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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主管部门 
绿色建筑节能与科技

处  
联系人  卢建军 联系电话 

66605581 
（138531

50709）  

项目实施单位 
各区县住建局（办事

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属性   项目性质   

项目工期           日历天 
项目起止

时间 
2019 年 9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资金使用及

管理情况 

资金总额： 元 

1.财政资金：   2.自有资金：   

  1.1 中央预算资金：   3.其他：      

  1.2 市财政资金： 20000万元     

  1.3 各区县资金：       

实际到位金额 20000万元 实际支出金额 20000 万元 

支出项目概况 

（一）项目由各区县住建局负责立项、具体监管、组织验收等。市住建局负责下达指

标任务、监督、抽查核实等工作。                                                      

（二）一是 2017 年两个改造项目和 2018 年的全部改造项目的收尾；二是 2019年改

造项目。2019 年全市共立项改造 546 万平方米，既改项目是跨年度项目，2019 年度

预期完成改造 70%，382 万平方米，已完成改造约 500 万平方米。因疫情影响，预计

2020 年 6 月底前能够全部完成改造。 

支出项目绩效目

标 

一、支付 2017 年二个改造项目和 2018 年改造项目的清算资金；二、支付 2019年改

造项目 70%以上的补助资金。 

支出执行情况 
支付 2017 年改造项目清算资金 561.9772 万元；支付 2018 年改造项目清算资金

6885.97 万元；支付 2019 年改造项目补助资金 12552.0528 万元；合计 20000 万元 

绩效评价结论 达到绩效预期  

其他说明的问题 得分 92 分，等级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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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实施意见》。2017 年欠款 653 万元（济

钢、凤鸣山庄两个项目）。2018 年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875.8342 万平方米，按 30 元/平方米补贴，需市级补贴资金 2.63

亿元，2018 年已安排资金 18392.9 万元（含计划安排 8374.9 万元、

调整安排 3640 万元、中央资金 6378 万元），还欠 7883 万元。2019

年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546 万平方米，按 30 元/平方米补

贴，需预算资金 1.638 亿元，建议按 70%拨付计 11466 万元。合计

共 2 亿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落实完成 2017 年欠款 653 万元（济钢、凤鸣山庄两个项目）。

2018 年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875.8342 万平方米，2018 年

已安排资金 18392.9万元（含计划安排 8374.9万元、调整安排 3640

万元、中央资金 6378 万元），还欠 7883 万元。2019 年既有居住

建筑节能改造计划 546 万平方米。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完成一、支付 2017 年二个改造项目和 2018 年改造项目的清

算资金；二、支付 2019 年改造项目 70%以上的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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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单位绩效自评报告情况 

单位自评优，评分 96.3 分。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对象 

该评价对象为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既有居住建筑

节能改造项目，预算资金 20000万元。 

（二）绩效评价目的 

为加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资金管理，客观公正地核查

专项资金预期目标实现程度，考核资金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及

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和

加强专项财政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

效益。 

（三）评价依据 

1.《山东省省级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鲁财建〔2016〕102 号）和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下达 2017 年省级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资金及

新型墙材基金预算指标的通知》（鲁财建指〔2017〕30 号）等相

关条文。 

2.预算管理制度及办法，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财务和会计

资料； 

3.项目设立的政策依据和目标，预算执行情况，年度决算报

告、项目决算或验收报告等相关材料； 

4.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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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

法 

1.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

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

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分级分类原则。绩效评价由各级财政部门、各预算部门根

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4) 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

效进行，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

关系。 

2.评价指标体系、分值确定 

此次绩效评价以结果为导向，重点围绕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产出情况效益情况及满意度四方面设计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分析。

结合项目实际情况，通过对比项目绩效目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

目标实现、项目效果的内外因素，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难点、

问题，并为以后项目的实施提供相应建议。 

本次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是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建设

与发展情况，开展各项工作实施情况，以及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

等。评价指标体系按照逻辑分析法设计，包括项目决策、项目管

理、项目绩效三部分内容。围绕项目立项、资金使用、组织实施

等客观方面分析项目的产出和效果，体现从投人到产出、效果和



 - 6 - 

影响力因素的绩效逻辑路径，以及时发现项目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有针对性的建议。项目决策主要围绕项目目标、决策过程、资

金分配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项目管理注重于对市级资金足额及

时到位、资金管理情况、组织实施情况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项目

绩效着眼于分析开展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后的产出及是否

达到了项目的预期效果。 

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由 3 大类构成，即 3 项-级指标、10 项二级

指标和 24项三级指标。项目决策类指标主要包括项目目标明确性、

决策依据充分性、决策程序规范性;项目管理类指标主要包括资金

到位及时情况、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资金使用规范性、预算执

行率、组织分工明确性、实施方案完整性、方案执行有效性、计

划调整规范性、政府采购规范性等；项目绩效类指标主要包括按

要求完成 2017 年欠款 653 万元（济钢、凤鸣山庄两个项目）。2018

年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875.8342 万平方米，2018 年已安排

资金 18392.9 万元（含计划安排 8374.9 万元、调整安排 3640 万

元、中央资金 6378 万元），还欠 7883 万元。2019 年既有居住建

筑节能改造计划 546 万平方米工作任务；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加

强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群

众满意度等。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政策文件、基础数据表、财务

报表、访谈等。 

3．评价方法 

评价实施分为基础数据采集、主管部门及实施部门访谈。基

础数据通过基础表进行采集，基础表主要由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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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包括各项目基本情况、项目进度情况、项目实施情况、项目

资金旧况和项目效益情况等。 

访谈主要对项目的主管部门即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

行，主要内容包括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项目实施情况、资金使

用情况、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项目改进点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等，了解和评估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发现资金使用和

管理中的问题。 

（五）绩效评价工作程序 

1.前期准备 

评价组对相关文件进行研读，对基础资料进行研究，了解既

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设计绩效指标体系的框架

和具体评价指标，以及相应的基础表、现场核查方案和问卷调查

方案等内容，并制定社会调研的具体安排与实施方式。 

2. 组织实施 

    评价组将基础信息表及需准备资料清单发送至项目单位，并

现场对基础数据进行核实，对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访谈，面向项

目所涉及群体进行满意度调查等。 

(1) 座谈会、基础数据表、资料清单采集与复核。与主管部

门、实施部门等相关单位开展座谈会，评价组对调研工作时间安

排进行说明，与相关单位进行访谈，现场复核各级单位需填写的

基础数据表、资料清单等，进一步了解项目。 

3.分析评价 

评价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和规范，依据基础信息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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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核查情况，对指标体系进行打分，分析得失分原因，并提炼

结论撰写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主要是与绩效目标的对比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9年度预算资金 20000万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2019

年度预算资金到位金额 20000 万元，2019 年度预算批复资金到位

率为 10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实际开支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预算批复资金到位金额

20000 万元，项目资金使用 20000 万元，2019 年度预算资金执行

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市、区县两级财政资金基本能够及时拨付到位，供热企业资

金到位不及时。项目资金实际开支达支预期目的，各区县能够按

照管理规定做到专款专用，未有发现截留、挪用等问题。各区县

账政部门对项目资金管理严格，除专款专用外，还要对项目进行

审计。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市住建局负责下发改造任务，督促调度改造实施进度；各区

县住建部门具体组织立项、实施和验收。市级财政资金由市住建

局联合市财政局直接拨付到各区县财政部门，再由各区县住建部



 - 9 - 

门联合财政部门拨付到项目立项单位或项目实施单位。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2.1 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各区县能够按照我市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有关通知要求和

管理规定进行节能改造工作。项目由各区县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招

投标确定施工单位。项目无调整情况，各区县 2018 年改造项目都

已能过验收并向市里进行了备案，市住建局对改造项目进行了抽

查核实。 

项目已建立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及相关责任机制并严格执

行。 

2.2 项目采购及招投标情况 

项目严格执行采购及招投标程序，且内容合法、合规、完整。 

2.3 项目调整情况 

项目无调整。 

2.4 项目验收情况 

项目验收合格。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项目实际完成情况 100%，财政资金到位及时效 100%，项目实

际投资额未超预算批复金额。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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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2017 年收尾的两个项目和 2018 年的项目全部完成改造，2019

年项目已完成约 500 万平方米，2019 年全市共立项改造 546 万平

方米，既改项目是跨年度项目，2019 年度预期完成改造 70%，382

万平方米，已超进度完成。因疫情影响，预计 2020 年 6 月底前能

够全部完成改造。项目整体进度实施合理。 

（2）项目完成质量  （主要是项目质量达标情况）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省工程规范、技术规程、行业标准，达

到其合同约定的质量目标。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100%。 

（3）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一是建筑节能标准全面落实。二是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扎

实开展。三是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持续深化。四是公共建筑节能

监管不断加强。五是推进建筑节能向农村延伸。六项目改造完成

后能够达到降低能耗 30%以上，起到较好的保温节能效果。  

4、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的原因-新增加 

无。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本次绩效评价，是按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打分，对于各分项

的分值，则按照权重情况分别赋分，然后按照权重计算得出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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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再相加后得出最终分值。综合各方面考虑，本项目总得分

为  92 分，评价结论为优秀。 

（一）项目决策 19 分，具体得分情况如下： 

项目目标（6 分） 

决策过程（4 分） 

资金分配（5 分） 

事前评估（4 分） 

（二）项目管理 33 分，具体得分情况如下： 

资金到位（5 分） 

资金管理（14 分） 

组织实施（14 分） 

（三）项目绩效 40 分，具体得分情况如下： 

项目产出（21 分） 

项目效益（14 分） 

事后评价（5 分）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评价结果

公开等） 

    绩效评价结果通报反馈，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建立绩效结果与

预算安排挂钩机制，建立项目资金预算安排与事前绩效评估，预算

绩效目标以及上年预算执行绩效情况“三个挂钩”机制，将专项资

金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算安排和资金分配直接挂钩，提高资金

整体绩效。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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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经验 

平时调度区县，收集基础数据，了解工程改造进度及其资金

拨付等情况；通过组织专家查看改造验收资料和改造现场核实等

方式掌握工程情况；通过入户调查、12345 热线和媒体采访等渠道

反映出居民对节能改造工程质量、节能和居住舒适度的充分认可。 

（二）存在的问题 

根据本次绩效评价情况，本项目项目决策阶段未进行绩效前

评估。年初项目绩效目标在数量、质量、成本、效益等方面设置

的不细化、不量化。 

（三）相关建议 

建议积极配合绩效评价工作，提高项目预算前评估阶段资料

提交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增进绩效目标编制水平，完善

细化绩效目标设置，根据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在数量、质量等方面

进行定量定性分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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