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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市本级部分重点绩效项目公开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市财政局组织对财政支出重大政策

和项目实施了重点评价。从评价情况看，项目预算编制合理，立

项程序规范，预算执行及时，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部分重大

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如下：

项目 1：2020年乡村振兴及农业产业化专项

一、绩效评价分数和等级

2020年乡村振兴及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项目评价得分 88.09

分，评价等级为“良”。评分表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决策
（20分）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2.5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3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3

过程
（15分）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4 4

预算执行率 4 2.37

资金使用合规性 0 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2.5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3

产出
（33分）

产出数量
参加展会、开展招商引资 2 1.71

新增规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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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产值 3 2.63

新建特色产业基地 2 2

开展宣传 1 1

建设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3 2.63

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 3 2.25

解决“61”产业技术难题数量 1 0

召开农业产业扶贫相关会议 1 1

产出质量

农产品加工产值增长率 4 2

特色产业产值增长率 4 4

农产品质量安全 3 3

产出时效 完成及时 2 1.5

产出成本 成本节约 2 2

效果
（32分）

社会效益
农民就业率提高 4 4

农业产品品牌形象提升 4 4

经济效益
乡村经济发展，经济水平提高 3 2.77

村民收入增加 3 2.73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4 4
可持续影

响
长效管理机制 5 4.5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 9

合计 100 88.09

二、绩效评价指标情况

1.政策权重 20分，评价得分 17.5分，扣 2.5分。

立项依据充分，程序合规，但联系点产业发展资金项目无项

目申报资料；项目绩效目标明确，但指标体系建立不完善；资金

分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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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程权重 15分，评价得分 11.87分，扣 3.13分。

项目资金到位及时，但资金执行率不高；项目制定了资金管

理制度及业务管理制度，但部分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小微企业存

在制度不健全、账务处理不及时的情况。

3.产出权重 33分，评价得分 27.72分，扣 5.28分。

设置的产出指标大部分已近完成。美丽乡村示范村、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项目部分未完成，农业加工产值增长率未达到目标，

主要是受疫情的影响。

4.效果权重 32分，评价得分 31分，扣 1分。

项目的实施，得到群众认可，群众满意度高；部分指标未完

成使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受到一定影响；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内部管理需要加强，以建立长效机制。

三、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成效

建设了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片，使农村宜居

水平明显改善；新建特色产业标准化示范基地 14万多亩，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主要特色农产品产量、产值均增长 10%以上；培

育壮大了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2020 年新增规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 17家，市级龙头企业 23家；房县黑木耳、武当道茶、武当山

茶登录央视广告宣传，新增“两品一标”产品 52个，农业品牌市

场竞争力增强。

2.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上年度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项目是对以前年度五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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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整合新设立的项目，以前年度没有进行绩效评价。

(2)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①部分项目无实施方案，立项程序不规范。

②项目指标体系设置不完整、指标值设置偏低，部分县（市、

区）无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管理有待提高。

③项目验收不及时、资金拨付偏晚、导致资金执行率偏低。

④美丽乡村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规划偏重基础设施建

设、偏重产业发展，轻文化治理方面建设。

⑤部分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内部管理较弱，账务处理

不及时。

⑥部分项目未能按计划时间完成，可能影响下一年度项目工

作的开展。

四、建议

1.绩效指标改进建议

(1)针对工作内容设置产出数量指标。

(2)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产出质量指标，如“品牌提升”、“农产

品加工产值增长率”等。

(3)指标值的设置按“有参考依据，数据有获得来源”的原则设

置。

2.项目改进建议

(1)进一步规范项目立项程序，项目设立之前制定实施方案

或可行性研究，申报的文件资料要规范。

(2)进一步健全完善绩效指标体系，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建

议在项目申报时根据不同的业务性质对项目先进行拆分然后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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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使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项目完成后，提交完整、

客观的绩效自评报告，提高项目的绩效管理。

(3)加强财政预算执行管理，做好预算资金及时下拨、资金使

用跟踪监管等预算执行基础工作，提高资金执行率，发挥财政资

金作用。

(4)完善资金分配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以采取按考核

等级给与奖励，按项目大小给与补助。

(5)指导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小微企业建立健全内

部管理制度，规范财务核算，减少企业经营风险，建立长效机制。

(6)加强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的规划、实施、管护，基础建

设、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齐头并进。

项目 2：2020年市商贸物流专项

一、绩效评价分数和等级

2020年市商贸物流专项重点绩效评价得分为 83.05分，评价

结果为良好。其具体得分情况如表 1-1所示。

表 1-1 市商贸物流专项重点绩效评价具体得分情况

序

号
一级指标 权重 评分 得分率

评价

结果

三级指标得分率

80%以上
80%以

下
个数

1 项目决策 15 11.50 76.67% 合格 3 4 7

2 过程管理 25 21.00 84.00% 良好 4 2 71

3 项目产出 30 26.50 88.33% 良好 10 6 16

4 项目效益 30 24.05 80.17% 良好 6 5 11

合计 100 83.05 83.05% 83.05 26 14 31

1
资金使用合规性为约束性指标，不统计其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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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指标情况

1.项目决策

项目决策权重为 15分，评分为 11.5分，得分率为 76.67%。

项目立项具有必要性，绩效目标较合理，但绩效指标全面性不足，

部分指标明确性不足，预算安排准确性与资金分配合理性不足。

2.过程管理

过程管理权重为 25分，评分为 21分，得分率为 84.00%。

资金到位及时、预算执行率较好，管理情况较好，但未有正式出

台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个别子项的实施程序存在不合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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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产出

项目产出权重为 30分，评分为 26.5分，得分率为 88.33%。

商贸物流专项的产出完成情况总体较好，但商务部市场监测样本

企业覆盖率、市场结构完整性、物价控制情况等有待进一步完善。

4.项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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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权重为 30分，评分为 24.05分，得分率为 80.17%。

专项的扶贫助农效果较好，受疫情影响，经济效益实现情况一般，

企业与市民的满意度情况良好，但品牌宣传效果、现代商贸服务

业的发展以及家政服务标准化有待提升，降低排放与带动消费升

级仍需加强。

三、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项目成效

（1）项目通过组织展会、培训、研讨、产销对接等活动，

以及商务经济三项奖励资金（批发、零售、住餐、外资部分）的

发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十堰市商贸企业的培育与发展。

（2）项目通过举办十堰老字号评选活动、系列直播带货公

益活动以及组织企业参与年货节、食博会、电博会等活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十堰市本地特色品牌的建设，促进了电子商务、商

务会展等新兴业态的发展。

（3）项目通过家政服务标准化的建设以及社区商业邻里中

心的打造，促进了家政养老、连锁经营、社区服务等现代商贸服

务业的发展。

2.存在的问题

（1）核实评述上年度或以前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2019年度 3 个改进措施，具体为：①注重项目进度和资金

拨付均衡的改进措施已落实；②与年度目标紧密结合，确保高质

量完成绩效目标；③编制年初预算要细化、合理，避免出现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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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这 2个改进措施仍需加强改善与应用。

（2）本年度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由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缺失，使得资金支出方向不明确；

资金分配撒胡椒面，扶持力度不突出；开展子项活动数量多而散，

导向性不强。

2）绩效指标设置科学性、明确性不足，预算安排不够准确。

3）项目管理水平及规范性均需提高。

4）便民服务事项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建议

1.预算安排及调整方面，建议将定点扶贫、创文等共性方面

的资金不纳入专项资金安排，将属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明确规

定的支持项目或方向等纳入专项资金预算，与市财政局协商并报

市政府批准。

2.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专项资金的扶持对象、力度

与重点支持方向，规范专项资金支出内容。

3.提高自身的绩效管理意识，制定科学的绩效指标。

4.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及规范意识。

5.完善便民服务内容，拓宽便民服务事项覆盖范围。

项目 3：2020年市公交公司公益性乘车补贴

一、绩效评价分数和等级

根据本次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20年度公益性乘车补贴项目评

分结果如下：决策评价得分 16分，过程评价得分 16分，产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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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得分 26.86 分，效果评价得分 33.98 分，总绩效为 92.84 分；

按照等级评定标准，该项目属于“优秀”。

二、绩效评价指标情况

1.决策指标分值 19分，评价得分 16分。项目立项规范，资

金分配较合理。绩效目标不够完整，部分绩效指标归类错误。

2.过程指标分值 16分，评价得分 16分。管理制度健全且执

行有效。

3.产出指标分值 29分，评价得分 26.86分。市公交公司 2020

年实际累计承担爱心卡、寿星卡、希望卡公益性乘车人次未达成

年度目标值，其他指标均达成年度目标。指标未完成原因：受

2020年疫情影响，乘车出行人次下降。

4.效果指标分值 36分，评价得分 33.98分。爱心卡、寿星卡、

希望卡实际优惠额未达成年度目标值。优惠额指标未完成原因与

上述乘车人次未完成原因相同。发车频率满意度、投诉回复满意

度未达成年度目标。

三、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项目成效

（1）市公交公司的希望卡、寿星卡、爱心卡办理及使用相关

制度健全且执行有效。

（2）市公交公司将公益性乘车补贴资金用于弥补执行低票价

政策及老年人、残疾人等减免票、学生优惠乘车形成的亏损，补

贴资金使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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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现城市文明窗口，营造文明和谐、安全的出行环境。

2.存在的问题

（1）上年度或以前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市公交公司开展了 2018、2019、2020 年度公益性乘车补贴

绩效自评，结果应用良好。

（2）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①绩效目标不够完整、细化，部分绩效指标归类错误。原因

系市公交公司在申报年度绩效目标时未完全结合单位年度目标

任务，未充分考虑预算绩效目标的合理性、完整性、明确性。

②市公交公司在进行测算时简单平均分配，预算额度测算依

据不够细化。

③市公交公司 2020年实际累计承担爱心卡、寿星卡、希望卡

公益性乘车人次未达成年度目标。原因：受 2020年疫情影响，

乘车出行人次下降。

④爱心卡、寿星卡、希望卡优惠额未达成年度目标值

市公交公司 2020年爱心卡、寿星卡、希望卡优惠额未达成年

度目标值。未达成目标的原因同③。

⑤发车频率、投诉回复满意度未达成年度目标值。

四、建议

1.进一步推进预算的精细化管理，增强预算编制的合理性、

科学性和完整性。

2.结合预计乘车人次及单次优惠价格，细化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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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问卷调查，乘客反映上下班高峰期等待时间较长。部分

乘客建议高峰期增加发车数量或频次。

4.建议将公益性乘车补贴纳入政策性评价，从政策执行的效

率性和合规性、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等方面，综合衡量公益性乘

车补贴政策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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