

发布政府采购公告，及时刊登政采资讯，强化微信和手机客

户端同步发布，切实提供优质、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 ；完

善网站运行维护体系，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政府采购网发

布标讯 130 万余条，受理各项服务请求 8万余人次，用户满

意率达 99.9%。

（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供稿， 李 洋执笔）

财政预算评审与绩效评价

2018年，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以评审工作转型发展为重

点，扎实开展预算评审、绩效评价、支出标准建设等核心业

务，为深化预算改革、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作出了积

极贡献。

一、预算评审不断深化，推动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一）开展中央部门项目评审。共评审 235个项目，覆盖

106个中央部门，涉及资金 2048.62亿元，除去针对某重大专

项的预算执行情况评审，评审调减比例达到 40.11%。通过评

审，大幅剔除了项目预算申报中的不合理支出，有效促进了

部门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显著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益和预算管理水平，评审结论已成为财政部批复项目预

算的重要依据。

（二）开展重大项目动态评估清理工作。继续开展中央

部门一级项目动态评估，涉及资金 441.80亿元。通过评估，

有效推动了中央本级支出结构优化，改变了部分项目支出

只增不减的固化格局，提高了预算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为中央部门重大一级项目的清理提供了支持。

（三）组织完成科技类重点专项概算评估。对 2018年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点专项进行概算评估，涉及资金638.74
亿元 ；完成民口科技重大专项分阶段概算评估任务，涉及

资金 255.21亿元。通过评审，有效促进项目单位聚焦科研目

标、细化研究内容，评审结论已成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概算确

定和预算安排的主要依据。

（四）开展其他专项评审业务。开展事业单位编制内新

增人员的预算支出审核工作，为相关单位新增人员支出预

算核定提供了支撑。完成青藏铁路格拉段运营亏损补贴专

项核查工作，为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管理办法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建议。

二、绩效评价注重质量，评价结论运用进一步落实

（一）做好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2018年，重点项目绩

效评价共涉及资金 1646.50亿元。其中，完成中央本级和转

移支付项目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994.94亿元 ；组织开展 3项

政府性基金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645.83亿元 ；开展部门整体

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5.73亿元 ；完成 2项产业投资基金绩效

评价和 1项国企工作绩效考核。通过绩效评价，对政策目标

不聚焦、政策设计不科学、实施方案不合理等问题提出了较

为明确的建议，为财政部内相关司局安排预算、调整和改进

相关政策、优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完成中央财政经济建设支出和储备政策绩效评价。

在 2017年工作基础上，完成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等 17个中央

财政经济建设支出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1943.14亿元，完成

粮食、原油、天然气等 6项储备政策绩效评价。评价结论得

到较高认可，为财政部内相关司局调整和优化财政政策提

供了必要技术支撑，同时，一些被评价单位还采纳项目组建

议及时修订了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

（三）开展绩效评价课题研究。结合绩效评价业务实践，

组织开展了《绩效评价报告问题诊断与质量提升》《构建分行

业分领域分层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研究。同时，全年

共有10个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上报全国人大作为参阅资料。

三、推动构建科学支出标准体系

（一）制定通用项目支出标准。推动重大公益性演出项

目支出标准发布试行，完善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支出标

准，研制信息化系统运维、资格考试考务费项目支出标准。

（二）探索评审中央部门专用标准。对原文化部起草的

《国家图书馆主要采编阅览设备资产配置标准（试行）》开展

评审，根据评审结论修改完善的相关标准已发布试行。

（三）加强推广应用和上下联动。促进支出标准与预算

编制的有机结合，推动标准互用。完善联络机制，组织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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