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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 2024 年省级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快财政预算支出进度，按照

《宝鸡市财政局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

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

件要求，我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设定指

标体系，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原则，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对凤县住建局关于 2024 年省级财政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

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4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2.主管部门：凤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实施单位：凤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项目预算：项目预算 520 万元

5.项目内容：改造屋面防水、外墙保温、雨水管网、自

来水管道、停车位、消防通道、休憩广场、楼梯间粉刷、燃

气围楼立管、供热管网串改并等改造内容。

6.预期效益：完成 620 余户老旧小区改造，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居住顽疾，破解



群众住户家里“冬冷夏热”现状，提高群众满意度。

（二）项目预算资金安排情况

1.资金预算情况：项目预算资金 520 万元

2.资金到位情况：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县财政拨付到

位资金 475 万元，自筹资金 46.76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00%。

（三）项目预算资金执行情况

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项

目指标共 2 个。截至评价时，累计下达资金 475 万元，分别

为宝市财办综（2023）89 号下达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 370

万元，宝市财办综（2024）70 号下达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

105 万元，并已全部拨付到县财政，由建设单位按照项目形象

进度向县财政局申请下达资金，项目建设资金全部拨付到位，

资金执行支付比例 100%，专项改造任务已全部完工，建设任

务完成率达到 100%，受益群众 620 户，按期完成预定目标。

群众自筹资金 46.76 万元(用于老旧小区自来水、燃气、热力

等管网改造)。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资金管理

本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采取由县财政实行专户统一

管理，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相关制度执行，实现专款专用,无超

范围使用和截留、挪用资金及人员经费、日常运行等支出行

为,保证了上级补助资金的专款专用。截至 2024 年 12 月，项

目建设资金 475 万元、群众自筹资金 46.76 万元(用于老旧小

区自来水、燃气、热力等管网改造),已全部到位，资金执行



支付比例 100%。

（二）项目管理

凤县住建局在项目建设中严格按照《宝鸡市财政局宝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县发改局招标核准的

文件要求,项目实行公开招投标，并严格执行了项目合同制、

监理制、竣工验收制、财务报账制度，按时报送绩效自评表、

绩效评价报告且内容完整。职能部门不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

进行监督,督促施工企业严格执行工程质量建设规范强制标

准，确保了施工安全、施工进度、工程质量,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未发生质量及安全问题。建设过程中，严把“质量关”、

“进度关”，落实施工主体责任，强化施工过程的动态监管，

所有项目均严格按照要求管理，确保了老旧小区改造切切实

实成为利民惠民的过硬工程。

（二）产出效益

此项目优先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有限资金

用在刀刃上，改到居民的“心坎里”。通过“小区内扩建、

公共部位新建、道路内划设、单位内部开放”四种方式新增

停车位 494 个；建立物业服务账，以引进物业服务、业主委

员会自管、社区代管、成立国有物业公司兜底等管理形式为

思路，探索建立小区长效管理机制，督促物业公司对小区实

施环境美化净化、快递柜配设、摄像头安装、软硬件设施完

善等项目，解决群众急难问题，拆除煤棚 10 间、清理乱堆乱

放 100 余立方米，完成 81 户燃气围楼立管更换，保障群众用

气安全；建立水电气暖账，分类完成 49 户供热串改并施工，

今冬群众室内温度较上年温度提升 3 度以上；着力解决群众



屋顶漏水问题，通过屋面防水改造，铺设防水卷材等方法，

先后为 10 栋楼 395 户群众解决屋面防水问题，有效改变了“外

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等居住顽疾。为 5 个老旧小区 375 户

群众增设外墙保温层，实施后有效破解群众住户家里“冬冷夏

热”现状，实现了温暖过冬，凉爽过夏，让居民身暖心更暖。

继续推进“红色物业”建设，以丽园物业党支部为示范，对

全县 15家物业企业选派 4名党建指导员进行党建工作指导及

红色物业宣传，推动党建工作全覆盖。同时成立“红小凤”

志愿服务点 3 个，“红色驿站”10 个，立足群众需求，探索

在小区开展理发、配钥、家电维修、饮水休息等便民服务，

做实民生实事。对集中连片的东岭小区全面实施小区内外一

次性改造，拓宽消防通道，改造给水管网 500 米，强电改造

150 米，雨水管网改造 350 米，粉刷楼道墙壁 5600 平方米，

外墙保温 12000 平方米和屋面防水 4600 平方米，改造新增车

位 30 个，休闲广场 1 处，配建爱心小屋 1 间，惠及群众 228

户，改造完成后有效实现了雨污分流，有效缓解小区停车难

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使城市风貌更加协调统一。今年在新

建项目实施前及过程中，共收集管网破损、屋面渗漏、外墙

节能保温、停车不便等群众意见建议 50 余条，归类梳理了 30

条意见建议纳入改造方案，已全部解决。建设任务完成率达

到 100%，解决 14 个老旧小区 620 余户集中供气、供热、屋面

防水、外墙保温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改造面积 6.93 万平方

米。

（四）服务满意度



通过民意调查、邮箱、七彩凤县智慧管理平台等“线上+

线下”多渠道征求意见，群众对该项目的满意认可度达到 95%

以上。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依据

1.中、省、市、县现行相关政策文件；

2.县财政局相关文件；

3.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项目申报资料、

项目自评报告、绩效目标表、资金到账及资金支出凭证，项

目实施、产出及管理等相关资料；

4.评价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调查、核实等获得的资料；

5.其他相关资料。

（二）评价目的与重点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凤县住建局关于2024年省级财政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目的主要包括

全面掌握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形成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存在问题，运用规范的绩效指标体系和科学的评价方法，

全面、客观反映财政支出项目完成情况和实施效果。有针对

性地提出整改意见或建议，指导和督促单位加强资金管理，

加快支出进度，完善资金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切实做到“花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

绩效评价重点主要包括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各项绩效指

标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等。

（三）评价方法

采用比较、因素分析、公众评判等评价方法，在项目单



位自评的基础上，评价组通过统计汇总与数据分析、整体评

价与现场评价、走访惠及群众及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绩效评

价，形成评价结论，撰写评价报告。

（四）评价局限性

尽管评价组在评价中力求科学、规范、客观和公正，但

在实际评价过程中依然存在局限性：一是由于评价时间、人

力等限制，获取数据与信息来源存在局限性；二是评价工作

人员知识面、经验等限制，在理解和判断上存在认知局限性；

三是受问卷调查覆盖面及被调查者认知、愿望等方面的主观

倾向性限制，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

三、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

项目决策从资金管理、项目管理、产出效益三个方面进

行评价。项目决策满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为 96 分。具体得

分详见附件 1-4。

1.项目立项方面

（1）立项依据充分性方面。项目的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符合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符

合凤县乡村振兴发展实际需要。

（2）立项程序规范性方面。项目能按照规定的申请程序、

审核程序、评估程序进行立项，程序规范。

2.绩效目标方面

（1）绩效目标合理性方面。项目绩效目标设定较为合理，

符合项目发展客观实际，主要目标能够在一定期限内如期实

现。



（2）绩效指标明确性方面。项目所述预期目标设定较为

明确、清晰，可衡量。但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完整。

3.资金投入方面

（1）预算编制科学性方面。项目预算编制科学，预算内

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预算测算依据充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方面。项目资金安排合理，资金额

度与项目实际需求相匹配。

评价组认为，项目决策从整体上看，目标明确，立项规

范、决策依据充分、程序合规，符合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

但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完整。

（二）过程

1.资金管理方面

（1）资金到位率方面。项目预算资金 475.00 万元，2024

年县财政拨付到位资金 475.00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拨

付程序符合相关要求。

（2）预算执行率方面。截至评价时，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475.00 万元，自筹资金 46.76 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521.76 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3）资金使用合规性方面。本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手续

齐全，未发现资金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现象。

2.组织实施方面

（1）管理制度健全性方面。项目相关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完善。

（2）制度执行有效性方面。项目相关制度执行较为有效，

项目总结及信息采集工作认真，内容较为完整、详实。



评价组认为，项目决策从整体看，立项规范、预算科学、

资金安排合理、决策依据充分、程序合规，符合相关政策和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未发现资金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现象，绩效目标设定较为合理，但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

够清晰，未量化。

（三）成本

项目成本从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生态环境成本三个方

面进行评价。

1. 经济成本方面。项目预算成本为 520 万元，合同价为

483 万元，该项目现在全部完工，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监控和

管理成本支出，确保项目建设内容在预算范围内，定期分析

对比项目实际成本及预算成本，严格控制建设成本，确保了

项目建设成本控制在项目预算以内。

2.社会成本方面。项目实施无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副作用。

3.生态环境成本方面。该项目的实施未产生破坏生态环

境，故无影响生态发展的副作用。

评价组认为，项目社会成本方面无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

因素，生态环境成本方面无影响生态发展的副作用，项目的

实施有力促进凤县老旧小区社会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四）产出

项目产出从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三个方面进

行评价。

1.产出数量方面。从项目数量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项目实施单位已完成了年度计划建设任务。



2.产出质量方面。从项目质量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项目单位比较重视项目质量管理。

3.产出时效方面。项目单位能够在合同工期内按时完工，

产出时效完成好。

评价组认为，项目资金作用发挥充分，项目建设方面的

产出数量、质量、时效目标任务完成好。

（五）效益

项目效益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受表彰情

况、服务对象满意度五个方面进行评价。

1.经济效益方面。通过该项目实施，带动劳动就业，增

加就业机会，改造老旧小区 14 个，为 620 户群众改造屋面防

水、外墙保温、雨水管网、自来水管道、停车位、消防通道、

休憩广场、楼梯间粉刷、燃气围楼立管、供热管网串改并等

内容。

2.社会效益方面。项目社会效益较好，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有效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改善了基础设施，提高了

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3.生态效益方面。从项目生态效益方面来看，项目的实

施有效的提高了能耗减排，故生态效益好。

4.受表彰情况方面。本项目未受到上级表彰。

5.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通过走访项目实施地群众问卷

调查，群众普遍对项目的实施，解决了屋面漏水，铺贴外墙

保温提高室内温度所带来的实际效果等方面的作用比较满

意。整体满意度约为 95%以上。

评价组认为，本项目在执行上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和工作



任务的要求，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有效推动了项目的实施，

按期完成 620 余户老旧小区改造，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较好，

财政资金的社会效益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四、综合评价结论

凤县住建局关于2024年省级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

助资金项目从资金安排、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完成和

项目效果均符合相关规定,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实际资金的

支出使用情况与施工计划和施工方案规定的用途相符,资金

都能落实到位,项目单位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做到了专账核

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使用规范,

无截留、挤占、挪用等情况及人员经费、日常运行等支出行

为。项目立项依据充分、产出质量较好，受益面广，项目经

济、社会效益较好、生态效益好。但项目相关管理、运营制

度不够健全、完整，归档资料不够规范。结合单位自评、信

息采集，实地察看、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等工作，经评价组

认真评价，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6 分，绩效等次为优秀。

五、存在问题

（一）绩效指标不够明确

项目设置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

指标、不清晰且不可衡量

（二）管理制度制定不规范。一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

管理制度不够健全，项目实施中的管理、监督、考核、等相

关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二是项目后期运行管理办法不够明确，



缺少项目建成后的运行、维护、监督等具体方案和管理办法。

（三）项目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尽管项目实施单位

已开展了绩效管理工作。但仍存在着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

够到位，绩效管理机制尚未建立，绩效自评工作不够规范，

绩效责任约束作用不强等问题。

六、建议

（一）强化措施，做实做细归档资料。一是项目相关人

员在接收移交方资料的时候应对资料的完整性、合理性、准

确性进行审核。二是资料管理人员平时需做好对已有资料的

自查工作，从项目的招投标资料、工程验收资料、审计资料

等各个环节进行逐一审核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项目负

责人反映，及时整改。三是做好项目档案资料管理，在归档

前再详细检查各项资料的签字盖章、条款内容、时间逻辑等，

确保项目资料完整、齐全、合理，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二）精准预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要建立项目预

算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机制，充分论证，科学决策，确保

编制预算和立项实施的精准性、科学性，推动财政资源优化

配置，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二要加强项目预算管理，

从项目立项、设计、招投标、实施到竣工决算全过程，要精

打细算，以保证预算科学精准，与项目建设实际需求相匹配。

（三）重视项目相关管理工作，发挥财政专项资金效能。

一要加强项目管理，建立健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

考核等相关管理制度，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

人，把制度转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发挥制度的保障性

作用。二要高度重视项目后期运行管理工作，项目建得成还



需管得好，项目实施单位尽快建立健全项目后期管护制度或

办法，确保项目建得成、管得住、长效益，发挥财政专项资

金的效能。

（四）增强绩效意识，强化绩效管理。项目单位要切实

增强绩效管理理念，树立绩效管理意识，筑牢“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要学懂弄通项目绩效考核指标的

各项要求，掌握指标内容和含义，努力提高绩效目标编制的

完整性和规范性，并要着力健全项目绩效长效机制。

（五）下年度预算安排建议。根据本次绩效评价总体情

况看，该项目资金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符

合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因此，建议在今后的财政预算中，

给予此类项目重点关注，并适当增加财政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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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绩效考评组成员表

刘力强 凤县财政局副局长

兰宁科 凤县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主任

赵 玺 凤县财政局预算股股长

雷会玲 凤县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股长

罗启潮 凤县财政局经建股

李 宵 凤县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工作人员

梁 波 凤县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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