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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年度国企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专项经费项

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重大项目建设、

安全、能源、交通、通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的

国资管理，是国家保护国有资产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

然而，过去，国有企业的国资管理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资产管理

混乱、管理不规范、资产流失等等，造成国家的巨大财产损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等出台一系列文件。其中

2015年 10月《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5〕63号）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重点

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

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实现保值增值。2021 年 2 月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地方国有

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1〕

18号）明确：各地方国资委要充分认识当前加强国有企业债务

风险管控的重要性，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有效防范

化解企业重大债务风险，坚决守住不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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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积极贯彻落实国企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郑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市管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

通知》（郑政办〔2017〕91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郑州市市级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郑政办〔2019〕51 号）等政策文件印发。为规范企业

国有资产管理，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的安排，郑州市国资委组织

实施 2022年度国企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专项经费项目。

（二）项目主要内容

根据郑州市国资委部门履职要求及 2022年度工作目标，本

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聘请第三方开展郑州市“四个”专项集中

整治；对市管企业开展社会评议；运维“郑州国资”微信公众号；

市国企重组整合咨询工作；2022 年重大投资项目论证工作；审

计评估工作；审核国有资本收益；国资国企工作信息报送工作；

安装郑州市国资委企业债务统计监测报表系统；国企干部培训；

档案整理等工作。

二、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通过本项目实施，郑州市国资委加强了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

产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有助于推动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受

益对象满意度高。本项目实施产出效果一般，产生了一定的社会

效益。同时，本项目实施仍存在未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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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设置不规范、不全面，项目资金支出不到位等问题。

（二）总体评价结论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对每个指标分别评分，汇总后

的最终分数为 74.50分（见表 2-1）。按照《河南省省级预算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豫财效〔2020〕10号）文件，本

项目评价等级为“中”。

表 2-1 项目总体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决策 过程 成本 产出 效益 合计

分值 15.00 25.00 5.00 25.00 30.00 100.00

得分 11.10 18.80 3.00 18.60 23.00 74.50

得分率 74.00% 75.20% 60.00% 74.40% 76.67% 74.50%

三、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强化国资监管体系，提高国资监管效能

修订完善市管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投资监管、工资总额管理、

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薪酬管理等制度，构建了“1+1+N”以管

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系，大力强化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专

业化监管；坚持授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与管好相统一，加大授

权放权力度，动态调整监管权责清单；强化数字化监管，深入推

进“智慧国资”建设；健全完善重大风险隐患排查化解月报、季

度监测和半年排查报告等制度，落实“631”债务偿还机制，守

牢风险底线。

（二）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加强国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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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十二届市纪委二次全会精神，持续纠治和查处市

管企业房产（土地）出租、租赁中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督促指

导企业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进一步规范

国有资产管理使用、防范腐败风险，推动形成健全完善的国有资

产管理长效机制。郑州市国资委在 34家市管企业中深入开展房

产（土地）出租、租赁专项整治工作。通过专项整治，进一步加

强了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落实了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责任，推动了全市国资国企党风政风持续好转。

（三）聚焦企业重组整合，纵深推进国企改革

拟订郑州市《国有企业重组整合方案》，围绕全市发展战略，

统筹谋划、稳步推进市级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按

照“产业相近、行业相关、主业相同、资源集中”原则，对市管

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在产业投资、资本运作、金

融服务、土地开发、文化旅游等领域，谋划组建文旅集团、粮食

储备公司，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培育一批龙头企

业集团。理顺企业产权关系，强化规模效应、实现优势互补、做

强做优做实融资平台，提高国有资产配置效率。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未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根据本项目《专项经费明细表》，本项目作为 2022年度新

增项目，未按规定进行事前绩效评估。

（二）绩效指标设置不规范、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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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本指标设置不规范，根据《专项经费明细表》，“聘

请第三方机构服务资金总成本”指标的指标值“≤713万元”应

调整为“≤668.00万元”；

产出质量指标设置不规范，“服务类项目评审合格率”指标

应调整为“评审规范性”，“经费使用率”不应为产出质量指标；

产出时效指标设置不规范，“服务类项目完成及时率”应调

整为“完成及时性”；

产出数量指标设置不全面，缺少“重大投资项目论证”、“国

有资本收益审核”、“安装市国资委企业债务统计监测报表系统”

等指标，与项目实际实施内容不匹配。

（三）预算执行率低，部分工作未开展

本项目预算资金 862.00万元。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实

际到位资金 862.00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396.28万元，预算执行

率 45.97%，预算执行率较低，项目资金支出不到位。因 2022年

下半年财政收回部分专项资金，重大投资项目论证工作、安装市

国资委企业债务统计监测报表系统和国企干部培训工作在 2022

年度未能开展。

（四）未制定专门的项目管理制度

郑州市国资委作为本项目资金预算、支出单位，未能根据单

位实际情况，结合项目特点和具体实施内容，制定专门的项目管

理制度。

五、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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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落实事前绩效评估政策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深入落实《郑州市财政强化源头管控做

深事前绩效评估》中提出的：一是明确评估范围。对 2022年新

增重大政策和项目或执行期满需要延续的，全部纳入事前绩效评

估范围，做到应评尽评，实现事前评估全覆盖。二是夯实预算编

制基础。将事前绩效评估工作要求和内容作为 2022年预算编制

的组成部分，与部门预算编制通知、编制指南同步印发，通过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现事前绩效评估项目全覆盖，从严把控项

目库“准入关”的规定。落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遵循绩效导向、

财力匹配、科学规范等原则，重点评估项目必要性、可行性、效

率性，兼顾项目效益性、经济性。

（二）健全绩效指标库，加大绩效目标审核力度

加强绩效管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部门项目支出核

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试行）的通知》（财预〔2021〕

101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预算绩效指标库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财效〔2021〕7号）等相关规定，完

善预算项目绩效指标设置。充分发挥绩效目标的前置引领和过程

约束作用，督促郑州市国资委机关各处室加强绩效目标编制审核

和项目储备统筹工作，做到绩效目标细化量化并与预算安排相匹

配。加大对部门绩效目标的审核力度，绩效目标不细不实的不予

入库、不予安排预算。开展绩效目标设置和执行历史数据比对分

析，提升指标设置科学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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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预算执行监管力度，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提高预算执行监管力度。加强对项目预算执行过程的动态监

督，及时掌握各项目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和实时动态，完善预

算执行情况定期通报机制，根据情况强化对财政资金拨款的管控，

倒逼各项目加快项目进度。同时，各部门要切实履行好内部预算

执行主体的职责，加强对本部门预算项目预算执行过程的调度管

理，大力推进项目进度和支出进度，促进预算的有效执行和支出

的及时实现，从而促进预算执行率的提升，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四）制定项目专项管理制度，提升项目管理观念

完善的项目实施管理能够有效地控制项目的资源和进度，使

项目按照计划、预算和质量标准实现预期目标。郑州市国资委应

通过健全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完善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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