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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ebruary 2020,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ssued the Notic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oject Expenditur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No.10,2020), requi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or all project expenditures included in the 
government budget managemen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roject expenditur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e economy, efficiency,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project expenditure are measured, analyzed 
and	judged	objectively	and	fairly.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maintenance	objects	of	the	Yangtze	River	waterway,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maintenance funds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conditions, which are uncertain, and some project budgets show 
a compression trend. In 2017, the Yangtze River Waterway Administration implemented the budget management reform focusing 
on the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funds, and has basically formed a business budget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angtze River waterway. On this basis,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roduction business expenditure budget is 
carried	out	to	play	a	powerful	role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fund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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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2月，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要求对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
所有项目支出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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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江航道维护对象的特殊性，维护经费影响因素受自然条件影响
较大，具有不确定性，部分项目预算又呈压缩趋势。2017年，长江航道局实施了以生产业务经费管理为重点的预算管理改
革，现已基本形成了具备长江航道特色的业务预算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开展生产业务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探索，为提升
财政资金支出效能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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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基本情况

近年来，长江航道局多次参与完成交通运输部财审司

组织的“航道维护疏浚”和“航道整治建筑物维护”项目绩

效自评工作，已形成指标相对完整、方法较为成熟的绩效评

价工作体系，而其余 7 项生产业务在绩效评价工作方面目前

尚无成熟经验借鉴，因此本次绩效评价所指的“主要生产业

务内容”为其余7项生产业务，即“航标维护”“航道测绘”“数

字航道”“信息化运行维护”“船舶运行维护”“生产设施（基

地、码头）运行维护”和“安全及环境保护”。评价内容包

括项目的决策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办

法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实现的产出情况、取得的效益情况

及其他需要说明的相关内容，根据项目自身的评价指标体系

进行系统评价。就项目内容来看，七项业务的主要工作内容

及作用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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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航标维护（含信号台）。“航标维护”主要工作内

容指在一般航道内及桥区、港区、变动回水区等重点河段航

标的配布优化和维护管理，包括设（撤及调整）航标、购置

“航标维护”业务所需航标耗材、对辖区在用浮标实施及集

中上岸维修保养，发挥航标的助航效能，推进航道水深合理

利用，确保航道畅通安全。②航道测量。航道测量（绘）的

主要工作内容有航道工程测量、专项测量、局部及浅滩河段

航道图测绘、长河段原型观测、航行图及航行参考图测绘和

电子航道图预处理及生产制作等。通过日常测量工作，提供

航道条件变化的基础资料以判断航道条件，为航道维护工作

提供重要参考，提升长江航道公共服务测绘能力水平。③数

字航道（含电子航道图）运行维护。“数字航道 ( 含电子航

道图）运行维护”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辖区内数字航道（含

电子航道图）系统及配套硬件设施进行定期运行维护管理，

定期开展水位站线上、线下水位站数据、终端设备的巡检工

作以及电子航道图制作及应用推广等。④信息化运行维护。

“信息化运行维护”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数字航道服务器、

核心交换网络、网络安全及配套设施进行日常维护，包括信

息系统维护开发升级，机房物理环境、服务器及存储设备、

网络及安全设备的维护升级，开展“5G”讲座和网络安全

培训及演练，保障信息化设备的正常工作，保障单位信息系

统安全。⑤船舶运行维护（燃油支出 + 维护支出）。“船

舶运行维护（燃油支出 + 维护支出）”的主要工作内容有：

对纳入项目支出范围的船舶进行技术改造，进一步完善配套

功能、消除航舶安全隐患；维护船舶零星、等级维修服务采

购，按照航道养护计划开展船舶日常维修保养，提升船舶装

备的支持保障能力和运行维护管理水平；采购船舶航行所需

燃油以及船舶生产生活材料；办理船舶年检及证书；船舶应

急抢修及专项改造支出等。⑥航道生产基地（含码头）运行

维护。“航道生产基地（含码头）运行维护”的主要工作内

容是：生产业务用房、航标维护基地、码头和其他接岸设施

的运行维护，主要包括信号台维修改造、房屋日常检查、维

护保养、功能性修缮和观察检测安全隐患排查、水电费及专

项生产业务用房改造支出等。⑦安全及环境保护。“安全及

环境保护”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根据年度安全工作计划，适时

开展日常检查、月度检查、突击检查、专项检查、综合督查，

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等安全专项活动；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排

查治理，安全设施设备更新改造；船舶污染物回收处置，防

污处理设施维修保养等；采购防汛物资用于应急保障，提高

应急应变能力。

2 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2.1 构建思路
绩效指标评价体系要能清晰反映生产业务项目预算资

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并以相应的绩效指标予以细化、量化

描述。绩效评价指标将重点突出航道生产业务实际完成数

量、工作质量、服务效益等方面，充分体现航道生产业务在

内部管理与外部服务方面，为用户和社会提供的核心价值 ,

侧重基层单位自评操作实际的易获取、可量化设置偏好，用

定性、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设立。指标评价内容参考国家

和部门相关指导文件设立 , 指标评价方法和标准值参考长江

航道局生产业务年度实际工作情况予以确立。

2.2 评价原则
①客观公正原则。绩效评价要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以

事实为依据予以提供或加以鉴别，不受其主观性和片面性影

响。评价工作要在全面系统地掌握可靠的信息资料的基础上

进行，讲求独立性。②科学合理原则。绩效评价的方法、标

准及依据应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对于同一类型的指标适用统

一或相近的衡量标准或比较参数，对项目绩效进行科学、合

理的反映。③突出可比原则。重点突出支出方向主体内容，

体现项目主要产出和核心效果，在分析评价过程中要注意资

料的真实性、一致性和完整性，区分个性指标在独立项目内

的区别和联系，尤其是在运用对比分析法时，尽量选取和使

用同一比较客体，以保证结论的准确性。

2.3 指标设置
根据交办财审〔2021〕3 号文，绩效指标的内容包括：项

目的决策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办法的健

全性及执行情况；项目实际产出情况；项目取得的效益情况及

其他相关内容。本次评估用于评价近三年生产业务实际开展完

成情况及效益发挥情况，指标设置将重点关注项目资金执行情

况、项目产出数量（质量）情况及其他效益发挥情况。

2.3.1 绩效指标体系设置
绩效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级，分别对应“指标类型”“指

标维度”和“指标内容”。其中，第一层级为“指标类型”，

包括预算执行指标、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 4 个

指标大类；第二层级为“指标维度”，下分设项目预算执行 

（执行率、执行偏差）情况、项目产出（数量、质量、时效）

情况、项目效益（经济、社会、生态）情况以及服务对象满

意度共 8 个指标方向，对项目的成效进行类别区分；“指标

内容”为指标体系第三层级，用以体现项目主体完成质量及

作用发挥详细情况。

2.3.2 绩效指标值的确立
第一，预算执行指标。预算执行指标是对项目完成总

体描述及资金执行情况的评价，业务项目通用“预算执行率”

和“执行偏差率”2 个绩效指标。

第二，产出指标。产出指标是对预期产出的描述，包

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等二级指标。

①数量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数量，

根据项目活动设定相应的指标内容，指标体现项目主要工作

内容，突出重点。②质量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

服务达到的标准和水平，对于有明确质量标准的项目设置了

质量指标，如“** 合格率”“** 正常率”等以体现项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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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服务水平。③时效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

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根据工作开展周期或频次设定相

应指标，对于关键性时间节点明确的项目，还需要附带约束

性时效节点。

第三，效益指标。效益指标是对预期效果的描述，包

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等二级指标。

①经济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经济效益带来的影

响和效果，包括相关产出在当年及以后若干年持续形成的经

济效益，以及自身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和引领行业带来的间

接经济效益。②社会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社会发展带

来的影响和效果，用于体现项目实施当年及以后若干年在提

升治理水平、落实国家政策、推动行业发展、服务民生大众、

维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履职或服务效率等

方面的效益。③生态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自然生态环

境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即对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产生

的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包括相关产出在当年及以后若干年

持续形成的生态效益。

第四，满意度指标。满意度指标是对预期产出和效果

的满意情况的描述，反映服务对象或项目受益人及其他相关

群体的认可程度。对申报满意度指标的项目，在项目执行过

程中应开展满意度调查或者其他收集满意度反馈的工作。

2.3.3 绩效指标权重的确立
绩效评价采用计分制予以评价，满分为 100 分。指标

权重依照项目绩效作用发挥重点相应赋权。

①预算执行指标。指标权重为 10%，满分 10 分。衡量

项目预算资金执行与计划执行的一致性，包括预算执行率和

执行偏差率两项指标，满分分值各为 5 分。设置从属的各三

级绩效指标权。②产出指标。指标权重为 50%，满分 50 分。

其中：数量指标、质量指标的指标权重均为 20%，时效指

标权重为 10%。设置从属的各三级绩效指标权重。③效益

指标。指标权重为 30%，满分 30 分。其中：经济指标、社

会指标、生态指标的指标权重均为 10%。设置从属的各三

级绩效指标权重。④满意度指标。指标权重为 10%，满分

10 分。长江航道属于直接面向社会主体及公众提供公共服

务，考虑到项目实际功能发挥，本评价中除“ 航道生产基

地（含码头）运行维护”项目选择“职工满意度”为满意度

指标外，其余项目均采用“长江船东满意度”的分类测评结

果，作为项目满意度指标计分依据。

2.4 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成本效

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根据长江

航道生产业务的维护工作实际具体情况，可采用一种或多种

方法进行评价打分。

指标值得分设置为满分 100 分，得分等级分为四档：

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3 初步结论

通过对 16 家局属单位 2020-2022 年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整理分析得出，2020—2022 年长江航道局本次评价的七项

生产业务绩效情况整体较好，绝大多数单位按照预算执行，

资金保障作用突出。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项目预算支出效

能突出，航道保通保畅成效显著；二是预算执行整体情况较

好，部分业务个别年度波动明显；三是预算执行标准差异较

大，典型业务区域性特点突出。

4 存在的问题

一是预算预判性不足，偏差过大。缺乏对未来的经济

形势、市场需求、业务发展等因素的充分预测和分析；在预

算方法上缺乏历史数据和经验，如果没有足够的历史数据和

经验作为参考，很难准确预测未来的业务需求和成本，从而

导致预算预判性不足；预算计划缺乏弹性。预算计划可以适

当留有此消彼长的空间，弹性适应市场和经济状况等不可抗

力的客观因素变化，否则，也会导致预算预判性不足。二是

基层航道单位对绩效评价工作重视程度有待加强。三是指标

评分标准依据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例如，预算执行指标评

分标准；部分三级指标未体现地区差异性；指标选取与科研

单位职能契合度不高。

5 结语

通过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推进，客观反映了长江航道局主

要生产业务预算执行情况和效能发挥作用，规范和加强预算

编制和执行管理，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项目支出

责任，带动财政预算项目提质增效，实现以指标引导促进长

江航道公益服务持续优化升级，促进长江航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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