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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返还盟市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

绩效评价简版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内容

对 2020 年自治区返还盟市福利彩票公益金涉及的社会

公益类、老年人福利类和残疾人福利类共 32 个子项目的社

会福利事业支出进行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包括项目总体资金

规模、支出情况、执行情况、绩效目标、实际产出效益等内

容，从而对项目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

行客观、公正的测量、分析和评判。

（二）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2020 年自治区返还盟市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预算安排

2564.14万元，下达 2564.14万元。截至绩效评价日，各项目

单位使用资金 1906.542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4.35%。

（三）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内财

综规〔2021〕30 号）的相关规定，2020 年自治区返还盟市

福利彩票公益金涉及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和社会公

益类项目，主要用于市辖区内各街道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的

建设、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消防安全设施的新建和维修改造。

其中，老年人福利类项目资金占比为 62.8%，残疾人福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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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项目资金为24.62%，社会公益类项目资金占比为 12.6%。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委托要求及本项目的具体情况，我公司成立绩效评

价工作组。自 2023 年 4 月 4 日起，工作组前往本项目涉及

的 8家单位开展现场评价工作，收集、核实项目相关资料。

2023年 4月 10日，制定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确定初版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提交给委托方与第四方监管机构。

2023年 5月 12日，召开内部专家评审会，组织项目专家根

据现有数据资料出具评价意见，形成评价报告初稿并提交各

方，进行报告意见交换与完善。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该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84.07”，评级“良”。

总体结论：项目决策指标满分 15 分，实际得分为 10.5

分；过程指标满分 18分，实际得分为 12分；产出指标满分

32分，实际得分为 28.7分；效益指标满分 35分，实际得分

为 33.37分。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项目实施后，一是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

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精神病人福利机构等社会服务机

构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质量明显改善。对保障基本民生、提

升基层民主活力和社会自治能力、养老事业发展起到了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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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政策、资金、人才以及持续地资金投入促进了社会福

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团结了各界热心社会福利事业人群的力量，发扬社

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筹集社会福利资金，用来兴办残疾人、

老年人、孤儿福利事业和帮助困难群体，其“扶老、助残、

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社会福利、社

会保障和公益事业的发展。

三是统筹推进了呼和浩特市养老服务工作。2020年返还

盟市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 2564.14万元，其中老年人福

利类项目资金 1609.63万元，占资金总额的 62.77%，重点用

于全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示

范性老年公寓等项目，统筹推进了呼和浩特市养老服务工作，

完善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

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增强了社会公众对我市人口

老龄化趋势下的新型养老方式的认可度。

通过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关注及帮扶，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团结，增强了政府公信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全面，指标设定不够细化

在目标方面，由于部分子项目实施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

的绩效管理意识不够强，对绩效目标的编制过于简单，未按

相关要求进行合理细化、量化，概括不够完整清晰，导致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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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目标与项目实际情况的联系不够紧密，与实际工作内容相

关度不够高。

例如：市老年公寓管理处负责的示范性老年公寓新建项

目（消防验收检验费）、示范性老年公寓新建项目（公寓项

目及换热站新接供水工程）、示范性老年公寓新建项目（项

目二类费用）三个项目的绩效目标均为“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保证工程质量，按时完成工程进度”，目标设置太过笼统，

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度不够高。市敬老院负责的消防水池、

配套设备项目绩效目标为“呼和浩特市敬老院消防水池、配

套工程预算金额 120 万元，符合要求的工程进度支出为

79.823 万元”，只提到了资金量，未明确工程相关工作内容

和预期产出及效果。

在指标方面，导致部分子项目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

指标不够合理、不够细化。例如：呼和浩特市敬老院消防水

池、配套工程项目的产出部分指标设置不够恰当，产出数量

三级指标设为“消防水池、配套设施工程款设计费、造价咨

询费、监理”，产出质量三级指标设为“该工程应具备工程

概预算、工程设计、造价咨询费等”，产出成本指标为“该

工程应具备工程概预算、工程设计、造价咨询费所需资金”。

市老年公寓管理处负责的示范性老年公寓新建项目（项目二

类费用）项目中产出数量指标设为“根据需求进行”，指标

细化程度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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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多数子项目均未在项目绩效目标中体现出目标

任务数或计划数，无法确认指标是否与其相对应。

2.预算执行率较低

2020年返还盟市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下达资金 2564.14

万元，使用资金 1906.542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4.35%。一

是受 2021 年、2022年疫情影响，财政资金下达较为缓慢，

致使现场评价时，部分项目执行单位的资金还未使用。如：

子项目“居家社区和农村养老服务”预算资金共 1014.13万

元，市四区分别下达 253.5325 万元，玉泉区民政局已使用

200.6551万元，新城区社区办已使用资金 119.3021万元，赛

罕区社区办暂未使用该笔资金。二是由于部分项目未实施，

财政资金已原路返还。如：示范性老年公寓新建项目（项目

竣工图测绘费）、示范性老年公寓新建项目（燃气灶具安检

费）以及回民区民政局居家社区和农村养老服务项目。三是

项目因招投标工作而产生节约资金，该部分资金也已返还财

政。

3.项目实施单位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资金管理方面，仅市特殊教育学校和市精神康复医院提

供了相关财务管理制度，但制度内容不够细化，针对性不强；

其他子项目实施单位未能提供财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方面，

由于各子项目实施单位未能针对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制定

相应的项目管理制度，导致部分项目合同中未明确计划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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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计划完工时间，且资料归档不完善。

4.部分项目未能按时完成，且缺少项目调整手续

经核查，由于各子项目实施单位缺乏项目管理制度，导

致部分项目未能按时完成，并且缺少项目调整手续，未能根

据项目实际情况及时对项目调整进行申请说明。例如：市敬

老院消防水池、配套设备项目施工合同中未写明计划开工、

竣工日期，只注明了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50 天。工程实际开

工日期为 2021年 9月 5日，实际竣工日期为 2021年 12月 9

日，工期为 94天，超过合同约定工期 44天。市特殊教育学

校楼顶防水工程及评审经费项目实际开工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3 日，与计划开工日期一致，实际竣工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23日，较合同约定日期晚 21天。

5.项目管理不够到位

由于部分子项目实际完成时间均晚于《呼和浩特市本级

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的出台时间，且各子项

目实施单位均未单独制定与福利彩票公益金相关的项目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及项目管理办法，使得部分工程建设类及服

务采购类项目未形成规范的、系统的档案，项目实施进度效

果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未形成规范统一的项目管理程序及

标准。

同时，市民政局本级及下属二级单位实施的项目，以政

府采购方式委托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故开展绩效评价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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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单位提供的项目资料主要为履行资金财政集中支付

审批拨付凭证以及合同，未能提供第三方组织实施项目的过

程资料。

五、有关建议

（一）强化绩效管理理念，落实绩效管理主体责任

建议各项目实施单位深入贯彻落实《呼和浩特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呼政办

字〔2020〕69号）、《呼和浩特市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呼政办字〔2020〕77号）文件精神，强化绩效管理理念，

落实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做好部门绩效自评工作，合理设置

项目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对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要强化

项目绩效监控组织工作，推进项目绩效目标体系建设。及时

编制项目绩效目标，明确、具体、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同

时要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加强绩效目

标审核，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或目标未通过的，适度减少

预算安排。

此外，设置绩效目标申报表时，针对产出数量、产出质

量、产出时效，可根据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制定符合

项目实际的、具有科学性、标准化和可操作性的三级量化指

标。针对效益指标进行合理的细化与量化，兼顾定量与定性

之间的关系。

（二）加大资金绩效考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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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福利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效果，持续提高公

益金的辐射作用，放大资金杠杆效应，建议项目主管单位加

大对资金的绩效考评力度，重点检查资金是否按照指定用途

使用，是否及时足额到位，资金使用是否有损失浪费、挤占、

截留、挪用或者体外循环的行为，督促资金使用主体强化资

金使用责任。上述行为一经发现，立即缓拨、停拨或收回已

拨付资金，并且严格控制其下一年度申请的预算资金，逐步

形成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分配和使用机制，有效提升资金使

用效益。

（三）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加强对资助

项目的资金支付、实施过程及效率效果的监督管理工作，健

全项目督导制度，加强项目过程管控。例如规范施工合同方

面，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工程施工的一般特点，在施工合同

中明确一些主要内容，如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

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

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交工验收、质量

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双方互相协作等条款。同时完善材

料归档制度，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强化档案管理工作，

明确档案人员职责分工，加强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

工作的规范性，从制度上、措施上有效保证项目管理工作的

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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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全项目管理机制，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提前做好项目规划、调研与论证立项

工作，实现项目动态调整、滚动管理，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

规律性、成果产出的周期性等影响因素，明确各项建设任务

完成时间节点，合理规划资金支出进度，积极妥善解决项目

执行中的困难与问题，推动项目按计划进行，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财政资金沉淀的风险。同时主管部门要建立

动态监控机制，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监督指导，及时掌握

项目建设、资金支付等情况，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有

针对性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五）建立定期抽查监管机制，提高全过程跟踪服务水

平

为进一步发挥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作用，建议项目主管单

位严格要求各级民政部门执行《呼和浩特市本级福利彩票公

益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同时建立定期抽查监管机制，明

确抽查事项清单，制定联合检查的抽查工作细则，并科学、

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及时公开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

进一步明确目标、压实责任。通过建立定期抽查监管机制，

健全资金保障体系，落实抽查监管责任主体制度，加大专项

资金保障力度，完善奖惩机制。

其次，建议项目单位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的全过程跟

踪服务水平。一是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跟踪服务，确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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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按时按质完成。进一步加大对资金拨付后的跟踪服务力度，

充分了解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符合政

策意图。二是设置内部管理台账，调研核查项目实施进度。

在项目完成质量方面，可要求建设单位或用款单位提供监理

月报、工作台账等，亦可按照月度项目建设说明的形式，提

供项目进度及建设项目现状实时记录，标注项目实施中的特

殊情况，更新月度计划、季度计划等。三是针对年度性项目

及工作内容，可根据以往年度完成情况进行同期数据对比，

作为衡量当年度项目完成质量参考依据。

内蒙古云海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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