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１

四川省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财政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

发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财办农〔２０２２〕１７ 号)要求ꎬ四川

省财政厅、水利厅组织开展了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工

作ꎬ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概述

(一)中央下达水利发展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１ 中央预算下达情况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央以财农〔２０２０〕８５ 号、财

农〔２０２１〕３２ 号文下达我省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４３９８３４ 万元ꎬ我省

分别以川财农〔２０２０〕１６７ 号、川财农〔２０２１〕４９ 号文下达省级水利

发展资金 １００１８３ 万元(川财农〔２０２０〕１６７ 号中ꎬ有 ２２０００ 万元省级

水利发展资金专项用于我省 ２０２０ 年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ꎬ未申

报纳入本次绩效评价范围)ꎮ

２ 批复绩效目标情况ꎮ 中央以财农〔２０２０〕８５ 号、财农〔２０２１〕

３２ 号下达我省绩效目标ꎬ我省以«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

效目标调整情况的报告» (川财农函〔２０２１〕４１ 号)上报中央ꎬ申请

调整报备ꎮ

３ 资金整合总体情况ꎮ ２０２１ 年ꎬ我省申报纳入绩效评价的资

金 ５４００１７ 万元(其中:中央 ４３９８３４ 万元ꎬ省级 １００１８３ 万元)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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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 ６６ 个脱贫县资金 ２６２９５１ 万元(其中:中央 ２４４９６１ 万元ꎬ省级

１７９９０ 万元)及对应目标任务ꎬ实际纳入考核的资金 ２７７０６６ 万元

(其中:中央 １９４８７３ 万元ꎬ省级 ８２１９３ 万元)ꎮ

４ 脱贫县资金相关情况ꎮ 按«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要求ꎬ

在资金分解下达过程中ꎬ将脱贫县作为政策因素纳入分配ꎻ根据

«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

(财农〔２０２１〕２２ 号)要求ꎬ继续重点支持 ６６ 个脱贫县ꎻ同时ꎬ我省

对分配给 ６６ 个脱贫县的水利发展资金和绩效目标予以调减ꎬ并按

要求上报财政部、水利部备案ꎮ

(二)预算和绩效目标分解情况

１ 资金分配情况

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农〔２０１９〕５４ 号)要求ꎬ我省印发了«四川省水利发展资金

管理办法» (川财农〔２０１９〕１３１ 号)ꎬ明确在水利发展资金分解下

达中ꎬ除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明确的重点建设项目可采取定额补助

外ꎬ采用因素法进行分配ꎬ并明确各因素权重ꎬ即目标任务权重

５０％ ꎬ政策倾斜权重 ２０％ ꎬ绩效管理权重 ３０％ ꎮ

我省印发了«四川省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川财

农〔２０１７〕１３ 号)ꎬ将绩效评价结果以适当的形式通报各市(州)ꎬ

并与年度资金分配挂钩ꎮ 在 ２０２１ 年第一批水利发展资金分解下

达中ꎬ我省建立了奖优罚劣机制ꎬ对绩效评价结果差的 １１ 个县资

金进行了扣减ꎬ共扣减 １５１５ 万元ꎬ用于奖励 １５ 个工作开展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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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ꎮ

２ 预算和绩效目标省内分解下达情况

我省先后以川财农〔２０２０〕１６７ 号、川财农〔２０２１〕４９ 号文下达

水利发展资金 ５４００１７ 万元ꎬ同期下达绩效目标任务(具体绩效目

标分解情况详见佐证资料)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收到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２０２１ 年水利

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农〔２０２０〕８５ 号下达我省水利发展资金

３８２０６８ 万元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财政厅、水利厅以川财农〔２０２０〕

１６７ 号下达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３８２０６８ 万元ꎬ省级水利发展资金

９６８１４ 万元ꎬ同期下达绩效目标任务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９ 日ꎬ收到财政部«关于下达 ２０２１ 年水利发展资

金预算的通知» (财农 〔 ２０２１〕 ３２ 号)ꎬ下达我省水利发展资金

５７７６６ 万元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财政厅、水利厅以川财农〔２０２１〕４９

号文下达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５７７６６ 万元ꎬ省级水利发展资金 ３３６９

万元ꎬ同期下达绩效目标任务ꎮ

(三)实施项目情况

２０２１ 年度我省下达中央和省级水利发展资金 ５４００１７ 万元ꎬ扣

除脱贫县等绩效目标调整备案资金后ꎬ纳入绩效评价预算数为

２７７０６６ 万元ꎬ涉及 ８ 个支出方向:２００－３０００ 平方公里中小河流治

理 ９６９９２ 万元ꎬ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６５６１４ 万元ꎬ中型灌区节水配套

改造等 ５０７７７ 万元ꎬ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１４０１３ 万元ꎬ河湖水系连通

２８１４３ 万元ꎬ水资源节约与保护 ３８４ 万元ꎬ山洪灾害防治 ８０６６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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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山洪沟治理 ３２０３ 万元ꎬ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 ４８６３ 万元)ꎬ

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１３０７７ 万元(其中: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２４４３ 万元ꎬ小型水库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４５３０ 万元ꎬ河湖管护 ３９４４

万元ꎬ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５００ 万元ꎬ大型灌区维修养护 １６６０ 万

元)ꎮ

(四)２０２０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整改情况

２０２０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中ꎬ中央反馈我省问题主要

有 ６ 项ꎬ财政厅、水利厅责成地方加强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工

作ꎬ建立全过程、常态化监管机制ꎬ并在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中ꎬ以点带面ꎬ举一反三ꎬ规范绩效目标调整报备程序ꎬ

健全绩效管理长效机制ꎮ 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一是各类检查中存在资金问题ꎮ 通过培训、会议等方式ꎬ要求

地方加强水利资金管理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ꎻ将水利资金纳入全省

年度监管范围ꎬ每年定期选取 ３０ 个县开展资金检查ꎬ督促地方强

化资金管理ꎮ

二是自评材料上报不完整ꎻ项目实施情况汇总表填报不准确ꎻ

自评表部分数据填报不准确ꎮ 在 ２０２０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

价中ꎬ对自评表、项目实施情况表进行了修改完善ꎬ并补充上报ꎻ下

步以此为契机ꎬ在后续年度绩效评价中ꎬ做好相关基础工作ꎮ

三是绩效目标未按时报送ꎮ ２０２１ 年ꎬ在下达资金后ꎬ要求各

地及时报送 ２０２１ 年绩效目标调整备案情况ꎬ省级梳理汇总后按程

序报送财政部、水利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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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部分数量指标应填未填ꎮ 在 ２０２０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

效评价中ꎬ已对数量指标进行了修改完善ꎬ补充报送财政部、水利

部ꎻ并以此为契机ꎬ在后续年度绩效评价中ꎬ认真复核项目指标完

成情况ꎬ做好相关基础工作ꎮ

五是项目初步验收率不足 １００％ ꎮ 水利厅印发了«加快推进

水利工程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ꎬ要求各地加快推进项目验收工

作ꎬ提高项目验收效率ꎮ 截至目前ꎬ２０２０ 年未完成验收的 １４３ 个项

目ꎬ已全部完成验收ꎮ

六是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投资完成比例不足 ８０％ ꎮ 通过专项调

度、发函、督导等方式ꎬ督促地方加快推进项目建设ꎬ加快投资计划

执行ꎬ按时完成投资计划执行任务ꎮ 截至目前ꎬ２０２０ 年未完工的

项目均已完工ꎮ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依据

根据«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财农〔２０１９〕５４

号)、«财政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

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财办农〔２０２２〕１７ 号)、«四川省水利

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川财农〔２０１９〕１３１ 号)、财政部«关于提前下

达 ２０２１ 年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农〔２０２０〕８５ 号)、«关于

下达 ２０２１ 年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农〔２０２１〕３２ 号)、«四

川省财政厅 水利厅关于报送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调

整情况的报告» (川财农函〔２０２１〕４１ 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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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厅关于开展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川财农〔２０２２〕５３ 号)等ꎮ

(二)自评方式

１ 前期准备ꎮ 积极开展绩效目标管理ꎬ对绩效目标申报、调

整全程审核管理ꎮ 印发了«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开展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川财农〔２０２２〕５３

号)ꎬ对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进行布置ꎮ 委托第三方参与

绩效评价ꎬ使用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系统ꎬ各地在系统中对年度

绩效目标进行申报或调整ꎬ加强成果把关ꎬ确保自评质量ꎮ

２ 市县评价ꎮ 县级自评ꎮ 县级对照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

系统中的绩效目标ꎬ开展自评ꎮ 通过查看项目实施现场ꎬ查阅工程

建设和财务资料ꎬ走访受益群众ꎬ开展满意度测评等方式ꎬ全面评

价本地区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ꎮ 在系统中如实填报ꎮ

形成完整规范的自评资料ꎬ按时上报到市(州)ꎬ为上级主管部门

开展绩效评价复核作好准备ꎮ 市级评价ꎮ 市(州)财政、水利部门

组成工作组ꎬ对县级上报的自评报告、项目实施情况统计表和相关

证明材料等ꎬ进行全面评价ꎬ并于 ６ 月 ２０ 日前ꎬ将市级自评报告报

送财政厅、水利厅ꎮ

３ 省级考评ꎮ 在市(州)自评基础上ꎬ对各地上报材料进行集

中会审ꎬ并对相关成果进行认证ꎬ形成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

效评价自评报告ꎬ按时上报财政部、水利部ꎮ 同时ꎬ组织人员抽样

选取了部分县(市、区)开展现场复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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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自评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１ 资金到位情况

扣除 ６６ 个脱贫县绩效目标调整备案资金后ꎬ纳入绩效评价预

算数为 ２７７０６６ 万元ꎬ其中中央财政 １９４８７３ 万元ꎬ地方财政资金

８２１９３ 万元ꎬ到位率 １００％ ꎬ详见表 ３－１ꎮ

表 ３－１　 ２０２１ 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到位情况表

分类

批复

预算数

(万元)

扣除脱贫县资金后

预算数(万元) 财政到位资金(万元)

总投资
其中

中央 省级
小计

其中

中央 省级

中央和省

级财政资

金到位率

(％)

中小河流治理 ９６９９２ ９６９９２ ６８０１８ ２８９７４ ９６９９２ ６８０１８ ２８９７４ １００

小型水库建设及

除险加固
６５６１４ ６５６１４ ６５６１４ ６５６１４ ６５６１４ １００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等 ５０７７７ ５０７７７ １８２７０ ３２５０７ ５０７７７ １８２７０ ３２５０７ １００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１４０１３ １４０１３ ７５５０ ６４６３ １４０１３ ７５５０ ６４６３ １００

河湖水系连通 ２８１４３ ２８１４３ ２５３６１ ２７８２ ２８１４３ ２５３６１ ２７８２
１００

水资源节约与保护 ３８４ ３８４ １０１ ２８３ ３８４ １０１ ２８３
１００

山洪灾害防治 ８０６６ ８０６６ ９５８ ７１０８ ８０６６ ９５８ ７１０８
１００

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１３０７７ １３０７７ ９００１ ４０７６ １３０７７ ９００１ ４０７６ １００

注:财政资金到位率＝(中央＋省级财政到位资金) / (中央＋省级资金预算数)

２ 资金执行情况

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底ꎬ预算资金完成 ２２３８９８ 万元ꎬ投

资完成率 ８０ ８１％ ꎻ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底预算资金完成 ２７７０６６ 万元ꎬ

投资完成率 １００％ ꎬ详见表 ３－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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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２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表

分　 类
投资

(万元)

完成投资

(万元)
投资完成率

(％ )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底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底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底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底

中小河流治理 ９６９９２ ７３６６５ ４ ９６９９２ ７５ ９４ １００

小型水库建设及除险加固 ６５６１４ ５１７０３ １ ６５６１４ ７８ ７９ １００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等 ５０７７７ ４３１８０ ６ ５０７７７ ８５ ０３ １００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１４１５１ １２４８８ ３ １４１５１ ８８ ２５ １００

河湖水系连通 ２８１４３ ２４２０６ ２８１４３ ８６ ０１ １００

水资源节约与保护 ３８４ ３７５ ３８４ ９７ ６６ １００

山洪灾害防治 ８０６６ ７３６１ ６ ８０６６ ９１ ２６ １００

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１３０７７ １０９１８ ７ １３０７７ ８３ ４９ １００

注:１、根据扣除脱贫县资金后的投资(Ａ)、完成投资(Ｂ)(包括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和其他

资金)计算投资完成率(Ｂ / Ａ)ꎻ２、表中数据不含脱贫县

３ 资金管理情况

为强化项目资金管理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ꎬ按财政部、水利部

«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２０１９〕５４ 号)要

求ꎬ我省对«四川省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ꎬ并

以川财农〔２０１９〕１３１ 号印发ꎮ 水利发展资金使用遵循科学规范、

公开透明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ꎻ绩效管理、强化监督的原则ꎮ 明确

了资金支出范围和负面清单ꎬ制定了资金分配、支付管理、绩效管

理和资金整合的规定ꎬ明晰了资金监管责任等ꎮ 目前未在各项监

督稽察和检查中发现资金问题ꎮ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１ 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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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厅印发了«四川水利工程建设大质量管理指导意见» «四

川省水利工程建设大质量管理三年行动方案»ꎬ将水利发展资金

支持项目纳入大质量管理体系ꎬ构建以质量为核心、安全为底线、

进度为目标和建设程序规范、资金使用高效的建设大质量管理体

系ꎬ完善从工程前期立项到建设质量、安全、进度、资金使用、审计、

档案管理、验收、考评等各环节的制度办法ꎬ建立了水利发展资金

资金下达、项目实施 ２ 本台账ꎬ全环节管理项目实施ꎮ

抢抓国家“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重大机遇ꎬ联合财政

厅、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水利

建设的通知»ꎬ建立了水利、财政、发展改革部门沟通协调机制ꎬ梳

理“债券需求、储备发行、债券使用”三本台账ꎬ积极争取地方专项

债券支持水利建设ꎮ

水利厅分别与农发行、农行、建行、工行四川分行和四川银行、

四川金控集团有限公司 ６ 家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ꎬ获得 ５

家银行授信 ７５００ 亿元ꎬ协议签署以来已获得贷款 １７７ 亿元ꎬ同时

按照新形势和新要求ꎬ对我厅与金融机构已经签署的战略合作协

议ꎬ适当补充完善有关举措ꎬ与国开行四川分行尽快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ꎮ

２ 绩效管理

一是我省在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过程分解中ꎬ严格按水利

厅«关于明确四川省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相关处局内部职责分工的

通知»(川水函〔２０１７〕１０１３ 号)要求ꎬ组织实施ꎬ统筹开展资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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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任务清单分解和绩效目标管理等工作ꎮ

二是财政厅、水利厅制定了«四川省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绩效

管理办法»(川财农〔２０１７〕１３ 号)ꎬ强化我省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

价工作管理ꎮ 同时ꎬ根据自评工作要求ꎬ我省及时开展绩效评价ꎬ

对市县上报自评成果和佐证资料ꎬ分县分项目进行逐一复核ꎬ确保

成果质量ꎬ形成全省的自评成果ꎬ严格在规定时限内报送ꎮ

三是项目严格实行“四制”ꎮ 在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过程

中ꎬ逐级制定和完善项目管理“四制”制度ꎮ 所有项目均实行项目

业主负责制ꎬ对于分散小型项目ꎬ县域积极探索设立统一业主负责

制ꎻ对达到招投标额度的项目ꎬ严格执行招标采购政策ꎮ 我省还启

动了水利项目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运行ꎬ印发了«关于启动“四川

省国家投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运行的通

知»«四川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投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财政

投资评审工作的通知»等ꎬ从规范流程、落实责任等方面逐步形成

闭合圈ꎻ对达到标准的项目ꎬ依法采购监理服务ꎻ项目实施严格执

行合同管理ꎮ

四是加强水利项目建设质量与安全管理ꎮ 全省 ２１ 个市(州)

均已成立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ꎬ各级质量监督机构按照分级监

督开展质量监督工作ꎮ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成后效益发挥ꎬ印发了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切实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竣工验收工作的通

知»ꎬ加强项目验收投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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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１ 项目数量指标

批复绩效目标:治理流域面积 ２００－３０００ 平方公里中小河流长

度 ６４７ 公里ꎻ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座数 ４８５ 座ꎻ实施山洪灾害防

治的县数 １７３ 个ꎻ山洪沟治理数量 １５ 条ꎻ实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

村建设试点县数 ４ 个ꎻ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数量 ８１６６ 处ꎻ山洪

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设施维修养护县数 １７３ 个ꎮ

调整报备情况:治理流域面积 ２００－３０００ 平方公里中小河流长

度 ２９９ ６ 公里ꎻ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座数 ３５１ 座ꎻ实施山洪灾害

防治的县数 １０９ 个ꎻ山洪沟治理数量 ４ 条ꎻ实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

村建设试点县数 ６ 个ꎻ实施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４ 个ꎻ中型灌区节

水配套改造改造面积 ４３ ２ 万亩ꎻ新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５ ７

万亩ꎻ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数量 ６０３ 处ꎻ河流管护长度 ３０９ 公

里ꎻ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座数绩效目标 ４６９ 座ꎻ山洪灾害防治非

工程措施设施维修养护县数 １０９ 个ꎮ

绩效完成情况:治理流域面积 ２００－３０００ 平方公里中小河流长

度 ３０７ ３ 公里ꎬ完成率 １０２％ ꎻ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座数 ３６０ 座ꎬ

完成率 １０２％ ꎻ实施山洪灾害防治的县数 １０９ 个ꎬ完成率 １００％ ꎻ山

洪沟治理数量 ４ 条ꎬ完成率 １００％ ꎻ实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

试点县数 ３ 个ꎻ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项目县数 ４ 个ꎬ完成

率 １００％ ꎻ中型灌区节水改造面积 ５２ ６ 万亩ꎬ完成率 １２１％ ꎻ新增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７ １ 万亩ꎬ完成率 １２４％ ꎻ农村饮水工程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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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数量 ６２３ 处ꎬ完成率 １０３％ ꎻ河流管护长度 ３０９ ３ 公里ꎬ完成率

１００％ ꎻ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座数 ５８８ 座ꎬ完成率 １２６％ ꎻ山洪灾

害防治非工程措施设施维修养护县数 １０９ 个ꎬ完成率 １００％ ꎮ

２ 项目质量指标

项目个数 ３９４ 个ꎬ已验收项目 ２６９ 个ꎬ验收合格项目数 ２６９

个ꎬ验收合格率 １００％ ꎬ验收中未发现工程存在质量问题ꎮ

３ 项目时效指标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底ꎬ２０２１ 年水利发展资金支持项目 ３９４ 个ꎬ

已开工 ３９４ 个ꎬ已完工 ３９４ 个ꎬ已验收 ２６９ 个ꎬ详见表 ３－３ꎮ

表 ３－３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表

分　 类

实施项目数(个)

总数
项目

开工

项目

完工

完工

验收

验收

合格

项目

完工率

(％ )

项目

验收率

(％ )

中小河流治理 ５１ ５１ ５１ １１ １１ １００ ２１

小型水库建设及除险加固 ９２ ９２ ９２ ６９ ６９ １００ ７５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等 ２１ ２１ ２１ ４ ４ １００ １９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２５ ２５ ２５ １８ １８ １００ ７２

河湖水系连通 ６ ６ ６ １ １ １００ １６

水资源节约与保护 ４ ４ ４ ４ ４ １００ １００

山洪灾害防治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０ ８６

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７８ ７８ ７８ ６１ ６１ １００ ７８

注:表中数据不含脱贫县

４ 项目成本指标

２０２１ 年我省水利发展资金支持项目 ３９４ 个ꎬ全部按批复概算

执行ꎬ符合相关法规要求标准的项目均以财评控制价进行招标ꎬ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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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招投标法进行招标ꎬ签订合同ꎮ 项目实施过程中ꎬ对隐蔽工

程进行了签证ꎬ严格执行成本控制ꎬ基本上禁止新增工程量或新增

投资ꎮ 通过对已完成的项目实施成本(预算)控制情况与竣工结

算情况进行分析评价ꎬ无超预算项目ꎬ单价均控制在批复概算单价

内ꎮ

(四)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１ 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调整报备情况:新增供水能力 １０１０ 万方ꎻ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３０ 万亩ꎻ改善灌溉面积 ２５ 万亩ꎻ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１２２６ 万公

斤ꎻ保护耕地面积 ３０ 万亩ꎮ

绩效完成情况:新增供水能力 １０６４ １ 万方ꎬ完成率 １０５ ３％ ꎻ

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３４ ４ 万亩ꎬ完成率 １１４ ６％ ꎻ改善灌溉面积

２６ ２ 万亩ꎬ完成率 １０４ ９％ ꎻ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１３９２ ６ 万公

斤ꎬ完成率 １１３ ５％ ꎻ保护耕地面积 ３８ 万亩ꎬ完成率 １２６ ６％ ꎮ

２ 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批复绩效目标: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覆盖服务人口 １２８７ 万

人ꎮ

调整报备情况:中小河流治理保护人口数量 ４０ 万人ꎻ小型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保护人口数量 ２５ 万人ꎻ山洪灾害防治保护人口数

量 ５００ 万人ꎻ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覆盖服务人口 ６６９ 万人ꎻ

其他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覆盖服务人口 ２５ 万人ꎮ

绩效完成情况:中小河流治理保护人口数量 ４４ １ 万人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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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１１０ ３％ ꎻ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保护人口数量 ３０ ９ 万人ꎬ完成

率 １２３ ６％ ꎻ山洪灾害防治保护人口数量 ５３５ ３ 万人ꎬ完成率

１０７ １％ ꎻ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覆盖服务人口 ６９７ ９ 万人ꎬ

完成率 １０４ ３％ ꎻ其他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覆盖服务人口 ３１ ７

万人ꎬ完成率 １２６ ８％ ꎮ

３ 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批复绩效目标: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６８９ 平方公里ꎮ

调整报备情况: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４０４ ３ 平方公里ꎻ新增

年节水能力 １４００ 万立方米ꎮ

绩效完成情况: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４０７ １ 平方公里ꎬ完成

率 １００ ７％ ꎻ新增年节水能力 １６７７ ７ 万立方米ꎬ完成率 １１９ ８％ ꎮ

４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已建成的各类水利工程达到了良性运行的要求ꎬ各地已落实

日常维修维护的资金ꎮ 但由于基层工程管护队伍能力建设滞后ꎬ

一定程度上影响工程最大化发挥效益ꎮ 已建工程能够达到设计使

用年限ꎮ

(五)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完工项目工程总体运行良好ꎬ发挥了综合效益ꎬ切实改善了当

地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ꎬ受益群众满意度较高ꎬ资金使用效益和引

导作用得到较好发挥ꎬ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ꎮ 本次满意

度测评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３９６０ 份ꎬ平均满意度达到 ９６ ０５％ ꎮ

详见表 ３－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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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４　 ２０２１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满意度调查情况汇总表

县级 份数 平均满意度(分) 备注

合计 ３９６０ ９６ ０５

龙泉驿区 １ １０ ９０

青白江区 ２ １０ ９６

双流区 ３ １０ １００

金堂县 ４ ４０ ９５ ５

大邑县 ５ ２０ ９０

蒲江县 ６ １０ ９５

新津县 ７ １０ １００

都江堰市 ８ ２０ ９５ ５

彭州市 ９ ２０ ９８

邛崃市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崇州市 １１ ４０ ９８

简阳市 １２ ２０ １００

自流井区 １３ ２０ ９８ ７９９０

贡井区 １４ ５０ ９７

大安区 １５ ４０ ９５

沿滩区 １６ ２０ ９５

荣县 １７ ３０ ９８

富顺县 １８ ５０ １００

东区 １９ ３０ ９８

西区 ２０ ２０ ９８ ２

仁和区 ２１ ４０ ９７ ５

米易县 ２２ ８０ ９５ ３

盐边县 ２３ ６０ １００

泸州市本级 ２４ １０ １００

江阳区 ２５ ２０ ９５

纳溪区 ２６ ４０ ９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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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 份数 平均满意度(分) 备注

龙马潭区 ２７ １０ ９５

泸县 ２８ ８０ １００

合江县 ２９ ４０ １００

旌阳区 ３０ ２０ ９６

中江县 ３１ ８０ ９０

罗江区 ３２ ２０ ９０

广汉市 ３３ １０ ９０

什邡市 ３４ ３０ １００

绵竹市 ３５ ２０ ９８

涪城区 ３６ ３０ ９６

游仙区 ３７ ４０ ９５

安州区 ３８ ２０ １００

三台县 ３９ ４０ ９６

盐亭县 ４０ ４０ １００

梓潼县 ４１ ６０ ９８ ８３

江油市 ４２ ４０ ９５ ７５

广元市本级 ４３ １０ １００

利州区 ４４ ５０ １００

遂宁市本级 ４５ ２０ ９０

船山区 ４６ ３０ ９５

安居区 ４７ ４０ ９０

蓬溪县 ４８ ３０ ９０

射洪县 ４９ ６０ ９０ ６

大英县 ５０ ２０ ９４

内江市市中区 ５１ ３０ ９６ ３

东兴区 ５２ １０ １００

威远县 ５３ ４０ ９７

资中县 ５４ ６０ ９８

隆昌县 ５５ ４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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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 份数 平均满意度(分) 备注

乐山市本级 ５６ １０ ９０

乐山市市中区 ５７ ２０ ９５

沙湾区 ５８ １０ ９８

五通桥区 ５９ ２０ ９９

金口河区 ６０ ３０ ９５

犍为县 ６１ ６０ ９５

井研县 ６２ ５０ ９０

夹江县 ６３ ２０ ９６ ５

峨边县 ６４ ２０ １００

峨眉山市 ６５ ４０ ９９ ５

顺庆区 ６６ ２０ １００

高坪区 ６７ ４０ ９６

营山县 ６８ ６０ １００

蓬安县 ６９ ４０ ９１ ２

西充县 ７０ ５０ ９７ ８

眉山市本级 ７１ １０ ９３

东坡区 ７２ ６０ １００

彭山区 ７３ ３０ ９７

仁寿县 ７４ ６０ ９５

洪雅县 ７５ ３０ ９０

丹棱县 ７６ ３０ ９０

青神县 ７７ ２０ ９２ ５

宜宾市本级 ７８ １０ ９５

翠屏区 ７９ ４０ ９８

南溪区 ８０ ５０ ９５

叙州区 ８１ １０ １００

江安县 ８２ ３０ １００

长宁县 ８３ ５０ ９５

高县 ８４ ５０ ９６ ６

—０２—



县级 份数 平均满意度(分) 备注

珙县 ８５ ４０ ９８

筠连县 ８６ ４０ １００

兴文县 ８７ １０ ９８

前锋区 ８８ ５０ ９８

岳池县 ８９ ４０ ９９ ５

武胜县 ９０ ４０ ９４ ７

邻水县 ９１ １２０ ９９ １

华蓥市 ９２ ３０ ９０

达州市本级 ９３ １０ ９０

通川区 ９４ ５０ ９０

开江县 ９５ ６０ １００

大竹县 ９６ ６０ １００

渠县 ９７ ５０ １００

雅安市本级 ９８ ２０ ９５

雨城区 ９９ １０ ９５

名山区 １００ ４０ ９５

荥经县 １０１ ２０ ９５

汉源县 １０２ ２０ ９５

石棉县 １０３ １０ ９０

天全县 １０４ ２０ ９０

芦山县 １０５ ３０ ９５

宝兴县 １０６ ４０ ９５ ６

巴中市本级 １０７ １０ ９９

恩阳区 １０８ ４０ ９９

雁江区 １０９ ２０ １００

安岳县 １１０ ６０ ９５ ５

乐至县 １１１ ８０ ９５

西昌市 １１２ ３０ １００

德昌县 １１３ ３０ ９３ ３

—１２—



县级 份数 平均满意度(分) 备注

会理县 １１４ ３０ １００

会东县 １１５ ２０ ９０

宁南县 １１６ １０ ９９

冕宁县 １１７ １０ ９８

武引管理局 １１８ １０ ９５

青衣江管理局 １１９ １０ １００

升钟管理局 １２０ １０ ９５

黑龙滩管理处 １２１ １０ ９０

通济堰管理处 １２２ １０ ９０

达川区 １２３ ４０ １００

注:表中数据不含脱贫县

四、偏离绩效目标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次自评过程中ꎬ暂无发现绩效目标偏移 ３０％ 的情况ꎮ

五、综合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ꎬ我省 ２０２１ 年度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得分

为 ９６ ７ 分ꎬ自评等级为优秀ꎮ 从评价情况来看ꎬ我省 ２０２１ 年水利

发展资金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较好ꎬ完工项目工程总体运行良好ꎬ发

挥了综合效益ꎮ 从资金管理情况来看ꎬ我省水利发展资金分配规

范、资金足额到位、资金使用安全、绩效管理到位ꎬ制度健全有效ꎻ

从项目实施成效来看ꎬ通过新建、维修养护项目ꎬ切实改善了当地

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ꎬ受益群众满意度较高ꎬ资金使用效益和引导

作用得到较好发挥ꎬ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ꎮ

六、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２０２０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将通过适当方式向市

—２２—



(州)财政、水利部门通报ꎬ纳入 ２０２２ 年水利发展资金的分配因

素ꎬ与资金分配结果挂钩ꎻ同时ꎬ我省建立了奖优罚劣机制ꎬ对绩效

评价结果差的 １１ 个县资金进行了扣减ꎬ共扣减 １５１５ 万元ꎬ用于奖

励 １５ 个工作开展较好的县ꎮ

七、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一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ꎮ ２０２１ 年ꎬ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２０２１ 年各省(区、市)计划新增改

革实施面积»ꎬ其中四川省任务数 ５６０ ６ 万亩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底ꎬ已完成全口径改革面积 １４１０ 万亩ꎬ完成率 ２５１％ 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

央水利发展资金支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绩效目标 ８６ ９ 万亩ꎬ扣减

安排 ６６ 个脱贫县 ８１ ２ 万亩ꎬ还剩余 ５ ７ 万亩ꎬ已完成新增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面积 ７ １ 万亩ꎬ完成率 １２４％ ꎮ 全面完成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任务ꎮ

二是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ꎮ 我省有崇州、米易、隆

昌、泸县、东坡、井研 ６ 个县纳入国家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

点范围ꎬ该项目实施周期为 ２ 年ꎬ其中第一批实施的崇州、米易、隆

昌 ３ 个县已基本完工ꎬ其余项目正在抓紧实施ꎮ

三是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ꎮ ２０２１ 年ꎬ我省加强水利发展

资金绩效结果应用ꎬ对绩效评价结果差的 １１ 个县资金进行了扣

减ꎬ共扣减 １５１５ 万元ꎬ用于奖励 １５ 个县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设ꎬ支持节约用水ꎮ 但 １５ 个县中ꎬ有 １１ 个县属于国家级脱贫

县ꎬ不纳入绩效评价范畴ꎬ故本次实际纳入绩效评价的县域节水型

—３２—



社会达标建设项目数为 ４ 个ꎮ

四是河湖管护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央下达我省用于河湖管护方向的

水利发展资金 ４４４７ 万元ꎬ我省进行了分解下达ꎬ下达资金的市

(州)将资金用于河湖管护相关工作ꎬ完成河湖管护长度 ３０９ ３ 公

里ꎮ

—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