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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渤海之交，海风猎猎。踏入李静波家中，

温暖如春，他身着单衣，扎进厨房，准备晚餐。一

看温度计，室温是 25 摄氏度。

李静波家住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东亚清风小

镇。“供热是民生事业，一直以来由财政补贴‘兜

底’全额亏损。以前，为东营市东城集中供热区域

供热，财政每年补贴约 2 亿元，压力不小。”东营市

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科长盖宏伟说。

2018 年 9 月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印 发《关 于 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2019 年 1 月，山

东出台贯彻意见，将所有财政资金纳入成本预

算绩效管理范畴，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绩

效评价。

“强调成本效益是有效配置财政资源、提高公

共服务供给质量的必然选择，所有项目都应通过

成本分析、测算和控制，寻找成本和效益的最优

解，力争‘少花钱、多办事’，化解财政收支矛盾。”

山东省财政厅厅长李峰说。

如今，投入看成本、花钱必问效在山东蔚然

成风。李静波家的新温度，就来自改革后入户的

“胜利热”。

老问题——

重投入轻成本，效益并不显著

想起以前被“追债”的日子，盖宏伟苦笑道：

“有时财政紧张，常被供热处追着要钱。”

供热处即东营市供热管理处，是事业单位，负

责东城集中供热区域，其中就包括东亚清风小

镇。每年申报财政预算时，供热处财务人员毛彬

的首要任务就是申请财政补贴。

“以前打报告很简单。”毛彬翻出一份申请材

料说，报告包含简单的项目概况、上年运行成本及

亏损数额之类。这笔钱怎么用，产生效益如何，此

前在管理上还是空白。

但是，近几年随着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大宗

商品价格大幅提升，成本价格倒挂，财政压力与日

俱增。盖宏伟说：“财政长期兜底，若压减支出，可

能会影响群众取暖。”既要保障民生，又要管好“钱

袋子”，盖宏伟两头为难。

与此同时，近年来山东省的财政收支矛盾也

较为突出。其中，民生刚性财政支出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重近八成，且逐年增长，公共预算支出

的压力不断加大。

压力之下，犯难的还有临沂市费县财政局绩

效科科长杨阳。费县是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

县城，2019 年，预算安排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支

出 4480 万元，2021 年增至 6020 万元。钱花了不

少，杨阳却还是收到一些负面反馈：有的部门反映

资金不足，服务难以持续提升；一些群众则认为实

施效果不显著。

“坚持问题导向，开展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大有

可为。”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王元强说，“从本地实

践来看，财政资金管理存在重投入轻成本、重支出

轻绩效等现象，导致预算分配固化、干事不计成

本、盲目铺摊子提标准的问题较为突出。财政资

金管理需精细科学，兼顾成本和效益。”

2020 年，东营市成为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市，

盖宏伟捧着文件反复“咀嚼”，连连赞叹，“供热难”

问题柳暗花明。在费县，听闻省里开始试点探索，

杨阳也摩拳擦掌做好了准备。

新机制——

分析控制成本，项目效益显现

2020 年，毛彬照旧申请预算时，第一次碰了

壁。盖宏伟告诉他，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新要求，供

热运行费项目入库，要做成本分析，供热处需提供

各项资金详细组成、原料和运维成本等条目具体

情况，否则无法申请预算。财政部门将根据评价

结果确定预算安排金额。

毛彬只得逐一核算，并填入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这边点击提交，盖宏伟的电脑上就弹出了

提示，他联合东营市财政局绩效管理和财政监督

科，启动项目成本分析流程。

由于专业性强，东营市财政局请来会计师事

务所，深入剖析企业成本结构。调研发现，在东

营，共有 4 种热源，即燃煤、水煤浆、天然气和工业

余热，其中补贴区域以水煤浆和天然气为主。经

过运行成本分析，之前 3 个供暖季中，这 4 种热源

每平方米平均成本分别为 35.27 元、45.5 元、50.64
元和 30.05 元。

拿到结果，盖宏伟心里有了底：采暖方式存在

巨大改进空间。于是，财政与住建等业务主管部

门反复磋商，决定结合胜利发电厂“西热东送”工

程，利用工业余热逐步替代燃气、燃煤锅炉房，降

低维修和运行成本。

盖宏伟说，去年供热季，东城集中供热区域

省下供热成本约 1.7 亿元，大大缓解了市级财政

补贴支出压力，下一步将继续探索市场化方式，

将财政兜底变为定额补助。

目前，在东城集中供热区域，工业余热供热面

积约 600 万平方米，超 5 万户居民用上了“胜利

热”，综合满意度从 84%升至 98%，每个采暖周期

可减排二氧化碳 22.5 万吨，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

今年，在各地实践基础上，山东省财政厅研

究出台了《关于开展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在事前评估中增加成本效益分析的内容，进

一步强化成本预算控制，总结提出项目入库分析

成本、预算编制细化成本、预算审核核定成本、预

算执行控制成本、预算完成评价成本 5 项机制，

在全省推广，并在 10 个市和 14 个省直管县建设

示范点。

随后，费县迅速发放问卷、组织座谈、开论证

会……经调研分析，杨阳找到了环卫支出增加却

不讨好的症结：预算申请忽略城乡发展实际，成本

测算忽略保洁公司实际，服务标准忽略各乡镇发

展水平差异，导致投入与产出效益不匹配。重新

配置资源后，费县修订方案，压减项目预算 375 万

元，杨阳终于松了口气。“现在，虽然投入减少，但

效益增加了，花钱花得心中有数。”杨阳说。

今年，山东省财政厅对申请预算的 7个新增重

大政策和项目进行了事前评估论证。其中，3 个因

投入大、效益差被否决，其余 4 个通过优化成本投

入，共核减预算申请 11.9 亿元，核减率达 54.2%。

稳运行——

强化监督考核，建立长效机制

“胜利热”顺利入户，会计师事务所也面临考

核。“外聘这类机构属于政府购买服务，在对项目

开展成本效益分析的同时，机构也要纳入成本效

益管理。”东营市财政局绩效管理和财政监督科科

长刘涛说，“评价结果与付费挂钩，90 分以上全额

付款。”

于是，东营市财政局组织了专家论证会，给会

计师事务所打分，最终高分通过。同时段，山东整

合了 7 家事业单位，组成山东省财政绩效评价中

心，建立省市县（区）三级评价队伍，对重点项目进

行重点评估评价。

在山东，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多年，为何这

两年进展突飞猛进？山东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

处处长杨晓黎告诉记者：“以前是‘软要求’，现在

有了‘硬约束’。”

2019 年，全面贯彻绩效管理时，山东省财政

厅就强化“指挥棒”引导，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编

办、省审计厅联合督导；去年，山东省财政厅还分

别与省人大和审计厅建立协同机制，并向社会公

开。如今，各级党委、政府都将这项工作纳入当地

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资金的绩效与下年部门预

算安排直接挂钩。

经费压减了，服务质量如何保障？各地也在

探索。费县财政局牵头制定了第三方保洁公司考

核体系，对要素投入等 5 个考核大类、人力资源投

入等 12 个考核内容、保洁员投入等 31 个考核指

标，分乡镇制定了 62 项考核细则和扣费标准。

以前，政府出钱，但只掌握保洁公司运营概

况。现在，哪怕是每辆垃圾装运车的每年行驶

里 程 数 ，在 考 核 体 系 中 都 有 章 可 循 。 杨 阳 说 ：

“ 我 们 收 集 了 全 县 近 3 年 垃 圾 装 运 车 行 驶 里 程

数据，综合分析后制定标准，在考核时还会结合

燃油量等数据进行交叉对比，结果与经费直接

挂钩。”

“成本效益分析解决了不少难题，真正实现了

把钱花在‘刀刃上’。但是也要避免过度追求成本

最低，必须兼顾服务质量，实现合理投入下的最优

产出效益。”杨晓黎说。

算好成本账 下好效益棋

山东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本报记者 王 沛

核心阅读

2019 年以来，山东省
深化财政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进行事前事中事后
全过程绩效评价。通过
对项目预算进行成本分
析、测算和控制，强化监
督考核，试点地区把钱花
在“刀刃上”，有效化解了
财政收支矛盾，项目效益
不断显现，有力助推经济
社会发展。

■经济聚焦R

本报北京 12月 22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据初步统计，

2022 年三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

413.46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其中，银行业机

构总资产为 373.88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证券

业机构总资产为 12.87万亿元，同比增长 7.3%；保

险业机构总资产为 2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9.8%。

同期，金融业机构负债为 376.61 万亿元，

同 比 增 长 10.3%。 其 中 ，银 行 业 机 构 负 债 为

342.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证券业机构负

债为 9.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6%；保险业机构负

债为 23.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7%。

三季度末

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同比增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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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玉柴农光互补光伏发电场，光伏板、农田、村庄等构成一幅

美丽的乡村画卷。玉柴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位于桂平市蒙圩镇，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可再

生能源产业，在推动绿色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农户增收。 陈乔湘摄（影像中国）

本报拉萨 12月 22日电 （记者申琳、徐驭

尧）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悉：西藏

2022 年落实粮食播种面积 288.9 万亩，粮食产

量达 107.3 万吨，同比增加 1.15 万吨，粮食产量

连续 8 年稳定在 100 万吨以上。明年，西藏将

加大高海拔地区良种推广力度，确保 2023 年

青稞良种覆盖率达到 93%。

今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通过良

种良法良田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等方式，建设

青稞万亩、千亩、百亩高产示范区共计 200 个，

持续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各

190 万亩。此外，西藏稳定实施农机购置与应

用补贴政策，深入开展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推进行动，预计主要粮食作物（青稞）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69.8%，较去年提升 1.8
个百分点。

西藏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 100万吨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