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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荫区 2019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说明

根据上级安排部署，我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稳步推

进，现将相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槐荫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

2019 年，槐荫区在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

进行探索和突破，创新引领，多措并举，深化改革，将绩效理念

和方法贯穿预算管理全过程，通过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信息

化，不断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和政策实施效果，为今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以制度化为基础，构建预算绩效全方位管理体系

2019年以来，槐荫区不断完善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化建设，

成立专门的预算绩效管理科室，先后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济槐财[2019]47 号）、《槐荫区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工作方案》（济槐财[2019]36 号）、《济

南市槐荫区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汇编》（济槐财[2019]17 号）

《槐荫区预算绩效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济槐财[2019]18 号）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积极构建功能协调，覆盖到位的全方位管理

体系，并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为全

面预算绩效管理深入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制度基础。

（二）以规范化为条件，构建多特色并行的绩效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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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重点有层次推进预算部门 2019 年度区级项目支出绩

效自评工作，涉及全区预算单位 80 余个，实现所有部门单位，所

有专项资金自评全覆盖。二是进一步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将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到预算编制当中，逐步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反

馈与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增强单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

做到“无预算不支出，支出必问效”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三是

积极开展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试点。目前，全区 3个试点单位已从

宏观角度聚焦整体绩效和核心业务衡量自身履职效能，并从运行

成本、管理效率、履职效能等方面，进一步明确自身使用各类资

金所应达到的目标实效，为后期各部门开展整体绩效管理奠定了

良好基础。四是积极拓展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实现从一般公共预

算拓展到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国有资金经营预算。

目前槐荫区个别社保基金项目、债券项目已进行重点绩效评价、

绩效目标填报并进一步纳入后期预算绩效全周期跟踪工作。五是

针对全区重点项目及政策进行重点绩效评价，并实施全周期跟踪

问效试点，建立动态评价调整机制，努力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

化格局。

（三）以信息化为手段，促进预算绩效管理多层次开展

槐荫区通过第三方机构大力引进绩效申报管理系统，实现绩

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的在线申报、在线查询、在线跟踪。

全区各预算单位针对自身申报项目情况，围绕产出指标、效益指

标、满意度指标等多角度制定专项项目年度指标值。同时，针对

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内容，槐荫区利用政府工作网站，加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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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力度，同时做好向人大的汇报工作。

二、存在的问题

（一）对绩效管理的认知还需进一步提升

经过几年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各预算单位对绩效理念有了

一定了解，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分配、轻管理”的观念还没有

彻底根除。一些部门认为资金使用只要合理合规就行，使用效益

与己责任不大，因此对绩效管理工作重视还不够。

（二）缺乏系统性的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预算绩效管理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尚未完善，中介机构库、

专家库尚未建立或不够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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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绩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

预算绩效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事预算管理和评价

工作的人员，需要既熟悉财政财务专业知识，又擅长信息处理；

既要了解项目管理知识，又熟悉国家政策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从

我区的具体实践来看，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人才非常缺乏，评

价项目由于涉及资金量小难吸引合适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短期尚

难以适应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绩效管理和评价工作推进往往受

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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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提升绩效预算管理的认识

部分预算单位还存在“预算绩效是财政的事”的错误观念，

讲绩效、重结果的主体责任意识还需要在各预算单位中进一步普

及和强化。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完善制度化建设，注重宣传和

培训，进一步增强各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尽快让预算绩效理

念深入人心，形成讲绩效、重绩效的良好认知和氛围。

（二）进一步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一是汇总梳理以前年度制定的指标，将符合当前预算绩效管

理要求和行业管理特点的个性指标汇编成库；二是组织人员搜集

整理先进省市制定出台的指标，进一步充实完善个性指标库；三

是建立指标更新机制，将以后年度新制定的指标及时纳入指标库，

做到随时更新、完善。

（三）进一步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逐步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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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公布，进一步增强单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将评价结果作为安

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将一些绩效评价结果不好的项目取

消，对执行不力的单位的预算要进行相应削减，切实发挥绩效评

价工作的应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