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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和目的

为落实河南省、平顶山市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政策，

保障退休军转干部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军转干部的生活质

量，通过提升退役军人的社会地位，弘扬军人精神，增强国

防意识和民族凝聚力。平顶山市企业军转干部问题联席会议

办公室于2023年2月8日发布《平顶山市调整部分企业军转干

部解困补助标准实施方案》平企联办〔2023〕1号文件，平

顶山市湛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据新的解困标准自2023年1

月1日起执行。

（二）项目政策标准内容

按照平顶山市202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

工资的90%确定企业退休军转干部个案补助标准为5461.57

元/月，师职、团职、营职、连排职在此基础上分别提高800

元/月、400元/月、200元/月、100元/月；年满65周岁至74周

岁、75周岁至79周岁、80周岁以上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分

别再提高200元/月、300元/月、400元/月；对1953年12月31

日前入伍的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标准再提高150元/月。个

人月收入达不到相应标准的，补助到相应标准。年龄的计算

时间截止到调标起始日期的前一日(12月31日)。

（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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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项目调整后的预算资金

15.8万元，实际支出资金15.8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四）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湛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的绩效目标表，年度总

目标为及时足额发放企业退休军转干部解困补助资金，使企

业退休军转干部按规定享受到补助。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旨在对2023年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项

目资金的使用、管理及发挥的效益进行全面、科学、公正、

客观评价，以提高财政补助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为后

续补助资金的使用提供参考。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2023年企业退休军转干部解困补助

资金项目。

评价资金范围：湛河区2023年度企业退休军转干部解困

补助项目涉及资金总额15.8万元，全部为湛河区财政资金。

评价时间范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必

要时对相关情况进行延伸和追溯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标准、评价指标

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科学规范、全面系统、公正客观、合

规合法、分级分类、绩效相关的基本原则，综合运用比较分

析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现场核验法等方法对财政

专项资金进行客观、公正评价。本次绩效评价共设立4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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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合计权重100分。

其中项目决策15分，项目过程25分，项目产出32分，项目效

益28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过程分为准备阶段、实施阶段、撰写和提

交报告阶段三个阶段，评价工作开展时间为2024年9月至

2024年11月。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整体评价结论

总体来看，2023年企业退休军转干部解困补助资金立项

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预算执行率高，资金使用合规，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项目实施成本控制有效。通过项目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困难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生活和医疗保障

问题，补助对象整体满意度高。

但是从评价组调研情况来看，还存在以下问题：1.预算

编制不够科学，精准度不高；2.内控制度不健全，项目管理

精细化不足；3.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不规范，绩效管理水平有

待提高。

（二）评价结论

评价组根据项目资料和实地调研结果，以“科学公正、统

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为原则完成了项目评分。最终

项目得分为91.5分，根据《湛河区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

理办法》（平湛财效〔2021〕2号）规定的绩效等级划分标

准，绩效等级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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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级指标得分汇总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13 86.67%

过程 25 19.5 78.00%

产出 32 32 100%

效益 28 27 96.43%

合计 100 91.5 91.50%

四、主要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成效

评价组对项目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综合分析，湛河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积极组织专题会议解读上级补助标准政策文

件并及时调整补助标准，按时申请补助资金并足额发放。补

助发放资金高于全市平均工资，通过政策补助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退休军转干部生活、养老和医疗等问题。通过对困难企

业退休军转干部进行补助，提升了退役军人的社会地位，弘

扬军人精神，增强国防意识和民族凝聚力。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总体上看，2023年退休军转干补助专项资金发挥了一

定的作用。但在评价组实际评价过程中，发现工作中存在一

些问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调整和完善。

（一）预算编制不够科学，精准度不高

通过对预算资料查阅分析，该项目预算编制内容主要为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工资包含职级补助、年龄补助、个案补助、

三高补助、营职以下定补、八一、春节补助，其中八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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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补助应为一次性发放项目，却选择按月平均发放，不符合

常规逻辑。预算编制中，设置了三个项目名称，分别为企业

退休军转干部解困补助b，预算资金13.48万；企业退休军转

干部解困补助b1，预算资金2.2万；企业退休军转干部解困

补助t，预算资金0.12万。项目名称设置过于单一，不够严

谨，与项目实施部分内容不太相符。

（二）内控制度不健全，项目管理精细化不足

评价组根据项目单位提供基础资料及现场调研分析，项

目单位在组织实施过程中，仅参考《平顶山市调整部分企业

军转干部解困补助标准实施方案》执行，未结合项目特点制

定相应的内控管理制度，由此产生两方面问题：一是资料填

报缺乏规范流程和审核机制，导致填报数据偏差、信息不准

确；二是账务处理缺少科学指引，出现科目适用不当、资金

分类管理混乱等现象，影响资金使用合规性和透明度。

（三）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

高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解困补助项目产出质量指标缺少对

解困补助发放准确率的考察，其发放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受

益群体的切身利益和项目的最终成效，因关键指标缺失导致

无法全面、准确地评估项目实施的质量；社会效益指标设置

为补助政策落实情况，细化量化不足，缺乏可衡量性。难以

进行考核，无法有效发挥绩效目标对于工作开展的指导作

用。

五、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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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评价存在的问题，基于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导向

理念，评价组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一）规范预算编制，增强预算精准度

一是实施零基预算编制方法，在制定年度预算时，应遵

循“据实按补助标准核算”的原则，采用零基预算编制方法，

在编制预算时不受以往预算安排的影响，从实际需求出发，

结合历年政策调整的趋势和规律，科学确定下一年度的预算

总额。同时，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确保预算更

加贴合实际需要，增强其可执行性和灵活性。二是加强预算

编制审核与补助标准管理，对于八一建军节、春节等重要节

日的补助资金发放，需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执行，并

适时审查和调整补助标准，以确保政策的时效性和适应性。

此外，还需加强预算编制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提升预算编制

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每一笔支出都更加精准地服务于退

役军人群体。

（二）完善内控制度，强化过程管理

一是健全内控制度体系，项目单位应深入剖析项目特点

与需求，以《平顶山市调整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标准

实施方案》为基础，制定全面、细致且具针对性的内控管理

制度。明确各工作环节的操作规范、流程标准与责任人，确

保每项工作都有章可循。二是建立多层审核机制，构建严格

的工作资料审核机制，资料填报完成后，先由专人进行初审，

再经业务主管复核，确保数据准确无误。对资金发放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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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重点审核，避免资金混用。同时，定期对已审核资料进行

抽检复查，及时发现并纠正潜在错误。三是加强监督与问责：

设立内部监督小组，定期对项目执行情况开展检查，及时发

现并整改项目管理中存在问题。对因工作失误导致严重后果

的人员，严格问责，形成有效约束。

（三）加强绩效管理业务学习，科学设置绩效指标

建议市湛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加强相关人员绩效管理

培训学习，增强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理解，根据项目

本年度目标和实施内容，按照指向明显、细化量化、合理可

行、相应匹配的原则逐一进行绩效目标设定，设定过程中需

要做到产出、效益、满意度指标填写完整，并进行细化量化，

所设指标需要有较强的可实现性，提高绩效指标的引导作

用。同时，要将绩效管理融合到项目管理的全过程中去，加

强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申报审核、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

工作，并强化绩效结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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