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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规范预算支出

执行，贯彻落实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校对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报告

如下：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投入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

2023年市本级部门预算安排高中国家助学金专项经费89.62万

元，2021年实际财政资金到位 89.6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3年高中国家助学金专项经费全年满收满支，全部用于高

中国家助学金项目。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与考核。明确了贫困救助的具体要求，切

实加强了资金的考核工作，建立健全了资金工作的长效机制。每年对

所有资助项目进行资金预算，财政配套资金和资助工作经费全部列入

财政预算，保证资助工作顺利开展。制定了相关办法要求，按照市资

助政策要求，制定校内资助管理办法，确保校内资助资金分账核算、

足额提取和规范使用。

根据实际设定绩效目标，通过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发放困难生

活补助项目的执行、管理及资金使用情况，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专项

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进一步管理和使用好专项资金，切实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管理水平，为以后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提供重

要参考依据。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3年绩效总体评价为良好，较好完成各项预期指标，各项

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提升了教育公平和教育吸引力，激励

了学生成长成才。

三、项目支出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根据上级部门相关工作要求，为落实教育脱贫攻坚工作计划，

使用好各项助学专项资金，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与考核，切实加强了

资金的考核工作，建立健全了资金工作的长效机制。全年按照工作计

划，全面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二）项目管理情况。



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与考核。明确了高中助学金的具体要求，

切实加强了资金的考核工作，建立健全了资金工作的长效机制。对所

有资助项目进行资金预算，财政配套资金和资助工作经费全部列入财

政预算，保证资助工作顺利开展。制定了相关办法要求，按照市资助

政策要求，制定校内资助管理办法，确保校内资助资金分账核算、足

额提取和规范使用。

根据实际设定绩效目标，通过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发放困难生

活补助项目的执行、管理及资金使用情况，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专项

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进一步管理和使用好专项资金，切实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管理水平，为以后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提供重

要参考依据。

四、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一）项目支出决策情况。

2010年秋季起国家实施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制度，用于资助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城乡低保、残疾、特困救助供养等各类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平均资助面为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 20%，补助标准：一

档 3000元/人/年（建档立卡等四类贫困生），二档 2000元/人/年和三

档 1000元/人/年（非四类贫困生），分学期发放。

（二）项目支出过程情况。



1.加大摸排力度，确保信息准确。2.与乡镇街道密切配合，摸

清本地户籍学生外地就读情况。3.精准及时发放资助资金。

（三）项目支出效益情况。

进一步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生均教育事业费逐年增长，

各类教育质量步入前列，提高了社教育整体满意度。

资助资金发放完成率 100%，专项资金支出 100%。精准助学率

100%，帮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习、生活问题，提高

了社教育整体满意度。

五、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经费管理建立具体细化的公用经费管理办法;建立经费支出内

控稽核制度，明确经费支出审批流程和权限;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学

校实行财务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准确地公开运转经费预算批复情况、

预算执行情况、“三公” 经费支出情况，以及校舍维修、设备采购

等项目支出情况。定期对学校财务人员进行相关业务培训;建立内审

机制，定期对学校运转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内部审计;对学校公用经费

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经常性地的检查指导，及时查处违纪违规行为，确

保资金安全。

（3）存在问题和建议：无。

六、有关建议

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各股室责任意识，做好财政资金

预算决算管理工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通过组织培训、会



议、专业人士授课等方式不断提升我局教职工及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

作小组人员的评价知识和能力，确保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