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巴县 2023 年政府决算补充说明

第一部分

镇巴县 2023 年财政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根据省与县结算情况，确定我县 2023 年财政预算安排

上级补助收入 319051 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1022 万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269758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48271 万

元。具体情况为：

1.返还性收入 1022 万元，主要为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14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8 万元，增值税税

收返还收入 424 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1 万元，增值

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575 万元。由县政府统筹安

排用于全县机构正常运转、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69758 万元由县政府统筹安

排，用于全县人员工资、机构运转、民生支出及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等，主要为：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91673 万元、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5112 万元、结算补

助收入 8873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235 万

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12280 万元、固定数额

补助收入 13046 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15111511 万

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23911

万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2227 万元、增值税留



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及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890

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严格按照上级指标文件要求，坚持专

款专用，专项用于指定领域。主要为：一般公共服务 156

万元、国防 10 万元、公共安全 10 万元、教育 79 万元、科

学技术 2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5180 万元、卫生健康

3332 万元、节能环保 7000 万元、城乡社区 4940 万元、农

林水 11581 万元、交通运输 486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 491

万元、商业服务业 166 万元、金融 1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 1436 万元、住房保障 5134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

理 6459 万元、其他支出 1790 万元。我县无对下转移支付

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3 年，我县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1311 万元，其

中：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收入 4 万元；彩票发

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9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

入 1298 万元，均按规定用于相应项目基金项目。

2023 年，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年终结余 6840 万

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我县无对下转移支付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我县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财政补助收入为 9

万元。其中，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9 万元。

均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退休人员

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2023 年，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无结余；我县无

对下转移支付支出。

第二部分

镇巴县 2023 年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本地区债务限额。按照《关于明确 2023 年政府债务限

额的通知》（汉财办债〔2024〕13 号），市财政局下达我

县 2023 年法定政府债务限额 324643 万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 174243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50400 万元。

2023 年我县法定政府债务余额 318423 万元，其中：一

般债务 168788 万元，专项债务 149635 万元。未超过法定

政府债务限额，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2023 年，我县新增债券 56100 万元，其中：新增一般

债券 11200 万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基础设施

提升、水利防洪工程等项目；新增专项债券 44900 万元，

用于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等项目。

2023 年，我县偿还存量政府债务本金 15236 万元，其

中：一般债券 14595 万元（含再融资还本 11427 万元），

专项债券 641 万元。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6363 万元，其

中：一般债券利息 2166 万元，专项债券利息 4197 万元。



第三部分

镇巴县 2023 年“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771 万元，

较上年减少 57 万元，下降 6.84%；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度公

安系统因执法执勤需要采购执法执勤车辆支出增加。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较上年持平，主要原因

是 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均无因公出国（境）安排；公务

用车购置费 53 万元，较上年减少 3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度公安、交警等政法部门根据执法执勤需要，或按

照上级有关要求，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购置了车辆；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95 万元，较上年减少 4 万元，主要原

因是公车改革后，部门公车统一交县公车平台管理，各部

门公务用车保有量减少，车辆保险、车辆维修等费用减

少；公务接待费 223 万元，较上年减少 23 万元，主要原因

是严格执行公务接待费管理办法，厉行节约，严控接待批

次、人次。

与 2023 年年初预算数比较，“三公经费”总体支出减

少 108 万元，降幅 12.29%。主要原因是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压

减行政运行经费，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



第四部分

镇巴县 2023 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工作的开展情况

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决策部署，以“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县”为契机，围绕

“向绩效要财力、向绩效要效益、向绩效要质量、向绩效

要服务”为目标，多维发力，持续攻坚，在财政资金使用

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的主要做法

是：

（一）以提高绩效管理水平，构建县级绩效标准体系

为核心，推动绩效目标编制标准化、规范化。

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是预算绩效管理能

否发挥效能的先决条件。我县结合地方政府自身发展需

求，按照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比可测、动态调整、共

建共享的原则，加快构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

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着力提升预算编制质量。建成涵盖

基础设施建设、会议培训、设备采购等 6 大类，教育、科

技、交通等 15 个行业领域的绩效标准体系，为绩效目标编

制提供技术标准。通过建立动态调整及共享机制，对绩效

指标和标准体系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宏观政策方向、部门

和行业发展规划、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等的调整变化，及时

与部门联系修正更新。实现绩效目标设置由“填空题”变

为“选择题”的转变。



（二）以提升财政资金效益，盘活可用财力为核心，

率先搭建县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在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成本管理需求进一步增强的

新形势下，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辅政”水平，能有效提高

政府财政运行质量、防范化解财政风险、提升政府履职效

能和财政管理效果。基于这种认识，我县在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工作中，积极探索县级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设置收入、支出、管理、成效一级指标 4 个，预算平衡、

民生保障、成本控制等二级指标 14 个，财力增长、“三

保”落实、执行管理等三级指标 43 个，重点评价“财力是

否够用”“管理是否规范”“支出是否节约”“效果是否

显著”。在强化政策和项目绩效管理、推进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管理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呈现政府财政运行状

况，及时发现财政运行中的短板和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解

决建议，初步实现了“向绩效要财力”的目标。

（三）把好三个关口，筑牢预算绩效管理全链条。一

是坚持绩效管理关口前移，发挥事前绩效评估在落实政府

过“紧日子”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预算单位申报、主

管部门把关、资金股室初审、绩效汇总审核”的工作流

程，把事前绩效评估作为项目入库和预算安排的前置环

节，对没有按要求开展绩效评估、评估报告不符合要求或

未能通过评估的项目，不予安排预算。二是坚持对预算执

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双监控”，通过线上动态跟

踪监控、线下实地抽查等方式，把好预算执行关口，及时



纠正偏差，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坚持

把结果运用作为预算绩效管理的落脚点，推动评价结果与

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全流程挂钩，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

围内将预算资金安排与绩效结果相融合，不断提高部门单

位的目标意识、绩效意识和成本意识。2023 年事前评估

中，对必要性不充分、效率性和可行性差、经济性低的 15

个项目，选择不予支持，并明确其主管部门半年内不得再

次申报。

二、存在的问题

（一）评价指标体系设置难度大。从评价的情况看，

由于财政支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难度很大，即使可以量化，往往很多项目间也缺乏可比

性，而且指标本身也在逐步变化，需要逐步建立。

（二）缺少专门机构及相关人才。我们干部队伍的知

识体系还难以适应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涉及面广、技术性强

的要求，导致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了解、不熟悉，对工

作重点把握不到位。

（三）评价结果运用不够。由于绩效评价水平和质量

不够高，部分项目绩效评价还只停留在反映情况和问题

上，没有完全将评价结果作为次年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

没有真正与规范预算管理、完善预算编制、加强部门管理

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有效结合起来。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进一步树牢绩效管理理念。加大宣传力度，牢

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将

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提条件，进一步优化部门

整体绩效指标和项目预算绩效指标体系。大力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专业人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科学

化、规范化水平。

（二）进一步实施绩效全过程监管。加强事前绩效评

估，从源头上防止低效无效的资金安排。加强预算监督和

绩效运行监控，及时纠偏纠错，减少资金沉淀闲置。加强

事后绩效评价，进一步推动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提高财政

资源配置效率。

（三）进一步优化绩效评价体系建设。各部门结合本

行业实际情况，完善绩效评估评价体系，从数量、质量、

时效、成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方面科学设置绩效目

标，使绩效目标成体系、可量化、可考核，提高绩效结果

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四）进一步抓实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切实加强跟踪

问效，严格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增强审计监督力度，

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监督问责。加大对预算单位的考

核力度，切实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落地见效。



第五部分

镇巴县 2023 年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2023 年，围绕中省重大政策和县委、县政府重点建设

项目，重点选取 2023 年度以前完成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社

会关注度较高的财政专项资金开展重点绩效评价。通过评

价，专项资金使用更加规范，资金效益更加凸显，尤其是

各类民生资金，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

效益，财政资金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促进和引领作用

进一步彰显。比较典型的有：

2022 年第一批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项目

一、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 号）要求，评价组对“2022 年第一批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膳食补助”项目开展绩效评价，认为“2022 年第一批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项目整体落实情况较好，本项目

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

理；资金到位情况较好，资金使用合规；管理制度健全；

产出及效益情况较好。但是，本项目部分绩效目标不合

理，绩效指标不明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制度执行情况

一般；社会效益统计数据不足。

综上所述，“2022 年第一批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

助”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2.50”分，综合评价结果等级



为“优”。四大类指标具体评分结果见表 1-1，详细计算过

程见附件 1《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计分表》。

表 1-1 2022 年绩效评价计分表

一级指标 标准分值 实际得分 得分比例

决策 20.00 18.75 93.75%

过程 20.00 18.75 93.75%

产出 30.00 30.00 100.00%

效益 30.00 25.00 83.33%

合计 100.00 92.30 92.30%

绩效评价得分：92.50 分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优

二、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本指标围绕“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

入”等 3 方面对项目决策情况进行评价。

项目立项方面，2021 年 9 月 26 日，财政部、教育部印

发《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

知》，文件中提出，“经国务院批准，从 2021 年秋季学期

起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国家基础标准由每生每

天 4 元提高至 5 元”“国家试点地区（原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县，不含县城）所需资金继续由中央财政承担”。镇巴

县教体局根据文件要求进行营养膳食补助申报，且根据镇

巴县在校学籍人数计算营养改善计划补贴金额并向上申报

营养改善计划补贴资金。



绩效目标方面，镇巴县教体局填制了《2022 年城乡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第一批）》，

但是质量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设置合理性不足；质量指

标及指标值设置不明确，非量化指标。

资金投入方面，镇巴县教体局根据在校学籍人数计算

2022 年城乡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并进行预算

编制，上报后通过审批。根据镇巴县各个中小学在校学籍

人数进行补助资金分配。

（二）项目过程情况

本指标围绕“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2 方面对项目

实施过程情况进行评价。

资金管理方面，2022 年城乡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

助资金（第一批）共计 1,691 万元，2022 年城乡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第二批）调减 169 万元，实际下

达资金 1,522 万元。第一批营养膳食补助资金实际支出金

额为 1,522 万元。评价组通过抽查镇巴县中小学校的财务

凭证及财政云支付明细，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全部用于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相关材料费的支出。

组织实施方面，镇巴县教体局制定相关制度文件，对

营养餐的食材价格、补助资金的使用以及相关管理都做出

要求。抽查的 10 所镇巴县中小学校的营养餐资料整理、存

档情况，但是三元镇小学、三元中学、青水镇小学部分出

库领料单只有 1 个人签字，长岭镇小学未能及时更新营养

改善计划公示栏信息，未按制度要求执行；渔渡中学未按



规定装订财务凭证；抽查的中小学校均按照规定进行营养

午餐留样。

（三）项目产出情况

本指标围绕“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

和“产出成本”等 4 方面对项目产出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产出数量方面，根据镇巴县教体局提供的资料，2022

年在校人数为 24605 人，其中包括小学 15855 人，初中

8450 人。计划补贴人数为 24611 人。

产出质量方面，经过评价组抽查的 10 所中小学校，营

养膳食补助资金补贴对象均符合要求，资金使用均为营养

餐支出。

产出时效方面，根据《关于下达 2022 年城乡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的通知》文件，资金文件于 3 月 10

日下达。三元中学、青水镇小学均于 3 月份向供货单位支

付营养餐相关食材费用。

产出成本方面，下达资金 1,691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1,522 万元。实际补助资金成本总额为 1,522 万元。

（四）项目效益情况

本指标旨在从“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

度”等 4 方面对项目产出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社会效益方面：（1）减轻农村贫困家庭负担，确保城

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从 2011 年秋季学期起，我国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对欠发达地区学生给

予营养膳食补助，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一顿



午餐，有效减轻农村贫困家庭经济负担，鼓励农村贫困家

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2）提高学生身体健康水平。

通过国家实施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就能为欠发达地区

学生带来一顿“有荤有素”的营养午餐。但是，镇巴县教

体局未提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体检、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测试、学期考试等营养监测相关统计数据及评估资料，

实施成效没有相关佐证资料。（3）政策知晓率。评价组通

过走访镇巴县中小学校进行现场抽查以及相关调查问卷结

果，在校学生政策知晓率为 100%，学生家长政策知晓率为

92.67%。

可持续影响方面，从 2011 年秋季学期起，我国实施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至今已有 12 年，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实施“营养餐”、改善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健康状况工作。近年来，中央财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不断优化政策措施，加大投入力度。于 2021 年，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我国政府将营养改善计划纳入基

本公共服务，覆盖近 4000 万名农村学生，贯穿义务教育全

过程。

满意度方面：（1）享受营养餐的学生满意度较高。对

营养餐从营养餐的管理、食品卫生、饭量和营养餐的种类

等设置了四个维度的满意度调查，满意度分别为 100%、

100%、100%和 97.22%。（2）享受营养餐的学生家长满意

度。对营养餐从餐厅卫生和学生饭菜质量、营养餐管理等



设置了两个维度的满意度调查，对营养餐的满意度分别为

98.53%、100%。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镇巴县教体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县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工作通知》《关于进一步

加强学校营养改善计划暨非营养餐管理严防不正之风发生

的通知》以及《镇巴县中小学幼儿园食堂管理及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工作手册》，文件中对营养餐的食材价格、补助

资金的使用以及相关管理都做出了要求。

二是镇巴县教体局定期开展“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检查”工作，对镇巴县享受营养改善计

划资金补助的中小学校进行营养餐相关方面的检查。

镇巴县 2023 年公开空表情况说明

我县 2023 年政府决算公开附表共 24 张，其中公开空

表 3 张（表九 2023 年度镇巴县对下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情况表，表十五 2023 年度镇巴县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

支付情况表，表二十一 2023 年度镇巴县对下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表）。空表原因是：我县无相应对下转

移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