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焉耆县 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一）强化事前评估，夯实预算编制

2022 年焉耆县永宁镇政府人居环境建设项目作为事前绩

效评估项目，审核平均分为 98 分，评估结果为优秀，安排项

目预算资金 190 万元。通过事前绩效评价，促进预算单位树立

起以事定费、以实际需求和绩效目标为导向的绩效意识，实现

事前绩效目标和 2022 年预算同步编制、同步审核、同步评估，

从源头上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和预算一体化建设。

（二）科学合理制定，细化绩效目标

按照年初预算我县共计 85 个预算单位编制绩效目标，预

算资金总额 132079 万元，根据绩效表设定三级绩效指标至少

使用 7 项，定量指标可量化占比应超过 70%的编制标准，预算

单位根据绩效目标管理要求，科学、合理地测算资金需求，填

写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相关业务部门审核，财政批复后，

确定预算绩效目标。财政部门批复下达预算时，通过规范格式

同步下达绩效目标，明确部门单位是预算执行主体，负责实现

项目绩效目标。

（三）加强绩效监控，实现跟踪管理

我县科学合理制定 2022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目标、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目标，于 5 月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动态监控，

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完成，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

行。全县开展绩效监控项目涉及 52 个，涉及资金 50228 万元；



开展扶贫项目绩效监控 25个，涉及资金 4878 万元；以 6 月底

为节点，对全县 85 个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监

控，涉及金额 132079 万元。

（四）强化结果运用，稳推绩效评价

在加强预算编制环节的基础上，加强预算执行监管和结果

评价，将财政监管渗透到预算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

节。今年对 2021 年 104 个项目进行绩效自评和财政评价工作，

将绩效评价与预算资金相衔接，推进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绩效

问题整改，对未能如期实现绩效目标或者绩效评价结果较差

的，在年底通过清理结转结余资金，收回部分项目资金，或在

编制下年度预算时适当调减项目资金额度。2022 年 7 月 16 日

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我县畜牧兽医局水电改造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永宁镇政府畜牧养殖生产母牛项目项目等 10 个项目进行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通过重点项目绩效评价，能更有效地

规避投资风险，节约财政资金，缓解供求矛盾，促进资金有效

配置。

（五）专题绩效培训，提升绩效公开

采取培训、召开座谈会，聘请第三方机构等形式，就绩效

管理理论、政策、制度、办法和操作流程等方面，对全县各个

部门单位相关人员开展宣传培训，进行业务交流，使其有理念、

知内容，懂方法，切实增强绩效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为增强

预算绩效透明度，让社会公众更好了解“花钱达到什么效果”，



我县不断加大预算绩效目标的公开力度，让钱花的其所。2022

年共对 85 个部门进行绩效目标公示，同时对直达资金的政策、

制度、文件、绩效目标情况在焉耆县政府网站进行公开，接受

社会公众监督，增强财政资金绩效情况的透明度。

三、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认识尚不到位。部分部门单位对绩效评价不

了解，长期以来形成“重分配、轻管理”的观念还没有彻底根

除。对绩效管理的意义认识不清，尤其是对“效”的理解不够，

只考虑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忽视资金使用所带来的绩

效，还停留在是否按计划完成任务上，而没有将工作重点放在

效益和效果方面。

（二）单位绩效职责不清。很多部门单位内部预算绩效

职责不清，工作安排不到位，都是财务科室独自完成项目的绩

效申报、自评。由于有些财务科室缺乏专业人员，缺少业务科

室的协调配合，承担了本该由业务部门承担的的绩效工作，简

单地将绩效目标制定、跟踪监控等专业性工作归口于财务人

员，没有专人承担绩效管理职责，导致业务管理与绩效管理脱

节，弱化了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最基本的环节。

（三）技术支撑尚显乏力。预算管理的指标体系、评价

体系尚未完善，中介机构库、专家库不够规范，绩效评价质量

有待提高。政府追求多元化的公共目标，很多内容难以量化，

导致预算绩效管理指标很难设定，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



绩效管理信息系统，综合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等，是当前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难点。

四、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我县将按照上级财政部门要求，进一步扩大绩效预算评价

的范围，做好预算绩效管理的宣传工作，加大业务培训力度，

建立健全贯穿预算管理全过程的绩效管理制，加大预算绩效评

价结果的应用，切实提高预算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抓源头。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加大对财政部门和

中介机构与绩效评价的人员培训力度，进一步统一认识，充实

业务知识，让预算绩效管理渗进单位的各项资金中，树立意识，

让资金达到最大化，以强化绩效目标审核为抓手，提升绩效目

标管理工作质量，增强预算资金的配置绩效。

（二）抓过程。选择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完善相应

的个性指标体系，按百分比设置评价权重，确定评分标准；对

评价的结果，提出的问题、建议对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制

度、促进部门履职、等方面能否发挥更加积极作用，以此来提

高绩效评价权威性，促进评价质量的提高。

（三）抓落脚点。建议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与整改、激励

与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和运用机制，将

绩效结果向社会逐步公开，进一步增强单位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年度预算调整、专项资金分配和以后

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优先考虑或重点支持绩效评价结果



较好的项目，减少绩效评价结果差的部门项目资金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