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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镇安县政府财政运行情况 

综合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镇安县基本情况。镇安县地处秦岭南麓中段，距省会

西安 98 公里，距商洛市 175 公里。全县总面积 3487 平方公里。

截至 2022 年底，镇安县机关事业单位总机构数 504 个，编制部

门决算的预算单位 259 个，其中：县本级一级预算单位 57 个，

二级预算单位 157 个，镇办 15 个。 

（二）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2 年，镇安县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25,026.00 万元，占年

初预算收入的 119.17%，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5,418.00 万元，非

税收入完成 9,608.00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56,558.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5,303.00 万元，增长 7.64%，实

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 

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3,169.00 万元，专项债券

30,05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41,476.00 万元。全

县社保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8,005.00 万元，社保基金预算支出完

成 31,146.00 万元。2022 年镇安县政府债务限额为 329,744.00

万元，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310,656.00 万元。 

（三）项目绩效目标。镇安县政府 2022 年围绕聚焦乡村振

兴、项目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开展工作。全年预期目标为

生产总值增长 7%，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176 个重点项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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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投资 123 亿元，招商引资项目不低于 100 个，城乡居民收入

分别增长 6%和 7%。 

（四）项目完成情况。2022 年镇安县政府财政运行情况总

体良好，基本符合镇安县政府全年工作目标。镇安县年度储备

210个项目，招商引资 136个项目，重点项目年度完成投资 144.54

亿元，地区空气优良天数 350天。但存在全年生产总值增长 4.69%，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3%，全县市场主体培育数量未达到预期

效果等问题。 

二、综合评价结论 

本次评价在项目资料整理、数据分析、现场调研以及分析评

价基础上，评价工作组依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分，该

项目综合评价分数为 82.75 分，评级为“B”。 

表 2-1 2022 年镇安县政府财政运行情况综合绩效项目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财政收入组织 10 9.15 91.50% 

财政支出保障情况 15 13.71 91.40% 

预算规范管理 15 9.1 60.67% 

财政基础管理 13 9.9 76.15% 

财政运行成效 34 28.54 83.94% 

财政可持续性 13 12.35 95.00% 

合计 100 82.75 82.75% 

绩效评价得分：82.75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B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财政收入组织情况 

该财政收入组织指标主要包括收入完成情况和收入质量情

况等两方面内容，共细化为 4 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10 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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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9.15 分，得分率 91.50%。 

其中：预算收入完成率 102.14%，税收预算完成率 102.7%，

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61.61%＜历史三年平均，重

点税源企业数量稳定，截至 2022 年底 56 家，重点税源企业纳税

占比 78.69%＞60%，整体收入完成情况较好，但收入质量有待加

强。 

（二）财政支出保障情况 

该财政支出保障情况指标主要包括支出完成情况、财政供养

能力和支出结构等三方面内容，共细化为 6 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15 分，实际得分 13.71 分，得分率 91.40%。 

其中：预算支出执行率 120.29%，全年支出均衡，三保执行

率 132.11%，重点领域保障率 81.67%＞80%，科技与教育支出均

较上年增加，但存在三公经费支出增加等问题。 

（三）预算规范管理情况 

该预算规范管理指标主要包括预算管理、绩效管理、财政管

理制度改革和信息公开等四方面内容，共细化为 6 个三级指标，

权重分 15 分，实际得分 9.1 分，得分率 60.67%。其中：全年预

算收支平衡，进行规范收入收缴类型和方式以及完善用款计划等

方面制度改革。但存在预算编制不精细化、不完整，未开展部门

绩效评价，镇办未进行信息公开等问题。 

（四）财政基础管理情况 

该财政基础管理指标主要包括内控管理、资金管理、会计核

算、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等六方面内容，共细

化为 6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13分，实际得分 9.9分，得分率 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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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零余额账户和信息化做到全覆盖，政府采购做到应采尽采。

但存在内控制度不健全，会计核算及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五）财政运行成效情况 

该财政运行成效指标主要包括项目运行成效、经济效益指标、社

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和满意度等五方面内容，共细化为

14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33分，实际得分 28.54分，得分率 83.94%。

其中：新增储备项目 210 个，重点项目年度投资 144.54 亿元，

招商引资项目 136 个，引资到位金额 178.51 亿元，全区（县）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22.3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率 7%，地区空气优良天数 350 天，项目运行成效整体较好。

但全县市场主体培育数量未达到预期效果，P.M 2.5 平均浓度高

于历史平均水平，全区（县）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区（县）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等未达到年初目标值，企业规模偏小且缺

少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产业等问题。 

（六）财政可持续性情况 

该财政可持续性指标主要包括财政暂付款项、债务管理、运

转可持续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创新机制等五方面内容，共细

化为 6 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13 分，实际得分 12.35 分，得分率

95.00%。其中：清理压缩暂付款 30.35 万元，财政供养人员控制

率 97.41%，无违法违规举债行为，镇安县当年获得“陕西省教

育装备工作先进单位”等多个荣誉。但债务风险等级黄色，转移

支付依赖度较高。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完善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提高防治工作成效。镇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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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局积极组建县、镇（街办）、村三级监测队伍，巡查覆盖率

达到 85%以上，测报准确率 95%，监测覆盖率 100%，为及时上报

检测结果，开展防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因地制宜开展基层治理创新，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

镇安县构建了以片区为单元、以群众为主体、以大数据平台为支

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出“人盯人”+社区治理、救助对象管

理、返贫对象监测等重点领域社会治理。 

（三）科技赋能，改善义务教育薄弱环节。镇安县建成小学

专递课堂，实现了县域内 107 所小学同上一节课，共享一名师，

补齐了义务教育阶段信息化建设的短板，有效解决了农村薄弱学

校和教学点缺少师资等问题。 

（四）“OA”办公提效能，实现绩效管理全覆盖。镇安县财

政局使用“OA”无纸化电子办公系统，做到了“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同时将绩效关口前移，实现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

全覆盖管理。 

五、存在的问题 

（一）内控环节管理薄弱，内控制约机制有待加强。会计核

算基础工作存在不足，存在会计科目及摘要填制不准确，季度集

中记账等现象。部分部门未对实物资产进行定期盘点，未有效利

用闲置资产，资产信息未随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及动态更新等。

存在部分项目前期工作准备不充分，导致部门项目专项资金支付

缓慢，项目竣工后未及时进行工程结算、决算等现象。 

（二）预算编制规范性不足，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税收

收入、项目支出等预算未从实际出发进行编制。项目主要依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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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转移支付，故只将专款预计编入政府预算，未编入部门预算。

债务偿还方面，年初仅预算了还款付息金额的 72.87%；各部门

未开展部门绩效评价，且绩效自评质量参差不齐。 

（三）县级可用财力有限，财源建设成效不明显。镇安县县

级财政仅能满足基本的人员和公用经费开支，呈现出“吃饭财政”

的特征。2022 年镇安县非税收入占比 39.38%，财政收入质量不

高。百万元以上重点税源企业除前三名基本稳定外，其他重点税

源企业变化幅度较大。纳税企业结构单一，主要为建筑房地产企

业。 

（四）财政支出压力大，经济发展后劲不足。镇安县受秦岭

生态等条件限制，签约项目多，能成功落地的项目少。再加上镇

安县已进入还本付息期，脱贫攻坚等政府中长期支出事项使得偿

债压力不断加大。但镇安县现有企业规模偏小，多依赖于传统企

业，缺少具有带动性的龙头企业，缺少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工业

化产业，难以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有关建议 

（一）制定长效内控管理机制，加大内控执行力度。一是提

高会计业务水平，及时准确进行账务处理；审核原始凭证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做好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编制。二是针对固定资产

报废处理等环节明确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实物登记台账，定期盘

点；对闲置资产分类统计，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三是建立完善项

目台账，及时更新项目进度及资金支付情况；严格执行项目资金

用款计划；及时进行财务决算审计。 

（二）优化全面预算管理措施，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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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好年初预算基础准备工作，充分考虑部门政策需求，真正实

现零基预算编制。二是将预算资金直接安排到具体部门和项目上，

结合项目历史期执行情况，合理安排预算资金。三是科学制定债

务化解方案和应急预案，将债务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压缩非必要

支出。四是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

过程，有效运用绩效结果，实现预算编制的良性循环。 

（三）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植涵养新型支撑财源。一是强

化税收分析及动态监控机制，加大税源管控和清欠催缴力度。二

是着力引进产业层次高、聚集能力强、延伸配套好的项目，扶持

推动“五大产业”发展，助推县域经济壮大，加快乡镇财源建设。

三是把工业园区作为培育壮大财源的主阵地，加大财政支出力度，

推动新型工业经济集约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加强与

税源企业的沟通，提高税源企业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四）借助地域资源优势，助力经济高速发展。一是根据地

方政府现有财力，兼顾眼前和长远发展规划，分轻重缓急进行企

业培育、项目建设和储备等工作。二是利用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县

域经济的政策和时机发展自己，实现由原先的“输血式”向“造

血式”的模式转变。三是依托镇安县秦岭生态环境优势，打造康

养产业大县。四是加大经济形势分析研判力度，提出精准的对策

建议，为县域中长期规划做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