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5 年市级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编报

说明

该表适用于在“一上”和“二上”阶段填报各类项目支

出的绩效目标，或者对已纳入项目库拟编报年度预算的项目

绩效目标进行修改和完善。该表格的格式仅作为参考，具体

填报形式以系统设置为准，但需填报的内容不变。

1.基本信息：项目名称、项目类型、项目等级、主管部

门、用款单位、实施期限、预算金额、项目概述等栏目为基

本信息，拟直接使用省级主管部门或预算单位在项目入库时

编报的项目信息，一般不需重复填报。

2.总体绩效目标：描述该项预算支出在一定期限内预期

达到的总体产出和效果。

(1)实施期目标：概括描述该项预算支出在项目完整的

实施期内预期达到的总体产出和效果。实施周期为一年的项

目，不需填报实施期目标，只需填报当年度目标。

(2)当年度目标：概括描述该项预算支出在本年度内(即

2025 年)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注意事项：一是总体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是“总-分”

的关系，应该使用概况性的表述，不应简单复制绩效指标部

分的内容；



二是总体绩效目标应该体现相关预算支出的政策意图，

能反映出与政策依据、本部门职能的联系；

三是总体绩效目标应反映出相关预算支出的总任务、总

要求、总产出和总效益层面的内容；

四是总体绩效目标涉及多个方向或不同层次内容的，建

议分点逐项描述。

如申报的项目与国家、省以及市委市政府的相关决策，

相关部门规划及工作实施方案相关，总体绩效目标必须与相

关决策、规划、方案的内容保持关联。

3.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按实施期指标和当年度指标分别填列，其中，

实施期指标是对项目整个实施期目标的细化和量化，年度指

标是对年度目标的细化和量化。

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效益、满意度三大类，分别细化成

若干的绩效指标（主要是细化三级绩效指标）。绩效指标的

指标值要尽可能量化，不能量化的，要用可比较、可评定的

表述。绩效指标由预算部门和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但原

则上要求：1.产出指标类和效益指标类都要分别设置若干三

级指标，除了一些所有项目都适用的共性指标（如支出进度

等)外，还必须设置一些与项目所属行业领域相关的专业化、

个性化指标（如卫生健康领域项目必须要有卫生领域专业指

标，教育领域项目必须要有教育领域专业指标)；2.至少应



包含一部分量化的指标，类似个数、人数、里程、面积、户

数、价格等本来应该量化的指标，原则上不得使用定性描述

作为指标值；3.面向社会公众或者有特定服务对象、受益群

体的项目，要设置满意度指标。

3.1 产出指标，即相关预算资金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

服务情况，一般反映预算支出的直接结果。产出指标要与主

要分为以下 4 类：

(1)数量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数量，

如“务工农民岗位技能培训人数”、“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户数”

等，指标值一般是绝对数量。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有形公共产

品、有标准的公共服务和有量化工作任务的资金项目，应设

置数量指标。

(2)质量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达到的

标准、水平和效果，如“培训合格率”、“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验收通过率”，“项目骏工验收通过率”等。包括但不限于工

程基建类、信息化建设类和其他有明确质量标准的资金项目，

以及形成动产或不动产的项目，应设置质量指标。需要注意

的是，合规性的问题不应该作为质量指标，如“供应商资质

合格率”、“采购行为合规率”之类，因为默认所有项目都要

合法合规。

(3)时效指标，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及时程

度和效率情况，如“培训完成时间”、“补贴发放时间”、“项



目开工时间”，“项目竣工时间”、“项目交付使用时间”、“投

产时间”等，指标值一般是具体时间段或时间点。包括但不

限于有明确完成时限要求的、补助补贴发放类的资金项目，

应设置时效指标。

(4)成本指标，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成本

的控制情况，如“采购成本”“人均培训成本”等，指标值

一般为单位商品或服务的人民币金额（如 XX 元/件）。包括

但不限于有明确支出标准的项目、政府采购或购买服务类项

目、根据商品或服务单价核定总预算的项目、有成本上限控

制的项目，应设置成本指标。没有支出标准的项目，应设置

“弥补成本率”指标（即财政资金/总成本）或者“财政投

入比”指标(即市级财政投入/总投入)。有明确标准的补助

类资金，要将补助的标准设为绩效指标，如“人均 XX 补助

标准”。

对于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尤其是其中的产出指

标应该与任务清单保持一致。对于其他资金，虽然没有明确

要求制定任务清单，但根据工作任务确定绩效目标的逻辑仍

然适用。

3.2 效益指标，描述的是项目资金在一定期限内预期达

到的效果，主要通过根据业务特点来设定。与产出指标进行

区分，效益指标一般反映预算支出的综合结果或间接结果。

分为以下几类：



(1)经济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在经济回报或增加收

入方面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如“促进农民增收率或增收额”、

“采用先进技术带来的实际收入增长率”等，指标值一般是

具体金额、回报率(%)、产量产值等。包括但不限于与促进

经济发展指标相挂钩的项目和与群众增收相关的资金项目、

以及对经济回报有直接要求的资金项目，应设置经济效益指

标。

(2)社会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

响和效果，如“带动就业增长率”、“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改

善情况”等；也可以反映某些政策的效益，如“对 XXX 政策

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民生补助类、公共服务类以及维持

政权运转和机关履职的资金项目，应设置社会效益指标。

(3)生态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

响和效果，如“空气质量优良率”、“万元 GDP 能耗下降率”

等。包括但不限于生态环保类、自然资源类、改善农村生活

环境的资金项目，应设置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带来影响的可持续

期限，如“项目持续发挥作用的期限”、“对本行业未来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对 XXX 工作发挥的影响”等，指标值一般

是时间期限（如长期、3-5 年、短期等）。一般落实市委市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政策、或需要较长时间体现政策效果

的项目，要设置可持续影响指标。



3.3 满意度指标。其二级指标为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主要反映相关服务对象或群体的满意度。三级指标一般应明

确设置为某类特定对象的满意度，如教育领域，可使用“学

生满意度”、“家长满意度”；医疗卫生领域，可使用“患者

满意度”；也可以直接使用“群众满意度”等但应同时说明

是哪一类群众。满意度指标值一般是百分比数值区间（如不

低于 90%）。一般直接面向社会群众或者有特定服务对象的工

作，应设置服务对象满意度效益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