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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门：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迈入2.0时代
黄婕

为有效破解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中“财政热、部门冷”的难题，真正挖

掘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成果应用的有

效途径，自 2020 年以来，江苏省南通

市海门区通过部门“自身主动发力要

绩效”和财政打造“预算绩效双标准

架构”两端共同发力，顺利推动基层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跨步迈入 2.0 时代，

为基层财政探索拓展绩效管理成果的

应用成效提供了新路径。

提前精心布局，铆足干劲奋力“抢跑”

2021 年海门区财政局发布的财政

重点绩效评价的公开招标公告显示，

全区共有 24 个待评价项目参与本年

度的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涉评项目资

金达到了 18.97 亿元，约占年度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 25%，各类民生实事

项目 12 个，全面涵盖了群众关注度比

较高的教育、养老、医疗、老旧小区

改造等领域，涉及对产业发展、人才

引进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类政策评

价项目 4 个。除此以外，还有 1 项政府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和

1 项农业领域的政策事前绩效评估，6

个具有重大专项资金分配权限的主管

部门被列入部门整体支出重点评价范

围。不管是从评价类型、涉评对象还

是从评价内容上看，都构建起了全面

覆盖、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目标明确

的重点评价体系。

转变评价方式，保障改进方案成效

为了寻找到与待评标项目最为匹

配的第三方机构，海门区财政局不仅

将重点评价招标的时间延展至每年的

2 月初，更在招标公告发布前就先行

完成了所有项目基础情况的全面梳理

和汇编，公告明确要求参与投标的第

三方根据自身擅长的项目类型和对相

关项目基础情况的解读，设计绩效评

价的投标方案。

这一改变既能实现中标机构在正

式开展现场调研前，就能基于项目基

础信息挖掘出潜在的绩效管理问题隐

患，初步给出对涉评项目或部门未来

绩效改进方向的预判思路，又能根据

投标方案在后期与实施单位快速实现

对接，高效完成对评价方案的补充和

完善，为后续在评价方案中嵌入项目

既有短板的改进落实方案奠定基础。

此外，地方财政部门还在招标过程中，

最大限度地收集到不同机构对同类项

目的评价思路和真实工作能力，既有

利于辅助拓宽后期中标机构的项目评

价思路，又能有效解决第三方机构在

参与评价工作中普遍面临的基础信息

绩效管理

项、前期准备以及实施主体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所作的工作。二级指标可以选用

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时效指标等。数

量指标不宜多，要突出重点，用最有代

表性的指标体现该项目的主要工作内

容。质量指标应以“项目验收合格率”

以及“设备故障率”等考核。时效指标

可以根据工程项目周期安排，对关键性

节点明确完工时间，作为约束性指标。 

效益类指标侧重于评价该项目

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等。对于基本建设项目要特别考

虑效益不仅仅是预算绩效评价当年

的效益，而是要充分考虑未来一段时

间的效益情况。同时，还可以设置“节

能环保材料使用量”“工程施工安全

生产”等指标来考核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

满意度指标反映了服务对象或者

项目受益人的认可程度。对于直接面对

社会公众的项目要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开展满意度调查，如果该基本建设项目

不面对社会或者公众则可以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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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不全、有效信息筛查时间较长等

效率短板问题。

打破沟通壁垒，凝聚评价工作合力

为了有效推动第三方机构掌握

项目短板实质，设计出最有利于项目

绩效改进的可行性方案，海门创新性

打破国内通用的绩效结果等级考评

制度，不再简单以项目的绩效评价得

分作为结果应用依据，转而改设绩效

评价进阶天梯榜制度。天梯榜制度以

项目或部门当年度绩效改进增量变动

情况作为最终绩效管理考核排名的依

据，同一增量分值下，率先根据第三

方机构的改进建议，完成绩效管理内

控问题即知即改和其他改进建议采纳

应用的部门，将优先获得增量绩效，

成为本年度绩效管理工作的“榜首”

部门，各预算部门爬榜晋级的速度和

位次决定了本部门的最终绩效管理考

核成绩，并与单位每个在职人员年终

绩效考核奖励形成关联。

这一制度的创新，有效打破了部

门与第三方机构、财政部门在重点绩

效评价期间的沟通壁垒，激活了部分

绩效管理基础薄弱的部门主动参与比

拼的积极性，真正凝聚起多方参与、

共谋提升的绩效工作合力。

聚焦评价目标，牢牢把握评价重点

在邀请第三方机构参与重点绩效

评价工作过程中，海门财政坚决不做

“甩手掌柜”，不仅对各主管部门共同

参与重点绩效评价的主体责任加以明

确，还要求部门利用重点绩效评价的

契机，对照第三方机构评价所需资料

清单，找准当前业务管理中的“病灶”

穴位，精准“施针”。具体工作中，财

政局全流程参与项目方案评审、指标

体系和测评依据的设计、绩效改进方

案的落实应用等重点环节，推进绩效

管理与业务管理深度融合。

同时，财政局还从“找准定位、认

真实施、客观公正、确保质量”等方

面，对第三方机构提出参与重点绩效

评价工作的四点基础要求，明确要求

各机构参与评价的现场调研范围不低

于具体项目实施单位总量的 30% 或者

项目预算总金额的 60%。并特别强调

所有评价项目均需开展民生满意度访

谈，旨在通过更多群众参与财政项目

的绩效评价，使基层老百姓在公共财

政投入分配权限上真实拥有“发声”

话语权，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设

计也更关注群众内心的真实需求和满

意度，真正实现惠民工程暖民心、民

生实事有成效。

规范实施流程，保障预期报告质量

为保障最终绩效评价报告质量，

海门财政还面向所有参与评价工作

的机构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成员

开展具体的业务培训，详细介绍海

门 预 算 绩 效 管 理 制 度 的 突 出 特 点、

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讲解重

点绩效评价方案、评价报告与国内

大部分绩效管理模式的差异和原因，

确保所有机构都对海门最新升级的

2.0 评价模式的工作流程、工作要点、

评价方案和评价报告格式等有了全

面的掌握，并明确要求各机构将后

期评价实施过程的侧重点由关注部

门短板转向对于协助部门共同探索

短板改善的可行性论证，最终的评

价报告分析侧重点也转为对项目相

关问题整改落实前后的绩效增量变

动分析说明。

同时，在相关建议中还可对实施

部门无法短时间内完善的其他改进举

措以及部门无法整改落实的体制机制

类问题进行归纳提炼，既能为其他同

类项目防范出现同类问题提出可供参

考的方向性建议，又能有效弥补现有

重点评价模式下评价结果应用固有的

时滞性短板，通过做深做实重点绩效

评价，对部门绩效管理的提升形成有

效推进。

多维分析论证，构建绩效改进模板

对各机构最终形成的重点绩效评

价报告中用于对比分析的说明数据提

出明确要求。所有形成分析结论的数

据，均需基于不低于总量 30% 的项目

实施单位绩效改进前后的基础数据采

集，对开展现场满意度调研的访谈工

作范围要不低于项目总金额的 60%。

各机构还要在评价报告的对比分析

中，综合运用成本效益管控思路，既

从被评价项目（政策）历年财政投入

与产出进行纵向绩效变动趋势分析，

又从政策角度或管理角度对国内其他

先进地区同类项目构建出横向对比分

析架构，多维度锁定当前项目预期绩

效改进的核心要点。

同时，更以部门履职为基础，通

过预算支出标准和绩效指标两个标准

体系的架构，形成项目关联部门的整

体绩效评价分析模型。这一“项目——

整体”的绩效联动分析模式，既能剖

析出项目对应实施部门在行政运行上

的成本管控、内部管理共性指标上的

高低优劣，又对同类项目构建出通用

绩效改进流程的整体架构，真正实现

通过“重点评价一个项目——形成一

类测评标准——树立一个模式标杆”，

打造出未来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应用的

“标准模板”。

（作者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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