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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市本级决算公开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说明

2018 年，省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总计 40.9 亿

元，其中：税收返还 6.5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16.8 亿元，

专项转移支付 17.6 亿元；县市区上解市级收入 8.1 亿元。

市对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34.7 亿元，其中：

税收返还 4.4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16.8 亿元，专项转移

支付 13.5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0.8 亿元。

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2018 年，市本级一般债务限额 46.54 亿元，余额 41.7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41.52 亿元，余额 29.59 亿元。市本级

新增政府债务 7.374 亿元，其中：一般政府债券 3.3034 亿

元，专项债券 2.53 亿元，外债转贷收入 1.5406 亿元。此外，

市本级安排再融资政府债券（一般债券）5.45 亿元，用于偿

还以前年度地方政府债券本金。市级新增债务收入主要用于

节能环保、文化体育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8 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合计 0.2839 亿元，比预算减少 0.1604 亿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0087 亿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0.0104 亿元，比上年增加 0.003 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038

亿元，比预算减少 0.0172 亿元，比上年增加 0.008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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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1976 亿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0.1065

亿元，比上年增加 0.0039 亿元；公务接待费 0.0396 亿元，

比年初预算减少 0.0264 亿元，比上年增加 0.0155 亿元。市

级因公出国（境）团组数 18 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 21

个；公务用车购置数量 16 辆，公务用车保有量 1012 辆；国

内公务接待 1595 批次（个），其中，外事接待 4 批次（个）；

国内公务接待 15531 人次（人），其中，外事接待 192 人次

（人）。

需要说明的是:

（一）2018 年我市先后派出由市领导带队的经贸合作、

农业等代表团出访德国、瑞士、荷兰、日本、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达成多项合作协议（意向），极大

地推动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因公出国（境）经费 0.004

亿元，剔除该因素后，因公出国（境）经费比上年减少 0.001

亿元。

（二）2018 年市纪委按照处置程序报废特种专业技术用

车 2 辆和执法执勤车 1 辆，车改以来车辆空编 1 辆，共申请

购置 4 辆车，购置金额 0.008 亿元。新成立廉政教育基地，

2018 年购置特种车辆 1 辆，应急车辆 1 辆，购置金额 0.0067

亿元，公车运行维护费增加 0.001 亿元。交警因业务需要，

加大路面巡逻力度，加之车辆老化油耗增加，公车运行维护

费较上年增加 0.0072 亿元。

（三）2018 年我市加大招商引资和对外联络力度，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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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湖国际商务洽谈会规模、举办衡水市在外优秀人员创新

论坛，积极开展京津冀产业对接，举行产业集群、重点项目、

PPP 项目发布推介活动等，公务接待批次和人次较上年分别

增长 25.2%和 61.3%，公务接待费较上年增加 0.0155 亿元。

（四）剔除以上特殊因素，市级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比上年减少 0.0118 亿元。

整体来看，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及各项支出较年初预算数均有

明显较少，剔除特殊因素，较上年决算数也有所减少。

四、市级行政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据 2018 年度市级部门决算汇总数据显示，2018 年市级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6 亿元。

五、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据 2018 年度市级部门决算汇总数据显示，2018 年市本

级财政性资金政府采购规模达到8.65亿元，比上年增加1.62

亿元，同比增长 23%，节约资金 0.47 亿元，资金节约率为

5.15%。其中：货物类采购规模 3.47 亿元，工程类采购规模

3.15 亿元，服务类采购规模 2.03 亿元。市本级采购规模持

续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深化政府采购预算管理，认真执行

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着力提升政府采购政策落实力度和执

行力度。推进政府采购预算应编尽编、规范编制，强化预算

执行约束，督促采购单位依法应采尽采。二是创新“互联网

+政府采购”模式，积极配合省财政厅推广“政府采购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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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审核电子化平台”，自主研发了“衡水市政府采购协议

供货电子化交易平台”，有力提高了政府采购效率和竞争力。

三是财政在保障改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大投

入力度，政府采购规模也随之增加。

六、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8 年紧紧围绕省市绩效预算管理的各项改革部署，强

化绩效目标管理，扎实开展预算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认真组

织市县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对标评估工作和 2018 年扶贫项目

资金绩效目标的申报、审核审定工作。

1、强化绩效目标管理。一是健全绩效预算管理结构。9

月，印发《关于修订完善市级“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目录的

通知》（衡财预[2018]305号），部署全部预算部门结合实际，

对职责活动目录进行全面修订完善。二是提升预算编制项目绩

效目标指标设置质量。对市本级预算部门及单位开展绩效管理

培训，重点从绩效信息编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编制规范进行系

统讲解；将省厅制定的《河北省项目支出绩效指标框架体系》

和美国联邦卫生部的战略绩效目标提供给市直预算部门及各

县市区财政局，同时将编制较好的文本信息作为范例，讲解编

报要求。三是规范部门预算文本信息的编制。严把审核关，不

符合要求的文本绩效信息，退回部门进行修改完善，规范部门

预算文本信息的编制。

2、扎实开展绩效评价。一是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市

直79个部门对2017年度预算项目全部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共



- 5 -

涉及财政预算项目 2426 个，财政资金 95.32 亿元。二是重点

绩效评价。制定了《财政支出项目重点绩效评价工作规范》（衡

财预[2018]302号）、《衡水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衡

财预[2018]303号），完善了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规章制度。选

取“胡堂排干暗涵清淤工程项目”、“充电桩及配电设施建设”、

“景区向社会购买园林绿化养护服务”等6个重点项目,聘请

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重点评价工作。

3、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管理。一是印发《衡水

市财政局关于认真做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指标设定工

作的紧急通知》（衡财预[2018]304 号）至 13 个县（市区）

及局内各相关科室，部署 2018 年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指

标设定工作。二是认真组织扶贫资金使用部门和单位参照

《河北省财政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指标参考模版》和《平

江和永胜县扶贫项目绩效目标表》，设定本部门扶贫项目资

金绩效目标指标。三是成立了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审核工

作组。组织召开市本级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审核工作组联

席会议，依据国家相关政策、脱贫攻坚规划等，对各扶贫资

金部门编报的绩效目标指标进行审核，共提出 10 条修改完

善建议，并当场将建议反馈给教育局及相关预算单位。审核

通过的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经市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

导小组研究审定后，由财政代录到“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

平台”，全市 271 个扶贫项目、16.78 亿元扶贫资金纳入财政

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实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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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真组织市县对标评估。组织市级全部预算部门、

预算单位及 13 个县市区，按照省厅《关于开展绩效预算管

理改革对标评估通知》中列示的对标要点逐条梳理并准备佐

证资料。通过多次召开推进会、调度会及下县督导等工作形

式，推动市县两级在“深化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全面规范预

算编制、严格预算执行、推进绩效评价、统一预算管理信息

系统”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完善提升，顺利通过省厅考核。

七、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一）2018 年财政造林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1）申请补助资金额度。申请造林补助资金 1352.5

万元，补助面积共计 27050 亩，从 2018 年本部门预算“湿

地保护与造林补贴、林业产业化及科技创新资金”列支。

（2）补助标准和对象。按照 500 元/亩的标准，对 2017

年符合以下要求的现代化果园、生态林园区等林业示范园区

给予补助，涉及枣强县、武邑县、武强县等 7 个县、19 个

林业园区、总面积 27050 亩。

2.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18 年衡水市财政造林

补助资金 1352.5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352.5 万元，资金到

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本次补助金发放 19 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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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资金支付共 1352.5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相关项目补助资金严格

执行《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从制

度和机制上确保市财政补偿资金安全运行。未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序列的情况。

（4）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效率性分析，市财

政造林补偿面积全部落实项目，补偿到位率 100%；效益性

分析，项目实施有效促进生态环境进一步好转，降低自然灾

害程度，推进木林多样性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以及改善

人民生活环境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项目预期目标已实

现；对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影响，各园区的建设使衡水市各县

城的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恢复，同时对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调节气候、降低噪音、净化空气和水质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通过森林吸收二氧化炭、调节气候、蓄水保土保肥、

改善土壤养分等作用，可提高空气质量、促进粮食稳产高产。

3.综合评价结论

该项目总体完成情况良好，综合评价得分 90.2 分，满

意度指标、经济效益以及可持续影响这三个二级指标未达到

满分。

（二）2018 年质量强市示范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利用原质量中心和国检中心内部原有用房进行布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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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本项目改造的质量中心延展其展示平台功能，使其同

时具备质量增值服务、技术交流、宣教培训等多种服务功能，

由标准服务中心、质量服务中心、品牌服务中心、质量信用

中心，质量宣教中心五个中心承载。国检中心定位为一个平

台，一个窗口，一张名片，即产品质量服务中心，高质量发

展成 效展示窗口和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名片。项目估算

总投资 3000.00 万元，包括工程费用 2665.10 万元，工程

建设其他费用 192.20 万元，预备费用 142.70 万 元。 资

金全部为政府财政资金。

2.项目绩效分析

评价工作对“完成程度、管理水平、 项目效益、项目

财务状况”等 4 个一级指标；“项目完成质量、组织管理有

效性、设计功能实现率、办公/研发效率、综合利用率、受

益人员满意度、可持续影响目标”等 16 个二级指标进行评

测。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要求。本项目从能源利用和节能角

度考虑，项目均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促进了城市发展方式的

转变，树立了质量发展理念，确定了走质量效益型的发展道

路，同时推动了城市支柱产业升级；提升了城市质量水平，

保障了质量安全。质量强市示范工程推进了城市质量共治共

享。一方面，城市积极发动广大市民参与，提升全社会质量

意识，营造“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创造质量、人人享受质量”

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城市大力解决市民关心的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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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从质量强市建设中直接受益。

3.综合评价结论

2018 年衡水市质量强市示范项目更新改造项目综合评

价得分 95 分，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受益人员满意度、设计

功能实现率以及可持续影响这三个二级指标未达到满分，项

目总体完成情况良好。

八、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