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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卫东区 2021 年高龄津贴补贴资金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 和《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

〔2019〕10 号)等文件精神，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卫东区财政局委托平顶山政讯财务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组成评价组对卫东区 2021 年高龄津贴补贴资金项

目进行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背景

实行高龄津贴是贯彻落实国家重点民生实事的重要措

施，“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健全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2020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豫民文〔2020〕186 号）、平

顶山市人民政府《平顶山市民政局 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做

好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平民〔2019〕61 号）指

出，各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提高认识，

落实工作措施，加强督促指导，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向服务对象做好申领认证程序、发放标准办法等政策的解读，

确保资金及时、安全、高效地发放到高龄老年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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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主要实施内容

依据卫东区民政局 2021 年高龄津贴补贴资金项目计划

实施内容包括：发放高龄津贴 512.71 万元、发放高龄津贴

的 8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7879 人、享受高龄津贴补助的 80

岁以上老年人满意度≥85%，稳步提升高龄老人生活水平。

（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1.资金投入情况

卫东区民政局 2021 年高龄津贴项目预算资金 512.71 万

元；根据平财预〔2020〕829 号分配卫东区 2021 年高龄津贴

补贴省级资金 47.06 万元，平财预〔2021〕381 号分配卫东

区 2021 年高龄津贴补贴市级资金 222.38 万元，区财政匹配

资金 243.27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共计 512.71 万元。

2.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卫东区高龄津贴全年发放 8442 人，发放资金为

512.71 万元。其中为 80 到 89 岁的老人发放 7775 人，发放

资金 444.64 万元；为 90 到 99 岁老人发放 653 人，发放资

金 64.32 万元；为 100 岁及以上老人发放 14 人，发放资金

3.75 万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价目的是了解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促使项目主管部门、实

施单位根据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和完善工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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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绩效目标，为后续资金投入、分配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通过决策、过程、成本、产出、效益五部分对项目实施效果

进行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方法和标准及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原则：坚持真实、科学、公正的原则；坚

持综合绩效评价的原则；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原则；

坚持绩效评价与项目支出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本次采取比较

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开展评价工

作。采取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和历史标准相结合的评价标准

开展评价工作，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

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一级指标 5 个，二级指

标 12 个，三级指标 24 个，指标权重自上而下按指标层次分

步确定权重，决策指标、过程指标、成本指标、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分值依次为 10 分、20 分、10 分、30 分、30 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开展以来历经前期准备、指标体系及

方案设计、实地调研、数据整理、评价实施、报告撰写等阶

段。在此基础上，按要求形成初步评价报告，并根据相关部

门、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最终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评价组在全面分析整理被检查项目的相关数据资料的

基础上，综合评价项目实施情况，本项目总体实施效果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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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有效提升了高龄老人的生活水平，社会效益取得良好效

果，简化了高龄津贴申领和认证程序，最大程度方便高龄老

年人及其家属，有效完善了 80 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手续，

受益群众满意度高，达到了既定效果。但项目实施过程中存

在年度预决算报告与财务数据不相符、管理制度不完善、部

分高龄津贴未按时发放、对于档案管理不够重视等问题。

(二)评价结论

依据平顶山市卫东区 2021 年高龄津贴补贴资金项目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组对卫东区 2021 年高龄津贴补贴资

金项目进行打分，最终得分为 93.47 分。参照平顶山市财

政局《关于印发<平顶山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 6 个办法的

通知》有关规定，绩效评价结果等级为“ 优 ”。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1.项目立项指标分值 2 分，得 2

分。其中立项依据充分得 1 分，立项程序规范性得 1 分。2.

绩效管理指标分值 4 分，得 4 分。其中绩效目标合理性得 2

分，绩效目标明确性得 2 分。3.资金投入指标分值 4 分，得

4 分，其中预算编制科学性得 2 分，资金分配合理性得 2 分。

（二）项目管理情况：1.资金管理指标分值 10 分，得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成本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赋分 10 20 10 30 30 100

得分 10 16 10 27.47 30 93.47

得分率 100% 80.00% 100% 91.57% 100% 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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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其中资金到位率得 3 分；预算执行率得 3 分；资金使

用合规性得 4 分。2.组织实施指标分值 10 分，得 6 分。其

中管理制度健全性得 2 分；制度执行有效性得 2 分；预算主

管单位监控有效性得 2 分。

（三）项目成本情况：1.经济成本指标分值 10 分，得

10 分。其中发放（补）高龄津贴得 10 分。

（四）项目产出情况：1.产出数量指标分值 10 分，得

10 分。其中发放高龄津贴的 8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得 10 分。

2.产出质量指标分值 10 分，得 7.5 分。其中 80-89 岁老年

人每月发放标准得 2 分；90-99 岁老年人每月发放标准得 2

分；年满 100 岁老年人每月发放标准得 2 分；高龄津贴资金

社会化发放率得 0分；高龄津贴资金政策的合规性得 1.5 分。

3.产出时效指标分值 10 分，得 9.97 分。其中高龄津贴资金

预算安排得 5 分；及时发放情况得 4.97 分。

（五）项目效益情况：1.社会效益指标分值 10 分，得

10 分。其中高龄老人生活水平提升情况得 8 分。2.可持续影

响指标分值 10 分，得 10 分。其中 80 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

制度得 10 分。3.满意度指标分值 10 分，得 10 分。其中受

益群众满意度得 10 分。

五、存在的问题

（一）决算数据与财务数据不相符

该项目决算金额为512.19万元，与财务资料数据512.71

万元不相符。年度预决算报告编制不规范不准确，缺乏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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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严肃性。

（二）管理制度不健全

项目单位缺乏对第三方的约束制度，如电子档案管理制

度、电子数据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不健全，对内部控制缺

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三）档案不完整，未及时归档

未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核实高龄老人有关情况，

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建立高龄老人个人档案，项目档案不

完整；对于高龄津贴发放情况登记表、高龄津贴发放情况汇

总表等资料不细致且未及时归档。

（四）资金社会化发放率无法核实

项目单位无应发放辖区内高龄津贴人口数，无法核实高

龄津贴资金社会化发放率。

（五）部分高龄津贴未及时发放

按照《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实施高龄津贴制

度的通知》要求，高龄津贴发放工作采取当月认证、次月发

放的方式。2021 年 1月份有 57 人的高龄津贴，涉及金额 1.31

万元，在 2021 年 3 月发放，未及时发放。

六、有关建议

（一）强化决算编制重视程度

财务人员要提前做好决算编审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财务

数据为基础，按照决算编制要求，确保编制内容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同时做好决算数据分析，促进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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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健全完善对第三方数据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明确业务

的决策、执行、管理、监督机构及管理要求。同时在工作中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执行，不断强化内控制度的刚性运行。

（三）确保档案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按照《关于做好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平民

〔2019〕61 号）文件要求，对高龄老人有关情况，及时登记

造册，建立台账，建立高龄老人个人档案；及时归档高龄津

贴发放情况登记表、高龄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等资料，提高

对档案管理的重视程度。

（四）加强部门的联动性，确保发放率

做好宣传，及时收集核查各街道办事处提供的高龄老人

信息，加强督促指导，增加部门的联动性，提高高龄津贴资

金的社会化发放率，切实做好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

（五）及时发放高龄津贴

按照省、市关于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的文件要求，落

实资金及时、安全、高效地发放到高龄老年人手中，强化资

金保障。加强对街道办事处、社区（村）的管理，定期抽查，

对于未按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时限办理审核的，未及时上报

核减的，责令整改到位，并追求相关人员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