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渭滨区 2020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在省厅和市局的精心指导下，在区委、区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上级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相

关要求，渭滨区财政局坚持目标导向，稳扎稳打，由点及面，

积极探索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

不断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提升财政精细化管

理水平，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主要工作做法

（一）领导重视，组织保障有力。

1.精心谋划。为了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落细落实，

在对中、省、市文件精神进行充分学习和酝酿的基础上，经

区委、区政府专题研究审定，2020 年出台了《渭滨区全面实

施绩效管理实施方案》（宝渭发〔2020〕44 号），明确了改

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计划政府预算层面到 2021 年底、区

级各预算部门层面到 2022 年底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对所有财政资金全面实施绩效

管理。

2.健全机构。我局积极向区委、政府汇报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申请成立财政预算评审中心。经过反复争取，并积极

与市编委办对接，区委同意采取机构置换的方式，撤销原局

属单位财政有偿资金管理所，成立区财政预算评审中心，撤

销原企业财务管理所副科级建制，将预算评审中心升格为为

副科级建制事业单位。



3.加强工作力量。今年 5 月份，区委组织部提拔任命了

评审中心负责人，局内对人员及时进行了调整，充实了预算

绩效管理力量，目前与预算股合署办公，专人负责，既节约

人力成本，也有利于工作衔接和安排，解决基层人少事多的

矛盾。加强监督办人员配备，形成了监督办、评审中心、业

务股所等部门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4.全面部署安排。我局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1 年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宝渭财发〔2021〕6 号），从完善

2021 年绩效目标、开展 2020 年绩效自评、做好事中监控、

进行 2021 年绩效自评、开展财政绩效评价等五个方面对全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

（二）纵向汇报，横向取经。

1.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请教。今年以来，我局多次向市

局监督检查科、评审中心、省厅绩效管理处专题汇报我区预

算绩效管理情况，认真听取上级部门对我区工作的改进建议，

及时掌握上级的政策动向和改革要求。

2.虚心向兄弟县区学习。在省厅绩效管理处刘处长的建

议下，我局组织相关业务人员赴大荔县财政局认真学习兄弟

县区的宝贵经验和先进做法，回来后专题研讨修改完善本区

管理办法。

（三）建章立制，明确职责分工。

1．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在积极学习省市和大荔县

等兄弟县区预算绩效管理先进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



出台了《渭滨区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渭滨区部门预

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渭滨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

理暂行办法》、《渭滨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

法》等制度文件，为日常业务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2.健全绩效指标体系。我区认真学习借鉴省市指标体系

建设等成果，及时转发了省财政厅《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

和标准体系》（2020 年版）》（宝渭财发〔2021〕22 号）

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宝渭财发〔2021〕

21 号附件 3），指导预算单位对标科学设定绩效目标指标，

深入学习理解指标体系内涵，按照设定的指标体系开展绩效

评价，保障绩效目标的质量和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3.明确职责分工。我局印发了《渭滨区财政局局属单位

及内设科室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职责暂行规定》（宝渭财发

〔2021〕17 号）明确了职责分工。

（四）由点到面，全面实施。

1.扎实做好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我区以扶贫资金绩效管

理为切入点，自脱贫攻坚工作启动以来，从扶贫项目确立、

实施、验收等各个环节融入绩效管理改革要求，逐步探索形

成了项目确立有目标、绩效目标有评审、项目实施有监督、

项目验收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

条。

2.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我区探索将扶贫专项资

金的绩效管理模式复制到其他财政资金的管理。一是在对所



有财政资金的安排时，都要事前设定绩效目标，经主管部门

和财政业务科室审核后随文一并下达。二是结合预算执行环

节，业务科室在用款计划审批环节进行绩效跟踪，实现事中

监督，监督办结合专项检查实施监督检查，确保绩效目标一

以贯之在整个执行过程。三是组织所有预算部门完成了对

2020 年度专项资金和部门整体绩效情况的自评。四是在预算

安排中结合上年单位预算执行情况有保有压，对一些结转规

模大或效益不明显的项目预算进行压减或取消，加大盘活存

量资金力度，保证了有限的财政资金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五）多措并举，合力推进。

1.加强业务培训。我局组织财政系统干部及区级部门业

务骨干 120余人分两批赴西南财经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业

务培训，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务作为主要课题邀请高

校教授专题授课，使所有参训人员对这项工作有了一个全新

的认识，大家反馈学有实效。将绩效管理作为财政改革的重

要事项，利用财政云系统培训、财政改革推进会、部门预算

编制会等机会，及时组织预算单位学习最新的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精神和文件，指导预算单位开展实务操作。

2.探索专业机构参与绩效评审。在绩效评价工作中，我

局积极尝试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扶贫专项资金绩效评

审工作，在费用结算方面探索出“分类计费、超额累退、系

数调控、总额限定”的计费办法，既约了行政成本，也调动

了第三方机构工作热情，借力形成了较为专业、客观的评审



结论，为后续应用打好了基础。

3.加大信息公开。按照预决算信息公开要求，我区将绩

效信息作为重要公开内容，以绩效改革促信息公开，以信息

公开促管理规范，促使预算单位实现绩效目标从无到有、从

有到细的转变，逐步向更加规范的目标靠近。预算单位能按

照要求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整体绩效目标和自评结果随同

部门预算、决算信息一并公开。我局相关业务科室及时能梳

理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撰写信息报道在区政府门

户网站进行宣传最新工作动态，积极营造绩效预算的工作氛

围。

4.自觉接受监督。区人大、审计等部门也积极跟进此项

改革工作，并将其作为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年度审计、

人大视察等工作中重点关注财政、预算单位绩效管理情况，

对发现的问题向区委、政府、区人大及时汇报，合力推动我

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上台阶。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一些进展，虽然在日常管理

中做了大量的绩效评价工作，但距离上级要求和改革目标还

有一定差距，还需进一步改进：

（一）我区政府绩效考核问责和奖罚机制还未完全建立。

（二）县区项目体量小但涉及的门类较广，专业人才匮

乏，技术力量薄弱，建立覆盖各领域的专家库难度较大。

（三）绩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手段滞后，对财政云系统



操作不熟练，跟踪管理工作量大。

（四）绩效管理的一些过程性资料留存积累不够。

（五）从目前完成的绩效自评情况来看，部分单位出具

的自评结果资料质量不高，绩效工作方法和内部工作机制比

较欠缺。

三、后续工作措施和打算

（一）认真落实《宝鸡市加快实现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目

标行动方案》要求，结合市局出台的《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评价暂行办法》和财政部出台的两个第三方机构相关文件，

出台我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办法和第三方机构参与预

算绩效管理办法。

（二）扎实做好 2021 年的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运行监

控工作，分阶段提前组织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自评，为后期结

果应用提供依据。

（三）继续推进绩效考核、监督管理等效管理办法的制

定出台，力争将绩效考核纳入政府对部门的考核范围。

四、几点工作建议：

（一）建议省市能够加大对县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培

训和指导力度。

（二）建议能以省或市为单位建立专家库和第三方机构

库，对需要市县结合实际细化部分予以明确，避免各自为阵、

重复工作。

（三）建议省厅能够加快预算管理业务一体化系统中绩



效管理模块的上线应用工作。

渭滨区财政局

2021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