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苏州市价格调节基金 项目年份 2019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496.00 0.00 493.73 2.27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493.73 493.73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493.73

物价上涨动态补贴 83.71

化肥储备 34.1

猪肉储备 47.12

平价商店奖励 328.8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分）

投入目标

（26分）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补贴政策执

行规范性
规范 5 好 5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99.54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监督制

度健全性
健全 2 好 2

责任惩戒机

制健全性
健全 2 好 2

产出目标

（20分）

农副产品平

价商店申考

核率

不低于

90%
2.5 =100% 2.5



农副产品平

价商店考核

达标率

不低于

90%
2.5 =98.10% 2.5

农副产品平

价商店考核

结果优秀率

不低于

30%
2.5 =45% 2.5

农副产品平

价商店考核

过程规范率

规范 2.5 好 2.5

农副产品平

价商店核心

平价品种销

量占比

不低于

40%
2.5 =54.51% 2.5

价格管理标

准化农贸市

场数量占比

不低于

10%
0

不低于

10%
0

猪肉储备量

不低于合

同约定量

的 70%
2.5

不低于合

同约定量

的 70%
2.5

化肥储备量 =1000吨 2.5 =1000吨 2.5
正常运营农

副产品平价

商店

=107 2.5 =113 2.5

结果目标

（28分）

农副产品平

价商店平价

农产品市区

年销售量

不低于

4000万

公斤

4
=5058.89
万公斤

4

农副产品平

价商店平价

商品平价率

达标 4 达标 4

市区鲜菜年

度同比涨幅

低于市政

府年度价

格调控目

标

4

低于市政

府年度价

格调控目

标

4

农副产品平

价商店产销

对接协议签

约率

不低于

90%
4

不低于

90%
4

农副产品平

价商店实际

运营率

不低于

90%
4

不低于

90%
4

猪肉定点定

量保质储备

0猪肉定

点保质储
4

猪肉定点

保质储备
4



备不低于

合同约定

量的

70%；猪

肉经有资

质单位检

验质量合

格

不低于合

同约定量

的 70%；
猪肉经有

资质单位

检验质量

合格

市区价格管

理标准化农

贸市场摊位

费公示率

不低于

95%
0

不低于

95%
0

市区价格管

理标准化农

贸市场价格

监督员配备

率

不低于

95%
0

不低于

95%
0

农贸市场主

办方对价格

管理标准化

农贸市场的

满意率

不低于

80%
0

不低于

80%
0

群众对价格

管理标准化

农贸市场的

满意率

不低于

80%
0

不低于

80%
0

化肥定点定

量储备

每个点储

备量不少

于 333.33
吨

4

每个点储

备量不少

于 333.33
吨

4

影响力目

标（6分）

增强调控力，

保障化肥市

场供应，稳定

价格

按需投放

化肥

1000吨

或 3000
吨

3

按需投放

化肥 1000
吨或 3000

吨

3

增强调控力，

保障猪肉市

场供应

紧急状态

时投放猪

肉 560吨

3
紧急状态

时投放猪

肉 560 吨

3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年 12月 31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通过运用价格调节基金，加强农副产品平价商店的监管考核，完善

农贸市场价格管理机制，强化猪肉、化肥等重要商品的储备管理，引

导和调控市场相关商品价格水平。 "

项目总目标
运用价格调节基金加强市场价格总水平调控，确保实现我市价格总水

平涨幅调控预期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依法、合规、科学、高效使用资金；确保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稳定在

预期目标内；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平价商店监管、市区农贸市场价格监

管和猪肉、化肥储备管理。

项目实施情况

一是加强平价商店日常管理和考核奖励。为规范平价商店运营，多次

组织暗访抽查、经营者培训、更换老旧门头牌匾工作、上门指导和约

谈工作。严格按照“平价商店经营者自查申报-区级初审把关-市级综

合评审”考核流程，组织市考核小组、区价格部门、平价商店监督员

对市区在营的全部平价商店进行了考核，2018年下半年、2019年上

半年分别发放奖励资金 328.8万元、292.1万元。据统计，全市平价商

店销售各类平价农产品 100多个品种，蔬菜类以低于市场 23.63%的价

格出售、粮油肉蛋类以低于市场 7.26%的价格出售，销量达 5058.89
万公斤，为市民节约开支 1441.44万元，充分发挥了保供稳价惠民作

用。

二是强化政府储备肉收储和管理。2019年非洲猪瘟导致猪肉价格持续

走高，为防止猪肉价格异常波动，省、市相关部门加强了冻猪肉收储

和管理工作。根据省发改委下达的苏州市储备任务，2019年底我市市

区储备猪肉共 1670吨，其中 560吨使用市级资金 47.12万元。储备过

程中，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发改、商务等部门对全市承担政府冻

猪肉储备的企业进行了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和督查。从检查情况看，

入库的产品具有动物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储备肉出入库、轮换更

新、检验检测等相关台帐均清晰、齐全，可续、可查；储备经费有保

障，储备合同手续完备；储备肉实行专仓（专垛）分类承储、专人管

理、专帐记载、挂牌明示、帐帐相符、帐实相符、质量良好、储存安

全。

三是认真落实市级化肥储备任务。市供销合作社按照全市 1.28万吨

（其中市级 0.1万吨）的计划化肥储备要求，积极推动市、县两级供

销部门认真落实储备任务。市供销合作社完成了市级 1000吨的化肥

储备任务。其中，常熟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负责储备灵谷牌国产

尿素 166.67 吨，赛德孚复合肥 167.67吨；太仓市佳稼农业生产资料

有限公司负责储备渭河牌、灵谷牌尿素 166.67 吨，太平洋牌、巨龙牌、

爱琴牌国产复合肥，以及阿康牌、罗素施牌进口复合肥 166.67吨；苏

州市东吴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负责储备心连心牌尿素 66.67吨，美

丰牌尿素 100吨，美丰牌复合肥 120 吨，红牛牌复合肥 46.67吨。为

确保储备任务完成，市供销合作社将储备企业数据纳入江苏省农资直

报系统，定期对储备情况进行查验，有效确保储备物资落实到位。

四是及时足额发放临时物价补贴。受极端天气及非洲猪瘟影响，2019
年物价指数持续高企。我委认真落实市政府《关于对困难群众实行物



价上涨动态补贴的办法》，及时协调民政、军人事务、人社、总工会

等部门启动物价上涨动态补贴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发放一次性物

价补贴，全市累计发放 2.48亿元，惠及困难群众约 237.83 万人次。

其中，市民政局、市军人事务局按照市、区 8:2的承担比例，在市级

价格调节基金备用资金中列支 83.72万元，用于对姑苏区城市低保、

优抚对象、城市特困、边缘重病等困难群体发放临时物价补贴，有效

保障了这部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受影响。

项目管理成效

一是充分发挥了保供稳价惠民作用。2019猪肉价格上涨是 CPI 上涨的

主因，占 CPI同比总涨幅的近三分之二。强化平价商店作用，猪肉作

为每家平价店固定销售品种，规定需以低于市场价 5%对外销售并保

质保量，充分发挥平价惠民作用及对农贸市场的引导、倒逼作用。认

真落实猪肉储备，在 12月适时投放市场，增加市场供给，促成 12月

猪肉环比下降 7.3%。综合来看，2019年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 3.0%，低于全省 0.1个百分点，完成年初设立的预期目标。

二是依托信息化平台促使管理更加规范。2019年，是全面运行“智慧

物价”综合监管服务平台的第一年，通过“价格调节专项资金管理系

统”模块对价格调节基金的项目申报、资金使用、材料审核、绩效评

价等进行全程化管理，对专项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记录、跟踪和

分析，实现了“不见面”审批，大大提升了审批效率、规范化和透明

化，有效提高了价格调节基金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三是物价补贴发放获国办肯定。物价上涨补贴是保障特定困难群众生

活免受价格上涨影响最直接、最精准、最现实的方式，在价格调节基

金中起到兜底保障作用。根据物价上涨形势，修订物价补贴发放办法，

提高发放标准，由原来的“两档”变为“三档”，自 2019年 12月开

始按更高标准发放，保障困难群众生活。苏州的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

办公厅肯定，专报录用两篇，其中一篇获领导批示。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一、使用领域较为狭窄。2019年，我市的价格调节基金主要用于平价

商店、物资储备和物价补贴等方面，其中平价商店奖励占一半左右。

据《苏州市价格调节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的 6 大类 11种使用范

围相比，使用渠道仍较狭窄，应结合物价形势需求进一步拓展。

二、日常管理有待加强。作为价格调节基金的主管单位，总体上对财

政专项资金的日常管理是高度重视的，但在实践中，更加侧重于项目

申报、资金核拨、绩效评价等关键环节，对项目执行的全过程监管有

所欠缺，如对项目执行情况调研了解、现场检查、督促推进的频率不

高，主动性不足，应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

三、绩效指标设置不够清晰。价格调节基金自 2011年设立之初主要

用于平价商店建设，经相关处室研究，并经专家组论证设立绩效指标，

出于可操作性考虑， 指标多为量化指标。2011年至 2017年，平价商

店一年考核两次，奖励资金当年发放完毕。2018 年由于全市物价部门

在机构改革关键期，下半年奖励资金推迟至 2019年发放，并列入 2019
年预算，导致某些时期性量化指标如年销售量指标所指不够清晰，在

今后工作工应进一步优化指标设置。

四、项目支付安排与省、市财政资金安排协调不足。价格调节基金预

算（包含省级、市级资金及项目）通常在上一年年末，根据合同安排

的项目支付多在上半年或年中，而省级资金下达一般在当年后半年且

要求当年使用完毕，项目支付与省级资金到位的“时间差”增加了统

筹使用难度，在今后的预算安排和资金使用中应予以关注和改进。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是优化使用结构，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打破思维定式

和固有模式，优化价格调节基金使用结构，对调控作用不明显、投入

产出失衡的项目尽快建立退出机制，将资金更多的流向更需要的领

域，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是拓宽使用渠道，促进价格调节基金更加满足时势需求。强化价格

调控领导小组的议事协调作用，加强各成员单位的沟通交流，共同预

测分析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应情况及价格走势。因情施策，根据待调

控产品在生产、供应、物流、销售环节的堵点问题，创新价格调节基

金使用渠道，以更好的发挥引导作用。

三是提高参与程度，增强项目过程化管理。在做好关键环节、关键节

点、规范审批等管理工作的同时，将更多精力放在平时的日常管理上，

联合相关单位加强现场调研、听取情况反映，及时掌握项目推进中疑

难点、准确了解项目实施进程，及时纠正存在问题，使项目推进不偏

离预定轨道。

四是丰富使用功能，进一步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目前的价格调节基

金信息平台主要在项目立项、资金使用审批方面发挥作用。应加强走

访调研、专题研究等方式强化信息平台作用，强化过程方面的监督和

管理，促进管理更加规范。如前期赴人社部门调研，了解到人社、总

工会、军人事务、民政部门以及市、区各版块各自审核发放对象，存

在重报、漏报可能。应探索在信息平台中开辟新的专门模块，以解决

此类问题。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