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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

审核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财预〔2018〕167 号）、《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

[2019]12 号）、《昆明市市本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安政发

﹝2018﹞1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安宁市财政

局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对安宁

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进行审核。安宁市财政局下达了

对所有预算执行单位预算项目进行全覆盖申报审核的通知。

现将安宁市发展和改革局（以下简称为“发改局”）预算项

目审核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行单位预算项目情况

安宁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度申报预算项目共 23 项，

2021 年度申报预算资金合计 51,457,343.00 元，我们按照一

体化系统内的设置，将预算项目的类别分为四类：人员和公

用经费类项目、事业发展类项目、民生类项目及专项业务类

项目。现将发改局预算项目情况分类列示如下：

1、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发改局 2021 年度申报人员

和公用经费类项目共 7 项，申报预算资金共计 6,240,435.00



大华核字[2020]200523 号审核报告

第 2 页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2021 年度申报预算

资金（元）
备注

1 社会保障缴费 911,110.00

2 行政人员支出工资 3,133,287.00

3 住房公积金 376,512.00

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46,496.00

5 公车购置及运维费 15,000.00

6 公务交通补贴 186,600.00

7 一般公用经费 271,430.00

合 计 6,240,435.00

2、事业发展类项目。发改局 2021 年度申报民生类项目

1 项，申报预算资金共计 798,000.00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2021 年度申报预算资金

（元）
备注

1 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 798,000.00 2020 年未申报该项目

合 计 798,000.00

3、民生类项目。发改局 2021 年度申报民生类项目共 2

项，申报预算资金共计 659,600.00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2021 年度申报预算资

金（元）
备注

1 云南安宁军粮供应站补助资金 50,000.00

2 粮食管理工作经费 609,600.00
增设资金的测算原因未

写明

合 计 659,600.00

4、专项业务类项目。发改局 2021 年度申报专项业务类

项目共 13 项，预算金额共计 43,759,308.00 元，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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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2021 年度申报预算

资金（元）
备注

1 固定资产投资科工作经费 1,650,000.00
指标评价均为待上级部门研究

确定

2
安宁市地方储备粮管理补助资

金
12,596,308.00

依照截止2020年 10月31日的

支出情况，2021 年度绩效目标

是否可实现存疑

3
护林防火油和汽管道安全管理

专项经费
30,000.00 增设资金的测算原因未写明

4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 30,000.00

5
安宁市投资促进局招商引资工

作经费
5,000,000.00 增设资金的测算原因未写明

6 商贸科 2020 年工作经费 8,431,000.00 增设资金的测算原因未写明

7 2021 年价格监测人员经费 60,000.00

8
安宁市 2020 年招商引资工作目

标考核奖励专项资金
14,000,000.00

9
安宁市 2021 年投资促进局工作

经费
362,000.00

10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创建工作

经费
500,000.00资金量减少的测算原因未写明

11 美丽县城工作经费 500,000.00资金量减少的测算原因未写明

12 特色小镇工作经费 100,000.00资金量减少的测算原因未写明

13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经费 500,000.00资金量减少的测算原因未写明

合 计 43,759,308.00

二、绩效目标设定情况及分析

发改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总体上满足《安宁市预

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有关绩效目标设定内容的有关规定，

绩效目标的指标设定能够细化到产出、效益、满意度指标等

方面并基本能够做到细化、量化等。我们在审核过程中从绩

效目标设定的完整性、相关性、可行性、适当性等方面对发

改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进行了审核。现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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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按照预算项目的分类即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事业发

展类、民生类项目及专项业务类项目四类分类说明如下：

1、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发改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

的设定情况：

（1）产出指标。发改局 2021 年度绩效指标设置过于简

单，未细化、量化，仅将产出指标的二级指标下分为一项数

量指标。且该项指标的设置存在简单复制粘贴、填写不规范

的情况，无法准确反映每个类型不同项目的数量指标与成本

指标之间相互关联的关系。

存在指标设定不符合逻辑的情况，如：公车购置及运维

费项目指标的描述中，公用经费保障的数量指标所设置的车

辆数量为 0 辆，公用经费保障人数为 21 人。根据指标显示

无公用车辆但却申报了该项购置运维经费项目，且并未提供

公用车辆购置审批，指标设置脱离实际项目可申报标准，不

符合逻辑。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社会效益，指标值为

部门正常运转，指标设置不完整未考虑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可持续发展效益等。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指标值为单位人员和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超过 90%。该项指标

设置比较合理。

2、事业发展类项目。发改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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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1）产出指标。发改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时将产

出指标进一步细分为数量、质量、时效，该项指标未设置成

本指标。如：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项目未设置成本指标，

但从其他相关资料可计算成本指标及数值，发改局招聘 7 名

临时人员：46.20 万元/年，增加重大项目谋划工作人员 3 名：

21.60 万元/年，投促局招聘 3 名临时人员：12 万元/年。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指标设置比较完整。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指标值为满意度超过 95%等，该项指标设置较合理。

3、民生类项目。发改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产出指标。发改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时仅设

置了数量、质量、成本指标。且多个指标合并填列的情况，

如：粮食管理工作经费项目数量指标值设置不合理，在一个

数量指标内描述了对安宁辖区内粮油市场进行检查、每年不

少于两次、世界粮食日宣传、爱粮节粮宣传等多个方面，应

进一步拆分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指标进行填列。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指标设置比较完整。但有叙述

不清晰的指标，如：云南安宁军粮供应站补助资金项目的经

济效益指标，设置是 20,000.00 元，判定标准是是否按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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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案执行，之间的联系并未在任何支撑文件中体现。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指标值为满意度超过 95%等，该项指标设置较合理。

4、专项业务类项目。发改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情

况：

（1）产出指标。发改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时将产

出指标进一步细分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指标，该项指

标设置较完整。但存在指标设置不准确，且多个指标合并填

列的情况，如：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在一个数量指标内

设置了，成本监审≧2 次、价格政策法规宣传≧2 次、价格

认证≧120 件等多个方面，无法同时对三个方面进行准确的

监控及评价；

护林防火油和汽管道安全管理专项经费项目，在一个数

量指标内设置，每年组织一次全市性安全工作会议和一次安

全培训会议、每月开展一次油气管道安全检查、12 月至次年

6 月每周开展一次森林防火检查、每季度邀请专家组开展 1

次安全检查等多个方面，无法对每项内容均进行准确的监控

及评价；

固定资产投资科工作经费项目，数量指标设置不合理，

将“完成安宁市固定资产投资指标”设置为≥待上级部门研

究确定，指标设置脱离单位实际，形同虚设。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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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指标设置比较完整。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指标值为满意度超过 95%等，该项指标设置较合理。

三、存在问题

我们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发改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

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预算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指标值设置不合理

等；

2、项目立项依据的文件资料不充分，缺少正式规范的

文件做支撑，如：安宁市地方储备粮管理补助资金项目，2020

年预算下达额度为 20,468,900.00 元，2021 年度申报预算资

金为 12,596,308.00 元，依照 2020 年度的支出情况，2021

年度绩效目标是否可实现存疑，欠缺依据支撑；

3、项目申报缺少实施方案、资金使用计划等，如：安

宁市投资促进局招商引资工作经费、商贸科 2020 年工作经

费项目等，测算表过于简单，缺少实施方案、资金使用计划；

4、2021 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大幅度增加或大幅减少的项

目，未提供、上传充分的支撑依据等，如：固定资产投资科

工作经费项目，2021 年度申报预算资金相较 2020 年度预算

增加 1550.0% ；安宁市投资促进局招商引资工作经费项目，

2021 年度申报预算资金相较 2020 年度预算增加 2073.9%；

商贸科 2020 年工作经费项目，2021 年度申报预算资金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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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预算增加 2178.6%；特色小镇工作经费项目，2020

年度预算资金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总计已使用 50%，2021

年度申报预算资金相较 2020 年度预算减少 2160%，与 2021

年申报金额差距太大，2021 年度是否能够按计划完成工作任

务存疑；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经费项目，2020 年度预算资金

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总计已使用 74.99%，2021 年度申报

预算资金相较 2020 年度预算减少 2292%，与 2021 年申报金

额差距太大，2021 年度是否能够按计划完成工作任务，未提

供相关的支撑依据资料。

四、意见和建议

1、加强绩效管理理论学习，提升各项目绩效目标编制

的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加强预算管理，确保项目的科学性。在编制年度预

算时，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论证项目立项的必要

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确保

项目具有可操作性，项目实施达到预期效果，发挥最大效益；

3、年度预算编制时应充分考虑上年度预算执行的情况，

以上年预算执行情况作为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

4、对申报依据不充分的项目建议预算单位补充提供证

明材料，对不能提供的建议减少调整预算额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本次预算申报审核所依据的材料均为预算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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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提供，若因预算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致使本报告中

存在误导或错误性陈述，与本单位及工作人员无关。

2.本报告仅供委托方、被审核单位使用。本报告所述的

内容及有关事项，非经本所同意，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因

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后果，与执行本次申报审核业务的人员

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审核情况汇总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云南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邢志丽

中国·昆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 宋文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