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充市财政局 
关于 2016 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情况的 

报        告 
 

按照《省厅关于开展 2016 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川

财预[2016]44 号）文件精神，我市市本级及三区财政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工作已圆满完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一）成立机构 
为推动我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结合我市实际成立了由

市财政局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各业务科室负责人为成

员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绩效监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预算科，专门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开展、

情况收集、问题反馈。 

（二）印发文件 
针对 2016 年绩效工作印发了《南充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6

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南财预[2016]10 号），对整个绩

效评价工作作出统筹安排部署，并对我市今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的评价项目、评价流程、评价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安排，理顺了工

作关系，落实了工作职责。 

（三）加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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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与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的协调、配合。绩效评价

小组进场前，先将绩效评价抽查项目单位、内容通知到单位，由

单位在自评的基础上做好抽评的准备工作。 

（四）夯实基础 
在评价过程中，严格按照省厅绩效办规定程序实施财政支出

现场绩效评价，并规范归档工作底稿及相关记录材料。项目评价

指标、基础数据表等文本与省厅评价组格式保持统一。根据绩效

评价结果，及时撰写报告，真实的反映了项目绩效，做到了客观

公正、实事求是、清晰明了。 

二、绩效评价项目总体情况 

根据省厅文件精神，我市制定了 2016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方案，重点选择了 2015 年度市本级及三区财政资金安排的产

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等板块中代表性强、资金量大、社

会关注度高的项目共计 44 项，资金总量达 20.8 亿元，较上年增

加 11.2 亿元，增长 116.7%。项目主要包括：市级扶贫资金、社

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业产业发展、棚户区改造、创新驱动

发展等。市级还对 10 个部门支出绩效评价进行了抽评。 

从各项目总体情况看，项目目标明确、决策合理、项目管理

较规范、群众满意度高，基本实现了项目预期目标，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评价结果看，各项目总体评价效果较

好，绩效评价平均得分 93.1 分。分级次看市本级 87.5 分、顺庆

区 92.6 分、高坪区 94.9 分、嘉陵区 96.5 分。 

三、绩效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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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决策 
通过查阅项目申报、批复等有关文件，评价项目目标内容明

确、有具体的实施步骤和完成时间要求，项目总体较符合实际需

求，项目资金严格按规定及时分配，分配结果均衡，各项目综合

得分为 14.3 分。主要失分原因为部分项目审核把关还存在不严

格现象，有申报资料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况。 

（二）项目管理 
项目资金到位及时，资金管理专款专用、支付依据及开支标

准符合规定，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管理及核算规范，严格按照要

求组织实施，各项目综合得分为 13.8 分。失分的主要原因为部

分项目为会计核算有不规范行为，有擅自更改项目的现象。 

（三）项目完成 
项目完成数量符合要求，完成质量达到验收标准，基本能按

照绩效目标设定的时间按时完成，各项目综合得分为 8.3 分。失

分的主要原因为目标任务有少量项目未按任务完成，工作推进进

度不均衡。 

（四）项目效果 
通过绩效评价发现，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十分显

著，具体表现在：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建设，充分发挥扶贫资金引领作用，

整合相关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资金加大投入，贫困村基础条件得

到加强。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为脱贫攻坚提供了保障，深受群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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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实现了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站（所）的覆盖率，积极吸

引了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进了我市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切实

解决了部分城市孤老、优抚对象、空巢老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困有所助的社会问题，为需照料的家庭老人送去了党和政府

的关怀。 

市级创新驱动发展项目实施，将进一步激发企业技术中心活

力，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发挥其省级技术

中心的科技和产品开发优势，同时对其技术中心能力建设进一步

提升，促进研发拓宽应用领域，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科技贡献率，

助推我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 

蔬菜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区 70%的在家农户从事蔬菜生产，

亩产量（露地和设施大棚）较当地平均水平提高 150%，亩增收

入（露地和设施大棚）较当地平均水平提高 200%，60%的专业

蔬菜基地利用大棚设施发展黄瓜、番茄、辣椒等春提早蔬菜，较

大面积生产亩均增收 3000 元以上，发展苦瓜套作辣椒等立体栽

培模式较常规生产亩均增收 5000 元以上，预计专业菜地农户全

年人均收入可突破万元，经济效益明显。蔬菜产业是劳动力密集

型产业，平均每亩需要 0.3-1 个劳动力，新增 1.1 万亩蔬菜基地

需要吸纳劳动力 3300-11000 万人，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同时

通过蔬菜生产能力提升，增强了南充市城镇居民本地“菜篮子”

产品供给能力，维护了菜价相对稳定和质量安全，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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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问卷的方式对受益群众进行满意度调查，受访群众对南

充市蔬菜基地建设满意度较高。 

各项目综合得分为 56.5 分。失分的主要原因为有部分项目

实施进度慢影响项目效果。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主管部门项目管理亟待加强 
主管部门在后续资金管理中应加强管理，有部分资金存在擅

自更改项目，且相关资料不齐全。 

（二）财务管理不够规范 
个别项目单位虽然制定了完善的财务管理办法，但并未按照

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进行财务处理。部分项目单位(特别是企业及

乡镇)财务管理不够规范。 

（三）资金拨付进度滞后 
市财政局下达嘉陵、西充 2015 年度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到位 1265 万元，至检查日止共拨付 490.13 万元，因工程审计结

算等原因尚余 774.87 万元未拨付。 

五、整改建议 

一是项目主管部门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 

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补助方

式，规范项目资金申报要求和申报流程，落实项目实施和资金监

管责任，建立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机制，最大程度发挥专项资金

的使用效益。 

二是加强对项目实施进度及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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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项目单位按照申报资料的内容和时间组织项目实施，加

强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督促项目单位按照相关财务规定

进行账务处理，确保财政补助资金的使用安全。 

三是加强业务学习。 

建议省厅多组织绩效评价相关学习，研究绩效评介指标和分

值设置，使绩效评价更贴近生产生活实际，努力提高绩效评价业

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