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市2017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公开

2017年，在省财政厅的指导下，焦作市继续深入开展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正式

上升到最高度，为我们积极开展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尚方宝剑。

根据有关规定，现将2017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公开如下：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积极推进绩效管理两库建设。2017年继续开展对标管理，

修订出台了《焦作市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焦

作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并通过公开招标建

立第三方机构库，10家机构入围。通过《焦作日报》财税周刊发

布公告公开征集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专家库，共征集专家60人。

2.切实加强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制定了《绩效管理工作考核

办法》和《绩效评价报告评审标准》，加强对市级预算部门和县级

财政部门以及第三方机构与专家的管理考核。制定《绩效跟踪管

理暂行办法》、《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暂行办法》，构建涵盖绩效目标、

跟踪管理、评价管理、结果应用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3.明确绩效目标设置跟踪要求。明确绩效管理主体在预算编

制时按规定条件且100万元及以上的支出必须填报《绩效目标申报

表》并按照规定审核下达，同时进行跟踪监控，确保资金运行效

率。2017年市本级财力安排超过100万元以上填报《绩效目标申报

表》并实行跟踪监控的支出项目共126项，支出预算10.56亿元。



4.督促各方及时完成评价工作。按照绩效目标管理要求，结

合对2016年市级部门预算管理情况综合评价，督促预算部门及时

完成2016年绩效自评工作。从绩效自评的情况看，各部门对绩效

管理的认知程度有所提升，有192家部门和单位上报了绩效报告或

绩效评价报告。按照重点评价协议，督促相关第三方及时完成2016

年3.63亿元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资金专项评价、市卫计委

（14364万元）和园林局（9125万元）的部门整体绩效评价。

5.积极推进绩效重点评价工作。确定市住建局、科技局等部

门进行2017年部门整体支出评价，确定资源枯竭城市中央转移支

付资金27324万元、公立医院综合改革1450万元、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专项经费800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1247万元、新业态建

设发展资金1000万元。以上均委托第三方机构并按照重点评价相

关程序与流程开展。

6.做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培训。一是参加由上海国家会计学

院举办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修班，共参加培训43人，主要为局

机关业务科室、相关二级机构，县市区财政局主管绩效管理的领

导和业务骨干，相关第三方机构人员。二是邀请专家组织330家市

级预算单位进行为期两天的预算绩效管理培训。

7.积极参加中财绩效研究活动。作为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研究

专业研究会的会员单位，积极参加研究会组织的各项研究与活动，

并充分利用这个平台促进我市的绩效管理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8.参与全省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多次与洛阳、南阳等市财政



预算绩效管理部门共同与省厅研究、修订全省的绩效管理推进意

见，为全省尽快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作出焦作贡献。

二、工作成效

1.公众参与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控制。在符合财政支出管理需

要的前提下，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社会公众对绩效评价结果的民

主监督，让社会、公众了解绩效评价过程，从而使绩效评价强化

公众的知情权和财政管理的参与权，提高绩效管理的民主性和社

会参与性，增加预算透明度，有效加强了预算绩效控制。

2.重点评价助推绩效管理改革创新。通过公开招标选择第三

方评估机构开展绩效评价，对完善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提高

绩效评价结果的公信度和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委托客观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市委市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向全

市人民承诺的实事项目、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项目重点评价的基

础上，有力地推动了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创新。

3.绩效应用增强预算部门责任意识。对重点项目的评价，由

于采用组织专家、社会人士和有关部门专业人员评价，或是委托

第三方评价，对项目设立、实施过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开展

综合评价，并将评价报告在财政综合信息网公开。一定程度上，

增强了预算单位责任意识，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方面。一是绩效目标指标申报。部分预算部门（单

位）对绩效目标的申报不重视、不及时，填报内容不规范，绩效



目标不清晰，绩效指标不明确、不具体。二是绩效目标指标设定。

绩效评价在目标设定上过于简单，指标设定不能完全做到科学、

合理、公正，一些重点项目或跨部门实施的项目无法落实设定绩

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主体部门。

2.绩效评价方面。一是绩效评价实施过程。项目单位提供评

价所需资料效率影响评价的及时性、真实性，绩效评价主观人为

因素影响公平性，评价主体自评工作不及时影响重点评价进度。

二是绩效评价方法应用。现实中绩效评价方法的应用上对效率、

可靠性及评价主体的影响仍存，重点评价中存在盲目照抄套用现

象，分析数据设置调查问卷的倾向性、导向性也值得探究。三是

受托评价机构人员素质。第三方评价机构人员素质影响评价质量，

评价结果一定程度上受被评价单位资料提供详实程度的制约。

3.结果运用方面。一是绩效评价结果运用。重点评价效果不

理想，评价结果运用受到局限，调查对象选择错误导致评价结果

事与愿违、无法使用，项目选项、评价依据、资金投向优化及项

目资金取消等导向均对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产生影响。二是绩效评

价结果挂钩。评价结果与项目单位经费和项目资金安排挂钩、减

少或取消其下一年度财政预算的经费安排实施力度尚有欠缺。

四、工作思路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工作，要做好“三全、三多、三分、三化”。

1.“三全”即“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全方位”：强化

绩效目标管理，建立预算安排与绩效目标、资金使用效果挂钩的



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绩效目标执行动态监控，推进绩效评价提质

扩围。“全过程”：紧紧围绕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绩效理念

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注重成本效益

分析，关注支出结果和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全覆盖”：绩效管理

覆盖所有财政资金，体现权责对等，放权和问责相结合。

2.“三多”即“多环节、多渠道、多层次”。“多环节”：即绩

效目标设定、跟踪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多渠道”：实施

绩效管理，除了组织自身力量外，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健全专家库、第三方机构库，建立监督指导库，引入多方力量参

与绩效管理。“多层次”：资金使用单位开展绩效自评；财政部门

和预算部门开展重点项目支出或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财政部

门对预算部门的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政府层面

整体推进绩效管理；人大、审计、监察介入绩效监督。

3.“三分”即“分类别、分部门、分领域”。“分类别”：要将

性质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支出项目归并在同一类别中进行评价，

以增强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分部门”：要强化财政部面对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预算部门在预算绩效管理的主体责

任。“分领域”：要逐步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向财政政策、制度和

管理、部门整体评价等多个领域延伸，拓展并形成部门自评、重

点评价和绩效监督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模式，发挥绩效评价在调整

财政支出结构、促进部门履职、落实民生政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4.“三化”即“信息化、规范化、常态化”。“信息化”：要建



立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健全绩效信息同预算编制结合机制、报告

反馈机制、信息公开机制，、解决绩效管理中“信息不对称”现象。

“规范化”：要从绩效管理制度建设作出明确规范，增强绩效管理

主体——预算部门的绩效理念，确保绩效自评结果客观、准确。“常

态化”：绩效管理培训要实现常态化，通过各种方式对财政部门、

预算部门及第三方机构从事绩效评价工作的人员进行绩效管理知

识培训，借以提升参与绩效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