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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发展专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人才发展专项项目绩效评价 

评价年度 2022年度 评价类型 财政评价 

委托评价单位 甘肃省财政厅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沐佳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评价对象名称 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 

实 

施 

目 

的 

为强化项目单位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采取“财政+

第三方机构”模式，对人才发展专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评价工作以预

算资金管理为主线，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方面，衡量项目实施

效果，为优化预算决策、改进管理、完善政策提供依据。 

资 

金 

情 

况

（万

元） 

债券安排资金 16530 实际到位资金 16530 

其中：中央财政 -  其中：中央财政 -  

省级财政 16530 省级财政 16530 

实际支出资金 13295.08 结转结余资金 2234.92 

预算执行率 80.43% 

二、项目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按年度绩效目标考核内容，主要完成支持重点人才

等项目，开展高层次专家联系服务工作，开展各类人才

培养工作，开展省拔尖领军人才培养扶持工作，引进高

层次人才，按要求使用其他人才工作经费。 

三、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人才发展专项项目，涵盖预算资金 165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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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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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0〕10号）； 

4.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

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试行）》的通知（财预〔2021〕

101号）； 

5.《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 

6.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

法》等 6 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 

7.《甘肃省重点人才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  

8.《甘肃省拔尖人才培养扶持办法（试行）》。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围绕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维度构建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 4个、二级指标 13个、

三级指标 39个，决策等 4个一级指标占比分别为 21%、

17%、38%、24%。另外，为调动被评价单位和第三方机

构双方配合的积极性，设置 1个减分项指标及 1个加分

项指标。 

评价办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抽样调查

法、专家评价法。 

数据采集及处理办法 

信息与数据收集采取访谈、问卷调查、文献资料、

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数据处理采取描述性统计、频率

分析、卡方检验、趋势判断法等方法开展。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接受委托任务、拟定方案、开展培训、现场评价、

撰写报告、资料归档（2023年 6月 16日-9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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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

价结论 
评价得分 84.46分 评价等级 良 

绩效分

析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率 85.71% 78.76% 89.21% 79.88% 84.46% 

五、存在问题 

1.个别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 

2.部分项目实施周期与管理周期不匹配，不利于成果形成与转化。 

3.部分项目绩效目标目标值设置过于保守，激励性偏弱。 

4.个别项目实际支出与预算计划相对偏离。 

5.部分人才所在单位重视程度不够，培养扶持主体责任落实有差距。 

六、有关对策建议 

1.加强同人才发展需求相契的制度建设，提高项目经费使用的“自由度”。

提高项目经费使用的“自由度”，与项目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支出据实开支，

实行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销制，并且在项目考核指标不降低的前提下，切实为人

才减负松绑，进一步调动人才创新创造积极性。项目单位对项目经费使用的合

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对本单位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

承担监督管理责任。健全完善与工作相适应的项目经费使用、内部报销、信息

公开、预算绩效管理、财务审查和科研服务等配套管理制度，加强对经费使用

的管理监督。 

2.构建全周期人才培养模式，助推人才个性化发展。人才发展专项项目可

以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实行目标跟踪制，前期控制，适时评估。评估以总结经验、

加强交流、促进发展为目的，邀请资深专家和第三方机构按照全周期人才培养

模式，对不同类型的人才绩效产出进行评估，及时发现人才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并给出今后发展的建议，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惑。项目实施的专家等负责人可

以紧密跟踪各类人才的成长轨迹，通过座谈会、研修班等形式深入各类人才群

体，倾听他们对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个人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

题，助力各类人才的发展。 

3.完善绩效目标咨询论证机制，增强目标激励引导力。项目部门在认真落

实现有的科学设定绩效目标的有关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完善绩效目标咨

询论证机制，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适时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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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对发现的绩效目标偏离问题及时进行“校对”，人才所在单位要增强目

标激励引导力，充分调动专家等项目负责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鼓励他们

自我加压，主动克服畏难情绪，从绩效目标设定的“舒适区”向“艰难区”进

发，挑战更高的绩效目标，实现更好的项目效果。同时，在产出效果方面，建

议项目部门进一步加大对涉及基础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以及“卡脖子”问题的

项目给予重点扶持和资金支持。 

4.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项目实施督导，靠实人才所在单位主体责任。首先，

建立定期督导机制。行业主管部门、人才所在单位可以制定详细的督导计划和

时间表，定期对人才发展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督导。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会等

方式，了解单位在人才培养、选拔、使用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和进展情况，并及

时提供指导和支持。其次，加强项目进展监测。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建立项目进

展监测系统，对人才发展项目的实施进展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通过收集和分

析项目数据，及时发现问题和短板，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的顺利

进行取得预期效果。最后，提供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行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

单位在人才发展方面的表现，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另外，着力强

化人才发展项目及其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人才优秀业绩和典型事迹，为

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是采取统筹规划评价工期、规范评价管理流程、严格评价机构筛选、强

化评价过程管控、优化评价组织模式等措施，统筹推进项目实施。 

二是创新项目主评人“交叉评审”、第三方机构“内审+终审”、“质费挂钩”

等机制，提高绩效评价服务水平和报告质量。 

三是对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及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要求各有关部门举一反

三、跟踪落实问效，充分发挥“以评促改”的积极作用，对标对表分析本部门

本行业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做好问题整改和政策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