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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罗汉寺闸管理分局概

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罗汉寺闸是国家一级堤防汉江

遥堤上唯一的引水枢纽，由进水闸和防洪反压闸组成。

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罗汉寺闸具有灌溉和防洪双重

功能。从防洪而言，它与汉江遥堤一道共同组成了汉北平原

的防洪屏障，直接保护着汉江北岸西起遥堤，东至京广铁路，

北达汉北丘陵地区 11055 平方公里的广褒土地和千余万人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着我省汉北平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的安定。

从灌溉来说，它浇灌着以我市为主的包括京山、五三农

场、汉川、云梦、沙洋农管局部分监狱在内的 159.3 万亩农

田，并为灌区人民生活用水、牲畜饮水、交通济航、工业用

水、城市排污、水力发电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罗汉寺闸管理分局属纯公益性

事业单位,隶属于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和天门市水利和湖

泊局，属双管单位，经费来源为全额财政拨款。分局共有干

部职工 27 人，其中在职 1７人，退休 9 人，三支一扶人员１

人。

二、机构设置情况

从单位构成看，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罗汉寺闸管理分

局部门决算由实行独立核算的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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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闸管理分局本级决算组成。内设科室 6 个，具体为：办公

室、工程科、计划财务科、政工科、水政科、后勤服务中心。

全额财政编制人数 20 人，现有在职职工 17 人，三支一扶人

员 1 人，退休 9 人。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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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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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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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备注：此表为空表，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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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备注：此表为空表，本单位 2022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收、支总计均为 198.23 万元。与 2021 年度相

比，收入总计减少 72.09 万元，下降 26.7%，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度收入包含省汉江局拨付运行维护费82万元,2022年单独

上报省汉江局拨付经费。支出总计减少 56.15 万元，下降

22.1％，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度支出包含省汉江局拨付运行

维护费 82 万元，2022 年单独上报省汉江局拨付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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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收入合计 198.23 万元，与 2021 年度相比，收

入合计减少 72.09 万元，下降 26.7%。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98.23 万元，占本年收入 100%；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占

本年收入 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本年收入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本年收入 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本年收

入 0%；其他收入 0 万元，占本年收入 0%。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万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支出合计 198.23 万元，与 2021 年度相比，支

出合计减少 56.15 万元，下降 22.1%。其中：基本支出 198.23

万元，占本年支出 100%；项目支出 0 万元，占本年支出 0%；

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占本年支出 0%；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本年支出 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占本年支出 0%。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 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均为 198.23 万元。与 2021

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计增加 15.96 万元、增长 8.8%、

财政拨款支出总计增加 7.44 万元，增长 3.9%。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度人员工资正常晋级和岗位变动增资。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98.23 万元，比 2021 年度决算数增加 7.44 万元。增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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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 2022 年度人员工资正常晋级和岗位变动增资。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０万元，比 2021 年度决算数增加

（减少）０万元，无变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０万元，比 2021 年度决算数增加（减少）０万元。无变化。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98.23 万元，占

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 %。与 2021 年度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支出增加 7.44 万元，增长 3.9%。主要原因是 2022 年

度人员工资正常晋级和岗位变动增资。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98.23 万元，主

要用于以下方面：

1. 农林水支出 147.43 万元，占 74.4%。主要是用于水

利工程建设、运行与维护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4 万元，占 11.8%。主要是用

于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3.住房保障支出 13.54 万元，占 6.8%。主要是用于单位

职工住房公积金支出。

4.卫生健康支出 13.86 万元，占 7%。主要是用于单位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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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80.83 万元，支出决算为 198.2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9.6%。其中：

1. 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项）。年初预算为 130.02 万元，支出决算为 147.43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13.4%，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一是职工工资正常晋级年初无预算，年中追加了预算，

所以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二是追加了职工社保预算差额。

2.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年初预

算为 23.4 万元，支出决算为 23.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支出决算数等于年初预算数。

3.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年初预算为 13.86 万元，支出决算为 13.8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支出决算数等于年初预算数。

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年初预算为 13.54 万元，支出决算为 13.54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支出决算数等于年初预算数。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98.23万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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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经费 188.93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生活补助。

公用经费 9.3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

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

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0.13 万元，

支出决算为 0.1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较上年增加 0.01

万元，增长 8.3%。决算数等于预算数。决算数较上年增加的

主要原因：用于财政拨款列支的公务接待费是根据当年的公

用经费计算来的，2022 年公用经费较 2021 年有所增加，所

以当年公务接待费比 2021 年增加了 0.01 万元。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 万元，

本年无因公出国（境）支出，与 2021 年度相较无变化。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为０万元，支出决算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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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本年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财政支出，与 2021 年

相较无变化。

3.公务接待费预算为 0.13 万元，支出决算为 0.13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较上年增加 0.01 万元，增长 8.3%。决算

数等于预算数。其中：

外宾接待支出 0 万元，本年无外宾接待支出。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０.13 万元，接待对象主要是天门市

水利和湖泊局及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等，主要是开展检

查、督导工作。2022 年共接待国内来访团组３个，18 人次

（不包括陪同人员）。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本单位属纯公益性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部门共有车辆１辆，其中，

副省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用车０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０辆、

机要通信用车０辆、应急保障用车１辆、执法执勤用车 ０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０辆、其他用车０辆；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设备（不含车辆）０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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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高认识，健全工作机制，服务财政预算管理。充

分认识预算单位是使用财政资金的主体，将预算绩效管理纳

入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树立绩效意识和支出责任意识。二

是加强领导，完善制度建设，夯实绩效管理基础。坚持谁申

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紧紧围绕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成立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以保证工作的高质量和延续

性。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 2022 年度项目绩效由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汇

总）统一上报。

（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部门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至部门决算公开时已经应

用的情况。按照绩效目标管理要求，结合绩效评价结果，将

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编制的参考，进一步加强项

目资金预算管理。

部门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情况。至部门决算公开时还未

应用但拟应用的情况。项目资金在管理过程中，主要围绕重

点领域，狠抓立项，项目实施过程中，搞好项目部门之间协

调，搞好财政部门与项目部门协调，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

跟着计划走，计划跟着规划走。做到三个到位，一是领导到

位，二是管理制度到位，三是跟踪检查到位，财政、审计、

纪检、监察全程参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确保

资金安全使用。项目管理严格遵从项目管理要求，专款专用，

程序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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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财政专项支出、专项转移支付支出的部门参照部

门预算公开的范围、体例和内容进行公开。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业务。

第四部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政府性

基金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四)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五)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

收入”、“经营收入”等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主要是单位

的利息、水电费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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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

累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

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

生的结余资金。

(十)本部门使用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到项级)

1.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水利工程与维护（项）。

2.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3.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

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

(十一)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

企业所得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

额等。

(十二)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

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

金。

(十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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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五)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六)“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

公”经费，是指市直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

及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

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费用。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

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

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八)其他专用名词。

本单位无其他专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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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附件

一、2022 年度部门名称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小组

组长：向江涛

成员：肖春丽 王少先 黄敏 李风子

目录

1.引言

1.1 部门职责概述

罗汉寺闸具有灌溉和防洪双重功能。

从防洪而言，它与汉江遥堤一道共同组成了汉北平原的

防洪屏障，直接保护着汉江北岸西起遥堤，东至京广铁路，

北达汉北丘陵地区 11055 平方公里的广褒土地和千余万人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着我省汉北平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的安定。

从灌溉来说，它浇灌着以我市为主的包括京山、五三农

场、汉川、云梦、沙洋农管局部分监狱在内的 159.3 万亩农

田，并为灌区人民生活用水、牲畜饮水、交通济航、工业用

水、城市排污、水力发电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其社会效益

居全国大型灌区第 19 位，居全省第 3 位，素有“幸福闸”、

“命脉闸”的美誉。

1.2 部门支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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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罗汉寺闸管理分局预算收入 1982343.91 元，预

算支出 1982343.91 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297667 元，

养老保险 305602.56 元，工伤保险 2160 元，职工医保 138600

元，住房公积金 135445.14 元，公务费开支 93041.21 元，

遗属补贴 9828 元。

1.3 部门项目实施情况

2022 年度市水利和湖泊局拨付罗汉寺闸管理分局项目

经费 165000 元，主要用于分局进水闸护坡维修 120000 元，

变压器更换 45000 元。

2. 绩效评价概述

财政绩效评价是指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量化指标及评

价标准，对分局为实现其职能所确定的绩效目标的实现程

度、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安排预算的执行结果进行的综合

性评价。财政绩效评价是从一般意义上的评价发展而来的。

评价是目标管理的基本环节之一，它是指管理目标与运行

(管理)结果之间的对比，评价是管理的一个基本环节。

2.1 绩效评价目的

（1）验证绩效指标，以确定项目处于哪种具体阶段；

（2）确定目标与落实之间的差异程度，为纠偏决策提供

依据；

（3）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合理的建议。

2.2 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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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局项目经费由市财政拨付市水利和湖泊局，经市水

利和湖泊局支付至分局，绩效评价由市局统一上报。我分局

在绩效评价实施方面，主要对应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表，结合

当年实际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2.3 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1）滞后性。事后绩效评价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

通常事后绩效评价用于评价前一年度的政策、项目或部门，

此项工作在一季度谋划安排，二季度开始进行，有时也会因

为特殊原因往后顺延。

（2）效用性不足。事后绩效评价虽然相对独立客观，不

受主观决策的影响，但也缺乏了主动性，绩效评价的结果无

法对当年的决策及时做出修正，决策层面也无法“等待绩效

评价出具结果后”再斟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绩效评价结果

和应用的脱节，降低了评价结果的效用。

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分析

3.1 投入（各指标得分情况和绩效分析）

分局投入指标评价 15 分，其中：目标设定 5 分，部门

的职责设定符合“三定”方案中所赋予的职责，部门活动的

设定在部门所确定的职责范围之内。预算配置 10 分，自评

项目 3 个，占比 100%；在职人员 18 人，编制数 20 人，占比

90%；预算数 1982343.91 元，完成数 1982343.91 元，完成

率 100%。



21

3.2 过程（各指标得分情况和绩效分析）

过程指标评价 49 分，其中：预算执行指标评价 26 分，

具体为预算调整率 0%，支付进度率 97%，结转结余率 0%，公

用经费控制率 100%，2022 年无政府采购计划，所以政府采

购执行率 0%。预算管理指标评价 15 分，具体为资金使用合

规性 8 分，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3 分，基础信息完善性 4 分。

资产管理指标评价 8 分，具体为资产管理完整性 3 分，固定

资产利用率 95%。

3.3 产出（各指标得分情况和绩效分析）

产出指标评价 18 分，其中：项目实际完成率 100%，项

目质量达标率 100%，活动关键指标达标率 5 分。

3.4 效果（各指标得分情况和绩效分析）

效果指标评价 8 分，其中：工作成效评价 3 分，社会效

益评价 5 分。

4.需要说明事项

2022 年度罗汉寺闸管理分局无政府采购计划，所以政府

采购执行率为 0。

5.绩效评价结论：最终总得分共划分四个区间标准，分别为：

最终得分在 90（含）-100 分为优秀，最终得分 80（含）-90

分为良 ，最终得分 60（含）- 80 分为中，最终得分 60 分

以下为差。

5.1 绩效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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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 号）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

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决定》等规定，2022 年度罗汉寺闸管

理分局整体支出评价得分 90 分。

5.2 存在绩效问题

对绩效考核的认识不够深刻，政府采购执行率不高。因

为 2022 年公用经费有限，办公设备购置不能正常采购，我

们已在 2023 年预算中申报了政府采购办公设备。

6.经验教训与建议

6.1 经验教训

（1）完善资金使用效率，尽量完成 100%。

（2）加强资产管理，切实每年至少一次做好资产账实核

对工作，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6.2 建议

（1）明确部门及人员职责，明确工作范围和区域。

（2）设立绩效考核委员会，实时对部门绩效收支情况进

行分析，比对，查找问题以确保全年绩效收支达到目标值。

二、2022 年度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本单位2022年度项目绩效评价由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统

一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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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

分
指标名

称
指标解释说明

投入

（15）

目标

设定

（5）

职责明

确（1）

部门的职责设定是否符合“三定”

方案中所赋予的职责，用以反映和

评价部门工作的目的性与计划性。

符合（1）；

不符合（0）。
1

活动合

规性

（2）

部门的活动是否在职责范围之内

并符合部门中长期规划，用以反映

和评价部门活动目标与部门履职、

年度工作任务的相符性情况。

评价要点：

1.部门活动的设定在部门所确定

的职责范围之内；

2.部门活动符合省委、省政府的发

展规划及本部门的年度工作安排

与发展规划。

全部符合（2）；

其中一项不符合（0）。
2

活动合

理性

（2）

部门所设立的活动是否明确合理、

活动的关键性指标设置是否可衡

量，用以反映和评价部门活动目标

设定的合理性。

评价要点：

1.活动目标的设定是可量化的，可

通过清晰、可衡量的关键指标值予

以体现；

2.在活动目标设定时，将关键指标

明细分解为具体的达成目标与工

作任务。

全部符合（2）；

其中一项不符合（0）。
2

预算

配置

(10)

部门绩

效自评

项目占

比率

（5）

部门自评项目在所有项目中所占

的份额，反映和评价部门对项目自

评的重视程度。

占比率=(自评项目个数/所有项目

个数)×100%。

部门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范围：本年

度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

得分=占比率×该指标分值。 5

在职人

员控制

率（5）

部门本年度实际在职人员数与编

制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评价部门

对人员成本的控制程度。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

1.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或等于 100%

的，得满分；

2.在职人员控制率大于或等于 115%

的，得 0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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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数）×100%。

在职人员数：部门实际在职人数，

以财政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

径为准，由编制部门和人劳部门批

复同意的临聘人员除外。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

部门人员编制数。

3.在职人员控制率在100%-115%之间

的，在 0分和满分之间计算确定：

得分=[max（在职人员控制率）－某

部门在职人员控制率]/[max（在职人

员控制率）－min（在职人员控制率）]

×该指标分值。

过程

(55)

预算

执行

(32)

预算完

成率

（5）

通过对部门本年度预算完成数与

预算数的比较，反映和评价部门预

算的完成程度。

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

数）×100%。

1.预算完成率大于或等于 95%的，得

满分；

2.预算完成率小于或等于 85%的，得

0分；

3.预算完成率在 85%-95%之间的，在

0分和满分之间计算确定：

得分=[某部门预算完成率-min（预算

完成率）]/[max（预算完成率）－min

（预算完成率）]×该指标分值。

5

预算调

整率

（5）

部门本年度预算调整数与预算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评价部门预算

的调整程度。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

数）×100%。

1.预算调整率等于 0的，得满分；

2.预算调整率大于或等于 10%的，得

0分；

3.预算调整率在 0-10%之间的，在 0

分和满分之间确定：

得分=［max（预算调整率）-某部门

预算调整率］/［max（预算调整率）

-min（预算调整率）］×该指标分值。

5

支付进

度率

（8）

部门季度支付数与季度任务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评价部门预算执

行的及时和均衡程度。

支付进度率=（季度支付数/季度任

务数）×100%。

按每一季度的执行情况分别进行打

分，并将每季度的得分累加，总得分

为：

具体计算方法详见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评价方案。

7

结转结

余率

（4）

通过对部门本年度结转结余总额

与支出预算数的比较，反映和评价

部门对本年度结转结余资金的实

际控制程度。

结转结余率=（结转结余总额/支出

1.结转结余率等于 0的，得满分；

2.结转结余率大于或等于 50%的，得

0分；

3.结转结余率在 0-50%之间的，在 0

和满分之间计算确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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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数）×100%。 得分=[max（结转结余率）－某部门

结转结余率]/[max（结转结余率）－

min（结转结余率）]×该指标分值。

公用经

费控制

率（5）

通过对部门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

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

费总额的比率，反映和评价部门对

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

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

额）×100%。

1.公用经费控制率小于或等于 100%

的，得满分；

2.公用经费控制率大于或等于 105%

的，得 0分；

3.公用经费控制率在100%-105%之间

的，在 0和满分之间计算确定：

得分=［max（公用经费控制率）-某

部门公用经费控制率］/［max（公用

经费控制率）-min（公用经费控制

率）］×该指标分值。

5

政府采

购执行

率（5）

通过对部门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

预算项目个数与政府采购预算项

目个数的比较，反映和评价部门政

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

预算项目个数/政府采购预算项目

个数）×100%。

政府采购项目中非预算内安排的

项目除外。

1.政府采购执行率等于 100%的，得

满分；

2.政府采购执行率小于或等于 90%

的，0分；

3.政府采购执行率在 90%-100%之间

的，在 0和满分之间计算确定：

得分=［某部门政府采购执行率-min

（政府采购执行率）］/［max（政府

采购执行率）-min（政府采购执行

率）］×该指标分值。

0

预算

管理

（15）

资金使

用合规

性（8）

部门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

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反映

和评价部门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

情况。

评价要点：

1.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

制度规定以及有关部门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

2.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过程

和手续；

3.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论证；

4.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5.不存在截留情况；

6.不存在挤占情况；

7.不存在挪用情况；

8.不存在虚列支出情况。

全部符合（8）；

符合其中七项（6）；

符合其中六项（4）；

符合其中五项（2）；

符合其中四项及以下（0）。

8

预决算

信息公

开性

（3）

部门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

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用以反

映和评价部门预决算管理的公开

透明情况。

全部符合（3）；

符合其中两项（2）

符合其中一项及以下（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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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预算、执

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管理相关

的信息。

评价要点：

1.公开预决算信息；

2.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

3.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

基础信

息完善

性（4）

部门基础信息是否完善，用以反映

和评价基础信息对预算管理工作

的支撑情况。

评价要点：

1.基本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2.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

真实；

3.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

完整；

4.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

准确。

符合全部四项（4）；

符合其中三项（2）；

符合其中两项（1）；

符合其中一项及以下（0）。

4

资产

管理

（8）

资产管

理完整

性（3）

部门的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

规、收入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

和评价部门资产运行情况。

评价要点：

1.资产保存完整；

2.资产账务管理是否合规，帐实相

符；

3.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

足额上缴。

符合全部三项（3）；

符合其中两项（2）；

符合其中一项（1）；

符合零项（0）。

3

固定资

产利用

率（5）

部门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

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评价部门固定资产使用效率。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

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

100%。

1.固定资产利用率大于或等于 95%

的，得满分；

2.固定资产利用率小于或等于 85%

的，得 0分；

3.固定资产利用率在 85%-95%之间

的，在 0和满分之间计算确定：

得分=［某部门固定资产利用率-min

（固定资产利用率）］/［max（固定

资产利用率）-min（固定资产利用

率）］×该指标分值。

5

产出

(20)

职责

履行

（20）

项目实

际完成

率（6）

部门履行职责而实际完成的项目

数与计划完成的项目数的比率，用

以反映和评价部门履职任务目标

的实现程度。

项目实际完成率=（实际完成项目

数/计划完成项目数）×100%。

1.项目实际完成率大于或等于 95%

的，得满分；

2.项目实际完成率小于或等于 85%

的，得 0分；

3.项目实际完成率在 85%-95%之间

的，在 0和满分之间计算确定：

得分=［某部门项目实际完成率-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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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际完成率）］/［max（项目

实际完成率）-min（项目实际完成

率）］×该指标分值。

项目质

量达标

率（7）

部门已完成项目中质量达标项目

个数占已完成项目个数的比率,用

以反映和评价部门履职质量目标

的实现程度。

项目质量达标率=（已完成项目中

质量达标项目个数/已完成项目个

数）×100%。

项目质量达标是指项目决算验收

合格。

1.项目质量达标率等于 100%的，得

满分；

2.项目质量达标率小于或等于 99%

的，得 0分；

3.项目质量达标率在 99%-100%之间

的，在 0和满分之间计算确定：

得分=［某部门项目质量达标率-min

（项目质量达标率）］/［max（项目

质量达标率）-min（项目质量达标

率）］×该指标分值。

7

活动关

键指标

达标率

（7）

部门活动中达到绩效目标的关键

指标个数与关键指标总个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评价部门活动履职

目标的实现程度。

活动关键指标达标率=（关键指标

达标个数/关键指标总个数）×

100%。

活动关键指标达标是指完成关键

指标绩效目标设置的 90%及以上。

得分=活动关键指标达标率×该指标

分值。
5

效果

（10）

工作

成效

（5）

部门预

算绩效

管理工

作评价

（5）

财政部门对部门开展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的评价结果，用以反映部门

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和取得的成效。

1.财政部门对部门绩效管理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核查评价，包括绩效

目标管理、绩效执行监控、绩效自

评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情况，按百分

制。

2.以部门为单位进行综合计算，得

出各部门绩效管理工作评价结果。

综合得分=（部门绩效管理工作评价

结果/100）*5 分 3

社会

效益

（5）

社会公

众满意

度（5）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社会公众对部

门履职效果、解决民众关心的热点

问题、厉行节约等方面的满意程

度，反映和评价部门支出所带来的

社会效益。

按照满意度调查的优秀、良好、合格、

不合格给予该项指标打分：

优秀（5）；良好（3）；合格（1）；

不合格（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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