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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统战部)福安市坂中乡挂钩帮扶补

助款项目部门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福安市坂中乡挂钩帮扶补助款专项依据《关于实施第六

批挂钩帮扶民族乡村工作的通知》（闽委办[2021]25 号)及

《关于批复区本级 2022 年度部门预算的通知》（榕马财预

[2021]821 号）文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产业发

展项目、畲族文化传承保护、民族教育、体育及全民健身保

障项目、扶贫慰问等。

本项目 2022 年资金计划 100 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当

年预算 100.00 万元、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万元、当年追

加 0.00 万元，其它来源资金 0.00 万元。当年财政核拨 100

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当年预算 100.00 万元、以前年度结

余结转 0.00 万元、当年追加 0.00 万元，其它来源资金 0.00

万元。当年实际支出 100 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当年预算 100

万元、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万元、当年追加 0.00 万元，

其它来源资金 0.00 万元。当年结余 0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本单位及时下拨帮扶资金 100 万元，坂中乡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农业产业发展项目、畲族文化传承保护、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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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及全民健身保障项目、扶贫慰问等取得一定成效。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本次绩效评价主要包括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

性、战略发展规划的适应性、财政资金分配合理性、资金使

用合规性、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制度执行情况、

采取的措施、绩效目标实现程度以及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

益等。

通过绩效评价旨在督促相关单位进一步规范完善项目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并考核项目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与

效益，为今后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的财政绩效提供借鉴。

（二）绩效评价原则、指标体系、方法及标准

1.评价原则：以项目绩效产出及效益为侧重，运用科学

合理的方法，按规范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反映，

并与项目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理实质性相挂钩，根

据评价结果进行奖优罚劣，评价结果依法依规公开，接受社

会监督。

2.评价主要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分值 备注

项目决策 20%
主要对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等方

面进行评价

项目过程 20%
主要对项目资金管理、组织实施等方面进行

评价

项目产出 20%
主要对项目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

方面进行评价

项目效益 40%
主要对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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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方法：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

4.评价标准：采用的标准形式为计划标准和历史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2023 年 6 月组织人员，对 2022 年度福安市坂中乡挂钩

帮扶补助款专项开展财政绩效评价。本次绩效评价，通过与

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座谈，收集项目相关政策文件和制度等资

料，并审查核实项目申报、批复及实施、资金拨付、使用及

管理情况，相关制度建设执行情况，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等，

拟定了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

随机抽查实际情况，并对资金到位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相

关数据进行了复核。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比较的方法，对 4

大类 14 项指标逐项评价，在项目资金使用、业务管理、财

务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项目专

项资金项目立项依据充分，资金到位及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标准 得分 得分情况

决策

（20%）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5 5

该项目立项依据关于实施第六批挂

钩帮扶民族乡村工作的通知（闽委办

[2021]25 号)文件及部门预算批复文

件，项目设立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

政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5 5

项目根据关于实施第六批挂钩帮扶

民族乡村工作的通知（闽委办

[2021]25 号）文件设立，并根据项目

实施合同设立年度考核目标。项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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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审核等符合相关要求。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5 5

项目年初从投入、产出、效益等方面

设置 6个自评绩效目标，并经年初预

算批复文件批复同意，绩效目标与实

际工作内容具有较强相关性。

绩效目标 资金分配合理性 5 5
该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切合实际情况，

由财政局批复同意

过程

（20%）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8 8
该项目年初批复预算 100 万元，实际

支出 1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4

经抽查，该项目资金的使用符合法

规、财务管理及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资金拨付均有完备程序和手续，

款项及时足额支付。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4 4

项目单位制定、下发相应工作方案，

如财政部门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等文

件，项目资金使用参照机关财务管理

制度实施，在开展绩效自评过程中成

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并制订了 2022

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

案。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4

项目资金申报和项目申报审核程序

完备，评价小组及时组织并根据绩效

评价工作方案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绩

效评价成果连同决算已对社会公开。

产出

（20%）

数量目标 帮扶补助金额 5 5 2022 年金额 100 万元。

数量目标
实施帮扶补助数

量
5 5 2022 年实际完成 1 个。

质量目标
补助对象与依据

文件吻合度
5 5

2022 年补助对象与依据文件吻合为

100%。

时效目标 工作任务完成率 5 5 2022 年按时完成任务。

效益

（40%）
社会效益

帮扶补助项目惠

及村民
20 20

2022 年帮扶补助项目惠及村民 286

人，完成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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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帮扶乡镇满意度 20 0 2022 年未开展此项工作。

合计 100 80

经过审慎评价，绩效总得分为 80 分，评价结果为“良”。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本次评价项目决策方面共设置20分，得20分，具体如下：

1.项目立项-立项依据充分性：该项目立项依据单位三

定方案职能以及部门预算批复文件，项目设立符合法律、法

规及相关政策。该指标满分 5 分，得 5 分。

2.项目立项-立项程序规范性：该项目根据单位职能文

件设立，并根据项目实施合同设立年度考核目标。项目立项、

审核等符合相关要求。该指标满分 5 分，得 5 分。

3.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合理性：项目年初从投入、产出、

效益等方面设置 6 个自评绩效目标，并经年初预算批复文件

批复同意，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较强相关性。该指

标满分 5 分，得 5 分。

4.绩效目标-资金分配合理性：该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均

已经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基本合理，已经马尾区财政批复同意。

该指标满分 5 分，得 5 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本次评价项目过程方面共设置20分，得20分，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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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管理-资金到位率：该项目年初批复预算 100 万

元，实际到位 100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该指标满分 4 分，

得 4 分。

2.资金管理-预算执行率：该项目年初批复预算 100 万

元，实际支出 1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该指标满分 4 分，

得 4 分。

3.资金管理-资金使用合规性：经评价抽查，该项目未

针制定总体的实施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但资金的

使用符合相关规定，资金支付均有完备程序和手续，未发现

资金截留或挤占情况。该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

4.组织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该项目单位制定、下发

相应工作方案，如财政部门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项目

资金使用参照机关财务管理制度实施，在开展绩效自评过程

中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并制订了 2022 年度财政支出项目

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该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

5.组织实施-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资金申报和项目申

报审核程序完备，评价小组及时组织并根据绩效评价工作方

案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绩效评价成果连同决算已对社会公开。

该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本次评价项目产出方面共设置20分，得20分，具体如下：

1.数量指标-帮扶补助金额，正向，目标为等于 100 万

元，满分 5 分。实际完成 100 万元，得 5 分。

2.数量指标-实施帮扶补助数量，正向，目标为等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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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满分 5 分。实际完成 1 个，得 5 分。

3.质量指标-补助对象与依据文件吻合度，正向，目标

为等于 100%，满分 5 分。实际完成 100%，得 5 分。

4.时效指标-工作任务完成率，正向，目标为等于 100%，

满分 5 分。实际完成 100%，得 5 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帮扶补助项目惠及村民，正向，目标

为大于等于 200 人，满分 20 分。实际完成 286 人，得 20 分。

2.满意度指标-帮扶乡镇满意度-满意率，正向，目标为

大等于 90%，满分 20 分。实际完成 0，得 0 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评价在目标设定上过于简单。

2.绩效评价在指标设定上存在偏离的现象。

六、改进建议

1.对绩效评价要确定科学完善的评价原则。

2.要构建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要适当性、合理性。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中共福州市马尾区委统战部

2023 年 06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