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年学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实

施效果，按照《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和《陕西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

评价管理办法》（陕财办绩〔2020〕9 号）规定，2022 年 4

月至 7 月，陕西省财政厅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2019-2020 年学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巩固 2014-2018 年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成果，解决部分地区义务教育学

校“城镇挤、乡村弱”现象，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公

平有质量的教育，2019 年 7 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财政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

升工作的意见》，同年 8 月三个部门又联合印发《关于编制

义务 教育薄 弱环 节改善 与能力 提升 工作项 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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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的通知》（以下简称“改提计划”），启

动为期两年的“改提计划”，要求各地突出重点、科学规划，

对照标准、补齐短板，结合发展、提升能力，为到 2020 年

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奠定坚实基础。同年 9 月，陕西省

教育厅、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财政厅联合印发

实施意见和编制项目规划通知，并于 10 月联合成立了陕西

省基础教育学校规划建设工作协调小组，确保本地区改提计

划目标任务的完成。

（二）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2019-2020 年学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纳入项目规划库的项

目校舍建设、设施设备购置、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的支出。

截至 2021 年底，批复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

力提升的 2517 所项目校目标任务综合完成率为 95.42%，其

中，学校新建、改扩建校舍 269.56 万平方米，完成率为 100%；

新建、改扩建体育运动场地 116.37 万平方米，完成率为

92.08%；购置图书 119.38 万册，完成率为 75.86%；教学仪

器设备、音体美等器材以及计算机、班班通、多媒体设备购

置 31.87 万台（件、套），完成率为 100%；其他设施设备 19.62

万台（件、套）/平方米，完成率为 81.07%。

（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19-2020 年陕西省学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义务教育

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共投入资金 603,720.15 万元，

其中，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256,000 万元，省级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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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720.15 万元。

经统计，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陕西省各地市实际使

用资金 504,124.07 万元，预算执行率 83.50%。具体情况如

下表：
表 1-1 2019-2020 年学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

与能力提升项目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表

序号 地区
投入资金

（万元）

实际使用资金

（万元）

预算执行率

（%）

1 西安市 133,408.00 95,428.05 71.53

2 宝鸡市 47,262.00 41,292.11 87.37

3 咸阳市 53,083.00 44,685.1 84.18

4 铜川市 16,486.00 12,436.03 75.43

5 渭南市 69,602.00 66,716.00 95.85

6 延安市 49,644.00 38,451.36 77.45

7 榆林市 65,248.15 53,314.99 81.71

8 汉中市 47,970.00 37,109.8 77.36

9 安康市 51,363.00 49,195.28 95.78

10 商洛市 44,588.00 43,081.00 96.62

11 韩城市 5,127.00 3,417.00 66.65

12 杨凌示范区 4,669.00 4,227.35 90.54

13 西咸新区 15,270.00 14,770.00 96.73

总计 603,720.15 504,124.07 83.50

数据来源：各市县报送的绩效自评附表。

（四）绩效目标及项目完成情况

2019-2020 年度学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义务教育薄弱

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如下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完成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覆盖县区数 112 个 112 个

-3-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完成值

校舍类新建、改扩建或维修

面积

258.84 万平

方米

269.56 万平

方米

室外运动场地新建、改扩建

或维修面积

126.38 万平

方米

116.37 万平

方米

图书购置数量 157.37 万册 119.38 万册

图书教学实验仪器、计算机

等购置数量

16.72 万台

（件、套）

31.87 万台

（件、套）

其他内容建设或采购数量

24.20 万台

（件、套）/

平方米

19.62 万台

（件、套）/

平方米

教育信息化覆盖度 100%
调研县区达

标

质量指标

校舍建设及设施设备购置

验收合格率
100% 96.98%

学校宽带网络速率 ≥100mbs
调研县区达

标

时效指标

校舍和体育场地新建、改扩

建进度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基本

竣工

87.33%

图书仪器设备采购进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采购

97.26%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补助金额 60.372 亿元 60.372 亿元

新建、改扩建校舍成本
≤0.35 万元/

平方米

＜0.35 万元/

平方米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全省大班额比例 ≤5% ≤5%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消除率 100%
调研县区达

标

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进一步改善 有所改善

义务教育保障体系 进一步健全 有所健全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政策发挥效应年限 ≥5年 ≥5年

校舍类项目发挥效应年限 ≥30 年 ≥30 年

满意度

指标

教师满意度 ≥85% 70.55%

学生和家长满意度 ≥85%
78.29%/

72.92%

二、综合评价结论

评价认为，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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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得了较好成效，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一定程度上解决学位紧张，化解大班额问题，满足市、

县（区）群众就近入学需求。设施设备购置、图书采购、旱

厕改造等项目的实施，持续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稳步提升学

校办学能力；两类学校建设也得到加强。但评价也发现，存

在绩效管理意识有待提高、预算执行率偏低、项目实施进度

与计划相比较为滞后、项目满意度不高等问题。经综合评价，

本项目得分为 83.72 分，绩效等级为“B”。具体如下表：
表 2-1 2019-2020 年学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

与能力提升项目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12.96 86.40

过程 25 19.67 78.68

产出 30 26.09 86.97

效益 30 25.00 83.33

绩效评价得分：83.72 分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B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决策指标分析。决策指标分值 15 分，评价得分

12.96 分。

从评价指标得分来看，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

预算内容与各学校项目内容匹配，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与

工作任务相匹配，与项目实际相适应，资金分配基本合理。

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部分地区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细

化分解不到位，绩效管理有待深化。二是部分区县设置的绩

效指标不够明确，不利于量化考核，任务约束力不足。如：

存在设置的校舍面积和设备购置数量指标值均为“以实际执

行为准”，城镇学校大班额指标值为“明显减少”，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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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值不量化等问题。

（二）过程指标分析。过程指标分值 25 分，评价得分

19.67 分。

从评价指标得分来看，资金足额到位，支出方向基本符

合资金使用范围，资金拨付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基本完整，制

度基本健全，项目和财务质量控制基本有效。但仍存在一些

不足。

在资金管理方面：

一是存在资金到位不及时现象。如：咸阳市资金到位及

时率为 23.01%，其中，2020 年度中央资金 8,344 万元拨付

各区县（省管县除外）历时长达 161 天，超过了办法规定的

时限。

二是预算执行率偏低。截至 2021 年底，调研地区项目

预算执行率为 86.56%。

三是市、县（区）存在专账管理不到位现象。主要表现

在中省补助资金与其他单项工程资金以及市县配套资金混

合使用，未分开单独核算。四是部分专项资金用于以往年度

的项目。如:延安市宝塔区杜甫川小学改提项目的拨款凭证

所附原始票据时间均为 2018 年。

在业务管理方面：

一是部分县（区）项目调整手续不完善。如：延安市宝

塔区桥沟镇中心小学批复采购计算机、班班通、多媒体设备

240（台件套），实际部分资金用于购置办公家具、学生课桌

椅；铜川市第三小学使用部分网络设备采购资金购置打印机、

-6-



复印机、单反相机等办公设备；安康市平利县调整 2019 年

度项目资金共计 392.00 万元，用于该县其他 2 个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的校舍建设；渭南市经开区实验小学将图书采购资

金均用于该校校舍建设。

二是部分项目财务制度执行不规范。如：铜川市新区第

三小学设备采购支出中存在无审批人签字、经办人与付款人

为同一人的现象。

三是个别项目招投标流程不规范。

四是部分项目存在组织验收不及时的现象，项目质量难

以保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三）产出指标分析。产出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26.09 分。

从评价指标得分看，项目在完成进度、完成质量和时效

方面指标未达标。部分校舍建设项目总体施工进度较为滞后，

截至 2021 年底批复建设项目尚未达到基本竣工条件。

（四）项目效益分析。效益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25 分。

从评价指标得分看，城镇大班额情况得到控制，可持续

发展表现较好。但是，在办学条件、就学环境改善以及师生

和家长的满意度方面还有待提升。根据问卷调查，调研四个

地市的学生满意度为 75.56%，家长满意度为 69.38%，教师

满意度为 69.68%，较设定的绩效目标值 85%满意度比例有一

定的差距。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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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包抓督办机制，强力推动项目建设。在推进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过程中，铜川市实行

主要领导包抓督办，不定期深入项目工地，现场办公解决项

目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抓实抓细工程进度和质量。延安

市建立领导包县（市、区）责任制，靠前指导，印发《延安

市加强教育项目管理十条措施》，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得到了

快速发展，延安市整体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区）评估认定。

（二）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有效工作合力。为确保义务

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顺利实施，西安市要求区

县(开发区)发改、财政、国土、建设、规划等相关部门，大

力支持教育项目建设，履行好各自部门职责、协调工作，加

快推进项目落地，促进项目见成效。铜川市教育局会同发改、

财政等部门开展联合专项督查，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三）倒排时间节点，实行颗粒化管理，推动按时序高

质量完成任务。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西安市制定时间表和

路线图，主管领导深入现场检查。铜川市实行颗粒化管理，

建立周上报、月通报和定期督查制度，及时掌握项目进度，

约谈进展缓慢的区县、项目学校负责人，落实工作责任，全

力保障项目按时投用。

（四）标准化、精细化质量管理，打造品质学校。咸阳

市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

同管理制、决算验收制等“项目五制”，确保项目建设公开

透明，打造阳光民心工程。铜川市严格建设材料准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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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施工环节工序、进度、质量、安全，实行“谁主管谁负

责，谁承建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的质量管理机制，形成

一套科学严谨的标准化、精细化工程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了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工程建设质量达标，

群众满意度较高。

五、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管理意识和绩效自评工作质量有待提高。绩

效目标设置不够完整，绩效指标与建设任务关联度不够高，

地市对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不到位，部分区县自评工作流于形

式。

（二）项目管理未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主管部门监

管责任落实有待进一步加强。部分项目调整手续不够完善，

项目质量控制有待加强，个别项目验收有瑕疵;个别项目招

投标手续不够规范，竣工时间早于招投标时间;项目财务管

理不严格。

（三）预算执行率偏低，资金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部

分区县资金到位不够及时，项目资金支付进度缓慢，预算执

行率偏低，资金效益没有得到及时发挥。

（四）部分建设项目实施进度与计划相比，较为滞后。

部分市、县项目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客观影响、间歇停

工，项目建设涉及面广、协调部门多、前期批建手续繁杂，

以及市县财力困难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建设进度较为滞后。

（五）项目校设施设备使用率较低，整体满意度有待进

一步提高。项目宣传力度不到位，受益对象知晓率较低、满

-9-



意度不高、获得感不强;项目校教学仪器设备、功能部室设

施使用率不高。

六、有关建议

（一）重视绩效目标管理，提高绩效管理水平。强化预

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提高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跟

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将绩效自评工作纳入部门考核内容。

（二）严格落实相关制度规定，建立完善项目和支出调

整机制。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优化项目验收程序，加快

项目验收，建立完善项目和支出调整机制。

（三）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快速形成实物

工作量，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的规范化管

理。

（四）加强项目实施进度管理，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加

强项目前期调研论证，制定合理可行的项目监督管理办法，

加强实施进度管理，优化项目审批流程。

（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强化教师教育信息化技术培

训。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形式，提高受益对象政策知

晓度；加强师资力量培训，提高设施设备使用率。

（六）科学设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标准，建立评估

监测机制。省级层面更新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基本办学

标准，以适应城乡间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多

方参与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的评

估监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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