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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以来，福建省财政绩效

评价中心创新思路、主动作为，对 7

个 2023 年度到期的专项资金开展政

策实施期内（2021—2023 年）全生命

周期绩效评价，涉及金额达 125 亿

元，覆盖科技、生态、土地、交通等

重点领域。按照大兴调查研究的要

求，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深、实、细、

准、效”五字决，探索建立“事后评

价”与“事前评估”有机衔接的闭环

链条，做深做透全生命周期评价各

项工作，衔接应用于 2024 年新增立

项事前评估工作中，提出压减意见

建议 28.85 亿元，核减率达到 13%。

贯通协同，抓“实”全生命周期

评价

根据福建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省级专项资金政策实施期限

为三年，到期前由相关部门开展可

行性研究和事前绩效评估，按程序

报省政府审批重新立项。为配合做

好 2024 年 事 前 评 估 相 关 工 作，坚

持“点面结合”，选择 7 个 2023 年度

到期的专项开展全生命周期绩效评

价，将评估结果作为新一轮预算安

排的重要参考依据，真正为预算决

策和预算管理服务。

（一）打破“预算”和“绩效”壁

垒。积极对接财政厅业务处和各省

直部门，充分了解内部规范支出管

理需求，有的放矢选择管理中问题

明显的、需要进一步评价梳理的项

目纳入全生命周期评价范围，避免

预算和绩效“两张皮”，提高评价

发现问题、提出建议的针对性和专

业性。

( 二）推动“事后评价”与“事前

评估”充分衔接。全生命周期绩效评

价工作重点分析考量 2021—2023 年

政策实施期内财政政策的兑现情况

和实施效果，并对 2024 年政策继续

实施必要性、拟实施项目与前一轮

实施效果的有效衔接等方面提出具

体意见和建议，应用于 2024 年新增

立项事前评估工作中，真正实现预

算和绩效“一体化”。

（三）促进“评价工作”与“结

果应用”有机统一。强化思想认识，

评价工作始终以结果应用为根本

“落脚点”，将结果应用“回应性”贯

穿于评价全流程各项工作中，并将

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考

核评优等相结合，打造压力与激励

并存的制度格局，以绩效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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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部门重视、落实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

精“准”分析，“深”挖“细”掘绩效

问题

在开展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过

程中，根据相关标准和程序，坚持

问题导向，从政策实施期内执行是

否规范到位、是否取得成效，资金

是否真正发挥效益、政策调整是否

及时等入手，设定分级评分指标，

围绕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全

过程构建评分框架，全方位综合衡

量财政政策兑现情况和实施效果。

经过评价发现，存在 4 个方面、40 条

问题，涉及金额接近专项资金总量

的 30%。

（一）梳理薄弱环节，发现问题

线索。扎实做好评价资料审核、面

对面进点、现场核查等各项工作，

全面了解被评价政策情况，详细掌

握单位基本情况和存在的薄弱环

节，筛选出有价值的线索。评价发

现个别专项资金三年资金缺口超 12

亿元，受补助企业所使用的第三方

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有待核实，按照

财会监督协同方案要求，有关问题

移交财政厅监督局开展执法检查。

（二）分析数据信息，寻找管理

问题。系统分析获取的基础数据采

集信息，经过对比研究数据间的逻

辑关系，延伸跨年度、跨部门调查，

挖掘出资金管理中的存在问题和原

因。评价发现部分政策兑现进度慢，

导致相关项目未完成实施计划，造

成专项资金沉淀。

（三）确定评价重点，关注政策

效益。结合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时

间跨度长、资金规模大等特征，以

政策活动为主线，以政策投入 / 效益

分析为支撑，从政策设计、执行到

产生效益全周期过程中的经济性、

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及其价

值进行综合考核。组织专人梳理政

策扶持方向、扶持条件、扶持方式，

分析政策投入对政策效益的影响。

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听取访谈对象

反映的政策设计、实施存在问题和

建议，提高问题线索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通过深入分析，发现部分政

策存在分配不合理、专项资金边界

模糊、产出效益低等问题，为改进

优化政策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突出成“效”，做好结果应用“后半

篇文章”

( 一）分类施策，量化分析。按

照《福建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结果

应用暂行办法》分类施策，具体量

化分析，提出压减意见建议 28.85 亿

元，衔接应用到 2024 年新增立项事

前评估工作中。一是根据评价发现

高风险问题，精准结果应用，提出

建议取消个别专项的补助子项目。

二是邀请绩效评价智库专家对专项

绩效指标评分情况进行评审论证，7

个专项评分覆盖“良”、“中”两个等

级。对评价结果为“良”的，相关支

出原则上零增长控制 ；评价结果为

“中”的，按照一定比例压减对应项

目的预算额度，为 2024 年省级部门

预算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二）压实责任，推动整改。及

时将评价结果信息向有关部门反

馈，压紧压实部门整改责任，稳妥

有序推进整改，修正政策偏差，助

力提升政策制定和实施精准度。根

据部门反馈的措施，主要包括 ：一

是加快项目库建设，做到早立项早

拨付 ；二是研究调整资金安排渠

道，重新梳理核对补助金额真实性

和准确性 ；三是推进资金、项目管

理制度改革 ；四是加强指标设置，

重新修改印发申报指南 ；五是将

评价结果主动运用于下年度预算

安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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