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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体育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探析 

——基于湖南省 C市部门预决算公开数据 

蒋周理
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随着新时代国民经济的纵深发展与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政府部门在市场经济中扮演“有形的手”

的重要角色，加强政府部门财政资金管控实现最大效能的任务日益凸显，故而完善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对于政府

部门绩效管理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湖南省 C市育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效能现状分析，从引入精细化预算管理理

念、加大项目绩效目标管理与探索部门特色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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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45【文献标识码】A 

针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问题我国财政部下发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如《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财政支出绩

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等，主要从评价对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监督改进、评价范围与方法进行宏微观管控。近五年来，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精神，更是着重实行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深入推进政府预

决算公开，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与此同时，当前国内专家学者也对财政资金使用管控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不仅从制度层面更

从实体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进行系统评价指标设计，强调绩效评价工作对于政府绩效管理的关键性作用，但一般存在绩效管

理措施及目标设定不足方面的问题亟需解决。 

2020 年 8 月 3 日，国务院令第 729号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的政策方针强调，切实增强预算法

治意识，加大预算公开改革力度，进一步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侧重预算绩效管理全过程管

理，结合以 C 市体育局部门为代表年度预决算的公开数据，全面实现对整体支出绩效做出总体评价，拟为 C 市所在湖南省内各

级政府机关部门内部的绩效管理工作信息公开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 

1C 市体育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现状分析 

经过近五年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长效机制构建，C市体育局根据所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及财政厅、市级财政局关于预算绩

效管理及财政资金绩效自评等相关文件要求，已形成一套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和落实预算绩效理念为载体，采用一二三级整体

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设计，注重财政资金“投入-过程-产出及效率”全过程管理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其中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赋值比重(整个绩效评价体系总分为 100分、比重为 100%，其中“投入”占比 10%，“过程”占比 60%，“产

出及效率”占比 30%)如表 1所示。 

从中微观角度来看，根据《C市部门预决算公开报表》以及相关评价分析报告，结合上表指标设计构架，从横纵向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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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 2016 年以来对应 C 市年度预决算数据进行指标赋值评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总分值的最小阈值在 90 分以上，反

映出部门基本支出平稳、完成率达到 100%，项目支出结构较为合理、保持灵活可调，“三公”经费优质达标且降幅逐年依次扩

大、维持在 50%左右。 

近五年来，C市体育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完成指标体系达标，有效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但是预算编制的指标完成率与

可考核性不够，比如 2019年政府采购执行率不高，预决算相差金额较大。截至 2020年度，本市体育局部门绩效管理水平有了较

大提升，整体上年度支出总额在预算总额范围内可控，但是存在部分及年度绩效量化指标不够细化与具体问题，项目绩效管理不

足，部门绩效评价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2 增强 C 市所在省内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效能的对策 

2.1引入精细化预算管理，力促预算编制全面精准化 

如图 1所示，加快树立精细化预算管理理念，深入落实“二上二下”预算编制与调整、再编制与审核，合理利用财政资金支

持政策，调控部门年度基本支出费用、项目支出与产出效率的无缝匹配，提高部门整体预算执行效率和使用效能。精准编制部门

年度各项费用支出，对标系统内的金牌标杆设计绩效目标及相应的绩效指标，实现预算编制全覆盖、一体化流程管理效能(表 1)。 

 

图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流程 

表 1体育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价标准 指标说明 

投入

(比重

为

10%) 

预算

配置

(比重

为

10%) 

在职人

员控制

率 

5 
该比率以 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

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 0.5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

数)×100%，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

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厅确定的部门决

算编制口径为准。编制数：机构编制部

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

数。 

“三公

经费”

变动率 

5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 5分；“三公经费”＞

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 0.5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

经费”预算数-上年度“三公经费”预

算数)/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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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100% 

过程

(比重

为

60%) 

预算

执行

(比重

为

25%) 

预算完

成率 
10 100%计满分，每低于 5%扣 2分，扣完为止。 

预算完成率=(上年结转+年初预算+本年

追加预算-年末结余)/(上年结转+年初

预算+本年追加预算)×100%。 

预算控

制率 
5 

预算控制率=0，计 5分；0～10%(含)，计 4分；10-

20%(含)，计 3分；20-30%(含)，计 2分；大于 30%

不得分。 

预算控制率=(本年追加预算/年初预

算)×100%。 

年度新

建特定

项目投

资预算

控制率 

10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 5%扣 2分，扣完为

止。 

年度新建特定项目投资预算控制率=实

际投资金额/批准投资金额×100%。该

指标以前一年度完工的新建特定项目为

评价内容。 

预算

管理

(比重

为

35%) 

公用经

费控制

率 

5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 1%扣 1分，扣完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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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用经费支出是指部门基本支出中的一般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公

经费”

控制率 

5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 1%扣 1分，扣完为

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

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数)×100%。 

政府采

购执行

率 

10 100%计满分，每超过(降低)2%扣 1分，扣完为止。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

政府采购预算数)×100% 

资金管

理合规

性 

10 

符合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

度，做到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与有效执

行，5分；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规定、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部门预算

批复的用途，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5

分。以上两大类出现一种不符合要求的扣 5分，扣

完为止。 

根据年度湖南省体育主管部门最新文件

规定，严格执行预算，严禁超预算或无

预算安排支出，严禁虚列支出、转移或

者套取预算资金。 

预决算

信息公

开性 

5 

按规定内容与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基础数据信息

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及准确，符合要求即为

满分，否则为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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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及

效率

(比重

为

职责

履行

(比重

为 5%) 

重点工

作实际

完成率 

5 

根据绩效办本年度对各部门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

工程与重点工作考核分数折算。该项得分=(绩效办

对应部分考核得分/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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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职责

效益

(比重

为

25%) 

社会经

济效益 
10 

通过发挥本级职能，修整和增建体育设施，引起各

级政府或者社会资本对竞技体育、体育后备人才、

全民健身活动的投放，推动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活

动的发展，扩大社会经济影响力。效果明显得 10

分，无效果不得分。 

加强政府对竞技体育发展、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和全民健身活动的投放，改善体

育场地设施条件，有效利用各方资源促

进体育产业长足发展；扩大全民健身活

动的影响，提高活动参与率，增强人民

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振奋民族精

神。 

行政效

能 
5 

促进部门改进文风会风，加强经费及资产管理，推

动网上办事，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效果

较好的计 5分；一般 3分；无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

0分。 

根据部门自评材料评定。 

社会公

众或服

务对象

满意度 

10 
95%(含)以上计 10分；85%(含)-95%，计 8分；

75%(含)-85%，计 6分；低于 75%计 0分。 

通过社会调查等方式进行评价，主要以

该市辖区内所服务的人民群众为评价主

体。 

 

（数据来源：政府公开数据） 

2.2加大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力度，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 

所在部门要适时加大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实行“一岗一项双责”责任制，确保项目有人“管”、项目资金有人“核”、项目

责任有人“担”的良性循环运行，进而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防止资金错配与廉洁问题。大力落实“一把手”工程项目管控，

鉴于这一机制进一步规范项目绩效预决算差额管控，快速形成项目支出事前充分论证、事中动态跟进与事后考核激励的闭环管

理模式，切实增强预算项目编制的科学性与执行效力。 

2.3构建部门特色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针对所在部门的行政业务与实际执行情况，因地制宜，围绕“十四五”规划进行年度总体指标设计，从部门绩效管理的全流

程、社会经济服务效益等角度，对接具体的年度目标，分层级选取可行的量化绩效评价指标，注重指标设计的长期性可续计量，

以构建部门特色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形成部门整体绩效考核机理。此外，要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部门特色主抓工作，提升体

育局部门的整体绩效运行动力。 

3 结语 

随着新时代国民经济的纵深发展与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立于“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发展初期，加强政府部门财政资金管

控实现最大效能的任务日益凸显，故而完善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对于政府部门绩效管理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湖南省 C 市体育

局部门绩效管理取得了一定的突出成绩，但是真正实现政府部门财政资金高效管理仍需大步向前。故此，为大幅提升政府部门财

政资金管理效能，要全面精细化管控预算编制与执行力度，注重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因地制宜设计部门绩效评价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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