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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如何推动专项债项目提质增效
李玲玲

近年来，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

有效抓手，专项债券在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随着专项债券规模的逐渐增大，项目

管理粗放、项目进展缓慢、债券资金

闲置、风险评估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

加强专项债项目绩效管理、提高债券

资金使用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专项债项目绩效管理需重点关

注的问题

（一）强化风险防控与成本意识。

绩效管理既是加强地方专项债风险

管控的有效路径，也是推进项目提

质增效的重要抓手。当前部分项目在

前期评估、申报等环节对项目的经济

性和风险评估不充分，高估项目产

出，对偿债风险、项目成本缺乏有效

预期及管控。而项目风险与成本，包

括项目偿债来源是否充足、资金使用

是否高效、融资规模与预期收益能否

平衡、债券期限与项目期限是否匹配

等，是项目绩效管理的核心，是决定

项目该不该做、该不该通过举债来做

的重要考量。进一步强化风险与成本

意识对提升项目绩效管理实效、防控

债务风险、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均有重

要意义。

（二）加强县级专项债项目管理

能力。由于专项债是省级政府代发，

债券信用评级主体实际为省级财政，

评级结果均为 AAA。而各市县经济发

展水平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不一，信

用评级结果不能真实反映各市县政

府的偿债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实际

上，专项债项目的实际举债和运营是

由县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机构负责，

实施中存在项目数量多而管理能力滞

后、项目管理责任分工未压实等。只

有进一步加强县级专项债项目管理

能力建设，强化对县级有关部门的培

训、指导和监督，推进绩效管理到基

层、到项目，才能夯实项目绩效管理

实效。

（三）聚焦债务资金形成的资产和

未来收益情况。《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专项债还

本付息主要来源于项目运营产生的政

府性基金收入和专项收入。当前政府

性基金收入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在

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及国内房地产调控持续收紧

等背景下，支撑专项债偿还的相关收

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逐渐变弱。因

此，为进一步确保项目自身的偿债能

力，应聚焦偿债资金来源、收益测算

与投融资规模平衡等关注项目长效管

理机制及资产运营情况。

（四）覆盖专项债项目全生命周

期，构建“三全”绩效管理体系。结合

专项债发行管理、支出管理、存续期

管理、偿还管理等多个环节特点，融

入绩效管理要素，建立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的专项债项目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将绩效管理窗口前移至项目

决策、发行阶段，进一步加强事前绩

效，科学设定绩效目标，做好项目财

务测算，保证债券与项目在期限、利

率、未来现金流等方面的匹配平衡。

事中强化项目存续期的运行监控管

理，包括跟踪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项

目资金流向、预算执行进度、债务偿

还能力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

偏调整。事后加强信息公开及结果运

用，对项目实施的阶段性进展和最终

结果及时准确披露，有效发挥对债务

风险及项目风险的内外部监督，并通

过加强结果运用，建立有效的追责问

责机制。

加强专项债项目管理的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健全专项债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明确提出要针对政府债务进行

绩效管理。应加快完善专项债预算绩

效管理立法，指导各级政府及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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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细化落实绩效管理工作，加快构建

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绩效管理

制度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

指标，提高绩效评价结果的统一性和

权威性。

（二）以项目为载体，提升资金使

用效果。在项目管理体系中，专项债

发行后，主要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开

展监督检查等方式进行管理。应加快

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压实项目各参与

方责任，提高各方绩效管理意识，从

前期评估论证开始到申报、审核、举

债、运营、偿还，确保项目各环节均可

问效、可追责。推动建立专项债项目

投资管理机制，以完善项目库质量建

设为核心，由地方财政部门、发改部

门、项目主管部门定期开展各类项目

运行情况跟踪管理，结合专项债评审

标准、项目绩效目标、前期申报及披

露信息等，对项目资金到位及使用情

况、项目实施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等进行全面探查，并针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纠偏整改，推动专项债绩效管

理工作落地落实、持续改进。

（三）夯实保障措施，完善专项债

预算绩效管理配套机制。推进债务预

算第三方参与绩效管理，包括第三方

评估、第三方信用评级、市场化运营

管理指导等，协助地方政府及相关部

门对专项债项目从前期决策到最终偿

还全生命周期开展绩效管理。加快规

范政府债务领域的资本预算和会计制

度，通过规范的会计制度掌握准确的

财务信息，以夯实项目绩效评价的基

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专项债

信息公开的范围、路径及规范化程度，

完善覆盖项目全周期的信息披露机

制，包括专项债发行、项目运行情况、

债券资金还本付息及绩效管理等关键

环节的信息披露，以加强专项债项目

内外部监督力度，使债务情况更加公

开透明，项目风险更加可控。

（作者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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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三个迅速”“三个确保”   抓好中央留抵退税政策落实落细

地方动态

  3月23日，财政部下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2年支
持小微企业留抵退税有关专项资金82.65亿元。为落实中央
关于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基层财
政平稳运行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工作
安排，自治区财政厅认真研究政策，及时组织落实，做到

“三个迅速”，做好“三个确保”。
一是迅速分配下达资金，确保留抵退税资金应退尽

退。按照新出台留抵退税政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税务局提供的各地县2022年预计留
抵退税相关数据，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报自治区党委、自
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并报财政部备案同意后，已于3月31
日全部分配下达至各地县。

二是迅速调拨库款，确保留抵退税资金足额保障。按
照中央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规定，自治区财政厅对留抵退
税资金实行单独调拨。3月31日，自治区、地（州、市）财政

部门联动，已第一时间将资金拨付到县市基层。
三是迅速安排部署，确保留抵退税资金规范使用。

3 月 31 日，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财政部新疆监管局、国家
税务总局新疆税务局，共同召开留抵退税视频调度会
议，从高度重视、强化落实、压实责任等方面，安排部
署各地县做好留抵退税工作，扎实稳妥、有序推进自治
区留抵退税政策落实。

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将会同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税
务局、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等部门建立会商
机制，抓紧制定增值税留抵退税工作方案和保障基层财
力的方案，确保留抵退税资金应退尽退、足额保障、规
范使用，为企业纾难解困，增加企业现金流，提振市场
信心、激发主体活力、增强内生动力，促进自治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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