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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省级预算部门
（单位）

云南省民政厅 中介机构 云南永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填表时间：2018年11月15日

云南省民政厅2017年民政事业专项资金项目绩效再评价报告

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1.建议将第3页‚陷入临时生存危机的流动人员‛改为‚临时遇到困难的群众‛。
采纳。已将第3页‚陷入临时生存危机的流动人员
‛改为‚临时遇到困难的群众‛。

2.建议将第4页‚做到需救尽救，应救快救‛改为‚及时救助，应救尽救，依法救助。‛
采纳。已将第4页‚做到需救尽救，应救快救‛改
为‚及时救助，应救尽救，依法救助。‛

3.建议将第7页‚（4）救助管理‘机构’专项补助‛改为‚救助管理工作专项补助‛。全段改
为‚主要用于省内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对象、临时遇到困难群众的救助，对流浪
乞讨未成年人实施救助保护，开展适合未成年人的文化法制教育、娱乐活动、心理疏导、行为
矫治等，维护其合法权益，城市街头基本无流浪乞讨未成年人。‛

采纳。已将第7页‚（4）救助管理‘机构’专项补
助‛改为‚救助管理工作专项补助‛。全段改为‚
主要用于省内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对
象、临时遇到困难群众的救助，对流浪乞讨未成年
人实施救助保护，开展适合未成年人的文化法制教
育、娱乐活动、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维护其合
法权益，城市街头基本无流浪乞讨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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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4.对报告中以下内容补充说明：第9页确保2017年全省完成对65000人次及以上的救助工作；第
16页救助保护量未达到预期65000人次目标；第17页未完成；在5.附件1-1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中，设置：65000人次以上为（优）、60000人次-65000人次为（良）、55000人次-60000人次
为（中）、50000人次以下为（差）在6.附件1-2：绩效再评价绩效目标表中，≥65000人次以
上。在7.附件2：云南省民政厅2017年民政事业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中，
绩效再评价指标体系主评分表，第4页，全省救助保护量，总分4分，扣4分。
　　说明：2017年编制预算时，其指标、目标的设定都是参照2016年预算及2015年全省救助
66226人次进行的。由于云南地理、气候条件特殊，按照惯例，每年救助量都在不断增加，针
对这些情况，云南省救助管理站在编制预算时均按原来测算增福增加救助量。后因全国开展脱
贫攻坚、政策法规不断完善、救助力度加大，流浪乞讨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救助量实际呈现逐
年下降趋势，原设定65000人次与实际存在差距，因此，按原设定的目标进行考核存在不合理
性，建议对此项指标的评分分值重新进行调整。

未采纳。理由：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是依据预算申
报绩效目标设置，绩效再评价考核绩效目标是否实
现、是否完成，年初申报预算时的绩效目标为
65000人次以上，因此不采纳。

5.建议将报告第10页（一）绩效自评概述中‚于2018年9月4日提交了自评报告的相关表格，截
止评价报告日未提供正式的自评报告。‛修改为：‚《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2017年度预算绩
效自评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财预﹝2018﹞64号）要求，云南省民政厅于2018年4月下旬完成
了2017年民政事业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将自评信息录入部门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并于
4月30日完成报送工作。‛

采纳。已修改为云南省民政厅于2018年4月下旬完
成了2017年民政事业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工作，
将自评信息录入部门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并于4月
30日完成报送工作。

6.建议将摘要第3页中‚3.财力不足，缩小救助对象范围。个别地区对救助对象施加条件限
制，缩小救助对象范围。‛修改为‚由于资金筹集总量少，供求矛盾突出，个别地方救助比例
低，未达到救助预期目标。‛

未采纳。理由：此处反映的问题是对救助对象附加
条件限制，缩小救助对象范围，即按省级救助文件
规定，应该享受到救助的困难对象无法得到救助，
而非救助比例低。

7.附件5《抽样点发现问题汇总表》中资金管理方面‚资金违规使用，存在变更资金使用用途
的情况‛‚沧源县将省级下达的医疗救助资金用于高龄老人补助，涉及资金11.18万元。‛根
据《云南省民政事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云财社﹝2016﹞65号）第三章第
十条，各地财政、民政可结合分项滚存结余资金规模和当年工作实际需要，在既定的专项资金
用途之内，适当调整分项资金占比，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因此，该项不应视为存在问题。

采纳。已删除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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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10.对报告中第28页‚存在少数地区高龄津贴发放标准未达省级规定最低标准‛的补充说明：
部分被抽样点，如弥勒市、建水县、开远市高龄补助未按省级50元/人.月标准发放，省老龄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也对此进行了深度调查和分析，主要原因是各地经济水平存在差异，州市资金
配套困难，导致补助标准偏低。2017年省级高龄津贴汇总表里反映全省补助标准均达到50元/
人/月，取值为各州市补助金额的平均值。

未采纳。理由：补助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并
非指云南省全省补助标准的平均值。

8.附件5《抽样点发现问题汇总表》中资金管理方面‚资金结余过大‛，根据《云南省城乡医
疗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云民社救﹝2016﹞17号），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累计结余
不超过当年筹集基金总额的10%。弥勒市2017年到位资金617.8万元，实际使用资金588.97万
元,结余资金38.53万元，结余资金占当年筹集资金的4.67%；楚雄市2017年共到位资金
4,976.38万元，实际使用资金5,083.90万元，当年筹集资金已全部用完。两市均不应视为结余
资金过大。

采纳。已删除两市资金结余过大的问题。

9.附件5《抽样点发现问题汇总表》中资金管理方面‚存在变更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临翔
区将省级下达的低保资金用于医疗救助，涉及资金328.60万元。根据《云南省社会救助资金整
合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云财社﹝2017﹞2号），低保资金和医疗救助资金可以整合使用，该
项不应视为存在问题。

采纳。已删除临翔区存在变更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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