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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政厅 2016 年城乡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项目

绩效再评价报告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7 年预算支出绩效再评价工

作的通知》（云财预〔2017〕215 号）、《云南省省级财政支出预

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云财评审〔2016〕39 号）和《2017

年预算支出绩效再评价工作实施方案》（云财评审〔2017〕98 号）

的要求，云南省财政厅预算评审中心委托云南永盛会计师事务所，

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对云南省民政厅 2016 年城乡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项目进行绩效再评价。现将再评价情况报

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设立的背景及依据

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对依靠自身能力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

公民提供的物质帮助和服务，是保民生、托底线、救急难、促公平

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关系到困难群众切身利益的维护和保障，关系

到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实现和执政根基的稳固，关系到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纳入本次绩效再评价的社会救助项目为城市

低保补助资金项目、农村低保补助资金项目及临时救助资金项目，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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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低保补助资金项目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

社会的快速转型，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我国城

市出现了一个以下岗失业职工为主体的新城市贫困群体，1993 年

最先以上海为试验城市，我国开始探索并逐步建立以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城市贫困救助制度。1997 年 9 月，国务院

出台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

〔1997〕29 号），要求 1999 年年底前，县级以上城市和县政府所

在地的乡（镇）都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志着我国

城市低保制度正式建立。

（2）农村低保补助资金项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 年中共中央 1 号文件）中明确提

出，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 年末，全国

31 个省（市）的所有涉农县（市、区）出台了农村低保政策。2012

年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

见》（国发〔2012〕45 号），明确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总体

要求和基本原则、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政策措施。

（3）临时救助资金项目

2014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

649 号），将临时救助作为八项基础救助制度之一，列为专章，明

确了临时救助的对象、范围和责任部门。为贯彻《社会救助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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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精神，云南省出台了《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对相关规

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建立

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国发〔2014〕47 号），对临时救助的功

能定位、制度内容、对象范围、标准制定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在

总结云南省全省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务院和云南省人民

政府有关文件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

助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52 号），对临时救助制度

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和补充，为全省各地修订完善现行制度、健

全工作机制提供政策依据。

2.项目设立的目的

最低生活保障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在社会管理和运行机制中发挥着“兜底”保障作用。通过对共

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

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切实

维护和有效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让困难群众真正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临时救助资金是帮助缓解困难群众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

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

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

个人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措施，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的客观需要；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提升社会救助综合效益，

确保社会救助安全网网底不破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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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预拨 2016 年城乡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云财社〔2015〕299

号）和《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下达 2016 年第二批城乡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社〔2016〕214 号），

下达项目资金 113332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资金 882609 万

元（含特困人员救助资金 85948 万元，该项目全部为中央资金，本

次绩效再评价不纳入评价范围），省级财政预算资金 250711 万元。

剔除特困人员救助资金 85948 万元后，2016 年城乡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救助补助资金下达数为 1047372 万元。

（三）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 2013 年 3 月 20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3〕42 号）、《关

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52 号）、

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社〔2015〕247 号）文件，

项目实施内容具体如下：

1.资金使用范围

用于城乡低保和临时救助对象基本生活救助补助，含低保对象

价格补贴、节日补贴和临时或一次性的生活补助资金。

2.救助补助对象

（1）城乡低保补助对象范围：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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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县级以上政府

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2）临时救助对象范围：因火灾、溺水等意外事件，导致基

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案

件终结后，造成当事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因

家庭成员突发重特大疾病，连续 3 个月支出的月均重特大疾病医药

费自付费用达家庭人均月收入的 3 倍及其以上，导致基本生活暂时

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因基本生活费、基本医药费和子女基

本教育费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月人均生活必需支出连续 3 个

月达家庭人均月收入的 3 倍及其以上，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困难

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或个人；县级以上政府规定的遭

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3.救助补助标准

（1）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按照全省居民生

活必需的费用确定、公布，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

况适时调整。州（市）人民政府可按照不低于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另行确定、公布。2016 年省级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不低于上一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出的 25%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不低于上

一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35%确定。

（2）临时救助标准。一次性救助一般不高于当地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年标准 3 倍的救助金，特别困难的，可适当提高救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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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但 1 年内累计临时救助金额一般不高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年标准的 6 倍。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云南省民政厅 2016 年预算申报时确定该项目绩效目标为：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

问题的重要指示，切实维护和有效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

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

障，对因临时性、突发性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城乡居

民家庭或者个人，给予非定期、非定量的临时救助，帮助其解决基

本生活困难。通过城乡低保制度、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使困难群

众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二是按照按标施保、补差救助的要求，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困难

居民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并按规定发放保障金。

三是按照国务院、省政府要求，不断推动项目的规范化管理。

年初预算申报的绩效指标如下：
表 1 预算申报绩效指标表

序

号

绩效类

型
绩效指标名称

绩效标准 预期

目标
说明

优 良 中 差

1 效果指标
地方低保资金配套

情况
100% 89-99% 80-89% 70-79% 优

考核州、县资金

配套情况。配套

率=实际配套资

金/应配套资金

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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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绩效类

型
绩效指标名称

绩效标准 预期

目标
说明

优 良 中 差

2 效果指标 乡镇入户调查率 100% 85-99% 75-84% 60-74% 优

考核制度实施

的规范化管理

情况

3 效率指标 对象准确率 >95% 80-95% 70-79% 60-69% 优
考核救助对象

的准确性

4 效果指标
低保资金按时发放

率
> =85% 80-89% 70-79% 60-69% 优

考核资金管理

及发放情况

5 产出指标

城乡低保和 1000 元

以上的临时救助资

金社会化发放率

> =90% 80-89% 70-79% 60-69% 优
考核资金管理

使用安全情况

6 产出指标

各州（市）、县（市、

区）出台并完善临时

救助实施细则或办

法

制定出

台 率

100%

制定出

台 率

80-99%

制定出

台 率

65-84%

制定出

台 率

<64%

优

考核政策是否

完备，管理制度

是否全面

7 效率指标
“救急难”工作开展

地区数量

90% 以

上地区

开 展

“救急

难”工

作

75-89%

地区开

展“救

急难”

工作

60-74%

地区开

展“救

急难”

工作

<60% 地

区开展

“救急

难”工

作

优

考核各地工作

措施的推进情

况

该项目 2016 年预算申报的绩效目标不够具体、明确，细化程

度不高，且 2016 年预算申报绩效指标未能完整的反映本次绩效再

评价的项目实施内容和范围。本次绩效再评价根据项目相关政策文

件、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制度以及项目实施内容和特点，并与

云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充分对接、沟通，对项目绩效目标进一步

梳理，将其细化为可考核的绩效指标。项目具体绩效目标如下：

1．州（市）、县（市、区） 配套资金到位率 100%；

2.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农村低保申请家庭进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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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调查核实；

3.补助资金年终滚存结余率控制在当年支出资金总额的 5%以

内；

4.各州（市）、县（市、区） 100%出台并完善临时救助实施

细则或办法；

5.在云南省 90%以上地区开展“救急难”工作；

6.城乡低保和 1000 元以上的临时救助资金 100%实现社会化发

放；

7.城乡低保标准执行达标。城市低保标准不低于442元/人•月，

农村低保标准不低于 2694 元/人•年，首批脱贫摘帽县的农村低保

标准不得低于 3100 元/人•年的扶贫标准线；

8.2016 年 7 月 1 日起城市和农村低保对象的月人均补助水平

较 2015 年分别提高 8%和 12%；

9.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应救尽救，补助对象认定准确率

100%；

10.城乡低保资金发放及时率达 100%：低保资金应于每月 10

日前发放，无金融服务网点的乡镇，农村低保金可以按季度发放，

于每季度初 10 日前发放到户；

11.2016 全省农村低保对象较 2015 年减少 20 万人；

12.政策知晓率：低保补助对象知晓率达 100%，临时救助对象

知晓率达 100%，社会公众知晓率 80%以上；

13.项目受益补助对象及社会公众的综合满意度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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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再评价指标如下表：
表 2 再评价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设定依据及指标值

数据来源
说明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过程

项 目

管理

州（市）、

县（市、区）

资金到位率

100%

《云南省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云财社〔2015〕

247 号）

州（市）、县（市、

区）资金实际到位与

计划投入资金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

资金落实情况对项

目实施的总体保障

程度

乡镇入户调

查率
100%

《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

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工作

的指导意见》（云民社

救〔2015〕17 号）

入户调查率=(实际

开展入户调查的家

庭数/申请家庭数）

×100%

财务

管理

资金年终滚

存结余率

资金年终滚存结余

率控制在当年支出

资金总额的 5%以内

《云南省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云财社〔2015〕

247 号）

结余率=年末滚存结

余资金数量/当年支

出资金总数

产出
产出

数量

各州（市）、

县（市、区）

出台并完善

临时救助实

施细则或办

法

制度出台率 100%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

的实施意见》（云政发

〔2015〕52 号）

各州（市）、县（市、

区）出台制度临时救

助实施细则情况

“救急难”

工作开展地

区比率

在云南省 90%以上

地区开展“救急难”

工作

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救助补助资金（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

预算申报时《项目绩效

指标表》

各州（市）、县（市、

区）开展“救急难”

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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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设定依据及指标值

数据来源
说明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城乡低保和

1000 元以上

的临时救助

资金社会化

发放率

100%

《云南省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云财社〔2015〕

247 号）

反映城乡低保资金

和临时救助资金的

社会化发放情况

产出

产 出

质量

城乡低保标

准执行达标

城市低保标准不低

于 442 元/人•月，

农村低保标准不低

于 2694 元/人•年；

首批脱贫摘帽县的

农村低保标准不得

低于 3100 元/人•年

的扶贫标准线。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提

高 2016年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云民社救〔2016〕14

号）

各县（市、区）实际

发放情况不低于云

南制定的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补助增长率

2016 年 7 月 1 日起

城市和农村低保对

象的月人均补助水

平较 2015 年分别提

高 8%和 12%。

《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

民政厅关于下达 2016年

第二批城乡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的

通知》（云财社〔2016〕

214 号）

补助增长情况是否

达到文件要求

补助对象认

定准确率

补助对象的认定符

合政策标准，准确

率 100%

《云南省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云财社〔2015〕

247 号）

对补助对象进行抽

样，是否存在将不符

合条件的人员纳入

救助补助范围内

产 出

效率

城乡低保资

金发放及时

率

100%

《云南省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云财社〔2015〕

247 号）

城乡低保资金于每

月 10 日前发放，无

金融服务网点的乡

镇，农村低保金可以

按季度发放，于每季

度初 10 日前发放到

户

效果
社 会

效益

农村低保对

象年度减少

数量

2016 全省农村低保

对象较 2015 年减少

20 万人

《关于印发云南省社会

保障精准扶贫行动计划

的通知》（云民社救

〔2016〕9 号）

反映民政厅精准扶

贫计划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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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设定依据及指标值

数据来源
说明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政策知晓率

1.低保补助对象政

策知晓率达 100%；

2.临时救助对象政

策知晓率达 100%；

3.社会公众政策知

晓率 80%以上。

问卷调查数据得分

通过宣传、实施城乡

低保补助救助政策，

群众对于该项政策

的知晓程度

满 意

度 调

查

受益对象及

社会公众的

满意度

满意度 95%以上。 问卷调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对项目宣传、实施情

况进行调查

（五）组织管理情况

云南省民政厅统筹全省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县级以上民政部门

是城乡低保、临时救助的综合管理和实施的主要部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设立社会救助经办机构，落实经办人员，在便

民服务场所设置社会救助受理窗口，建立多部门合作办理机制，具

体负责有关社会救助的申请受理、调查审核。村民委员会、居民委

员会协助做好本区域的有关社会救助工作。

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印发的《云南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社〔2015〕247 号）文件，一是明确切实

加大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投入；二是各地必须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将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安排，并按进度及

时将资金拨入“社保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挪用。

最低生活保障金应于每月 10 日前实行社会化发放，无金融服

务网点的乡镇，农村低保金可以按季度发放，于每季度初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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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到户。临时救助金原则上实行社会化发放，临时救助特殊情况

且金额在 1000 元以下的可采取现金发放。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绩效自评概述

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按照《关于开展 2016 年度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救助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17〕48 号）

的要求，逐条对照《2016 年度省（自治区、直辖市）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民办发〔2016〕22

号）对云南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进行了自评。云南省

民政厅规财处具体负责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绩效自评工

作于 2017 年 1-3 月期间开展，从项目工作保障、工作管理、工作

效果和工作创新四个方面对项目绩效进行评价，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形成了《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2016 年度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自评报告》（云民社救〔2017〕7 号）。

（二）绩效自评结论

绩效自评总分 105 分,得分 99.18 分，自评等级为“优”。自

评结论为：2016 年，民政部门加大精准施保工作力度，有效推进

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两项制度衔接，统筹协调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

低保标准，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提高了保障对象月人均补助

标准，完成了补助标准提标的工作目标。通过城乡低保、临时救助

制度的实施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较好的完成了既定工

作目标。但还存在敬老院法人登记率未达标，农村低保对象占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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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比例超过西部地区平均水平，未有效消耗结余资金等问题。

三、绩效再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再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年修订）；

2.《云南省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云

财预〔2015〕427 号）；

3.《云南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

社〔2015〕247 号）；

4.《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 号）；

5.《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3〕42 号）;

6.《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云政发〔2015〕52 号）；

7.《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15〕21 号）；

8.其他相关依据文件。

（二）绩效再评价方法

结合本次绩效再评价项目的具体情况，为确保本次绩效再评价

工作的真实可靠。本次绩效再评价主要通过审阅资料、现场调研、

实地评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进行评价。

1.审阅资料

收集与项目预算、管理、绩效相关的评价资料，形成绩效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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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基础资料，并对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进行审阅。查阅项

目立项申报文件、报表资料项目管理情况、资金管理情况、自评报

告，对需要现场调查的问题做好记录。具体为：（1）对实施单位

上报的自评报告进行认真审阅，核实项目单位自评工作是否按要求

完成，评价完成的效果和质量，收集绩效再评价的基础数据；（2）

对项目实施单位填报的项目预算评审情况表、资金使用情况表进行

审阅，对资金使用通过实地调查、原始凭证查阅等进行核实；（3）

收集项目绩效的相关资料并结合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结果对项目绩

效进行客观评价。

2.现场调研

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项目基本情况、项目组织管理情况、项

目资金管理情况、项目实施及绩效目标申报和实现情况，结合项目

特点制定再评价指标体系。

3.实地评价

绩效再评价工作组根据分工，采用资料收集与数据填报、案卷

研究、实地调研、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组织开展实地再评价。

在绩效再评价实施过程中，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收集评价数

据、资料；同时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项目的综合满意度及其他与评价

相关的信息。

4.问卷调查法

通过现场调查与座谈、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项目实施情

况，发现项目管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完善相关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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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的建议，着重对项目产出和效果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为项

目实施效果提供定性与定量评价的基础。

5.数据分析

依据项目设立时的预算申报文件、预算批复下达文件，对照项

目实际完成内容，评价项目实施内容与批复预算的完成情况；依据

相关政策文件，评价项目是否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执行；依据

项目资金计划文件和凭证，评价项目资金下拨、到位及使用情况；

将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结果对比分析，判断项目目标的实现情况；

将项目预期效益与实施效果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开展的问卷调

查，评价项目预期效果和效益实现程度。

（三）绩效再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再评价指标

根据项目特点，项目绩效再评价体系设置“投入、过程、产出、

效果”4 个一级指标，并按照 15%、20%、35%和 30%的权重进行评

分。具体评分标准根据再评价指标体系各项指标对应的考核内容和

范围进行确定。

“投入”指标由“项目立项、资金落实”2 个二级指标构成，

同时将 2 个二级指标细化为 7 个三级指标，17 个评分项，其中包

含 3 个定量评分项和 14 个定性评分项。主要考核项目立项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资金到位率、到位及时率、资

金分配科学性。

“过程”指标由“项目管理、财务管理”2 个二级指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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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 2 个二级指标分解为 11 个三级指标和 32 个评分项，5 个定

量评分项和 27 个定性评分项。项目实施方案制定、项目操作规章、

项目执行的过程管理、受益对象档案资料管理和项目绩效自评等工

作完成情况。

“产出”指标由“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效率”3 个二级

指标构成，同时将 3 个二级指标分解为 10 个三级指标，17 个评分

项，其中包含 11 个定量评分项和 6 个定性评分项。主要综合考核

项目管理情况、项目资金使用率、补助对象准确率、项目结余资金

的管理及使用规范程度执行情况。

“效果”指标由“社会效益、满意度调查”2 个二级指标构成，

同时将 2 个二级指标细化为 7 个三级指标， 10 个评分项均为定量

评分项。主要综合考核项目补助资金的定向率、项目资金执行的透

明度及发放及时性、补助资金使用的社会效益、受益对象及社会公

众的满意度等情况。

2.再评价标准

主要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分标准，共设置 76 个评分项，

其中 29 个定量标准、47 个定性标准。定性标准采用两段评分法和

分段评分法，定量标准主要针对项目资金到位情况、补助资金发放

完成情况按百分比计算得分，具体评价标准详见附表 1。

本次再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

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打分。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

再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优（得分≥90 分）；良（80 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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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分）；中（60≤得分＜80 分）；差（得分＜60 分）。

（四）绩效再评价抽样

该项目涉及全省 16 个州（市）约 512 万人，其中城市低保对象

约 89.92 万人，农村低保对象约 422.40 万人，因救助补助对象人数

多且分布较散，抽样选点主要考虑因素为：

1.项目资金支出的占比情况。选取人数多、资金量大的州（市）、

县（市、区），核实州（市）、县（市、区）级配套的资金是否足额

及时到位。

2.人均 GDP 排名。根据各州（市）公开的 2016 年人均 GDP 情况，

选取人均 GDP 排名在前、中、后的地州作为抽样地区。实地评价选取

了昆明市、红河州、大理州、德宏州、临沧市、文山州、昭通市，其

人均 GDP 排名分别为 1、7、8、9、13、15、16。

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城乡低保补助资金项目和临时救助资金项

目实地评价抽查项目资金比例分别为 31.40%和 30.25%。选取的抽

样地区具体见下表：
表 3 抽查样本县（市、区）情况表

单位：万元单位：万元单位：万元单位：万元

片区
抽查样本县

（市、区）

低保资金支

出金额
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

城市低

保资金

占比

农村低

保资金

占比

临时救助

资金支出

临时救

助资金

占比

昭

通

市

镇雄县 50277.93 15480.39 34797.54 4.25% 4.23% 2055 4.29%

昭阳区 21326.65 9301.80 12024.85 2.55% 1.46% 298.90 0.62%

永善县 17080.38 4900 12180.38 1.35% 1.48% 1155.50 2.41%

彝良县 18078.24 5206.50 12871.74 1.43% 1.57% 98 0.20%

巧家县 13947.16 2509.08 11438.08 0.69% 1.39% 513.33 1.07%



－ 18 －

片区
抽查样本县

（市、区）

低保资金支

出金额
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

城市低

保资金

占比

农村低

保资金

占比

临时救助

资金支出

临时救

助资金

占比

红

河

州

金平县 20402.86 1481.54 18921.32 0.41% 2.30% 462.42 0.97%

个旧市 14614.93 12257.72 2357.21 3.36% 0.29% 404.36 0.84%

元阳县 14745.06 2437.20 12307.86 0.67% 1.50% 443.60 0.93%

泸西县 8462.01 1800.49 6661.52 0.49% 0.81% 336.12 0.70%

建水县 6108.14 1652.51 4455.63 0.45% 0.54% 368.11 0.77%

昆

明

市

东川区 19688 11816 7872 3.24% 0.96% 1108.90 2.32%

禄劝县 11547.80 3085.80 8462 0.85% 1.03% 1981 4.14%

盘龙区 11714.75 10923 791.75 3.00% - 99.30 -

寻甸县 10428 2720 7708 0.75% 0.94% 744.30 1.55%

大

理

州

祥云县 9731.20 3691.15 6040.05 1.01% 0.74% 365.03 0.76%

弥渡县 10067.29 2537.89 7529.40 0.70% 0.92% 384.11 0.80%

鹤庆县 7634.26 2188.81 5445.45 0.60% 0.66% 185.20 0.39%

云龙县 9596.40 2446.20 7150.20 0.67% 0.87% 294.45 0.61%

文

山

州

马关县 18660.00 2217 16443 0.61% 2.00% 521 1.09%

广南县 17333.67 3064.17 14269.50 0.84% 1.74% 551.53 1.15%

富宁县 18960 2955.22 16004.78 0.81% 1.95% 373.31 0.78%

德宏

州

芒 市 10792.12 5411.21 5380.91 1.49% 0.65% 361.91 0.76%

盈江县 11107.11 3086.55 8020.56 0.85% 0.98% 306.66 0.64%

临沧

市

临翔区 10569.40 6341.66 4227.74 1.74% 0.51% 633.42 1.32%

云 县 9555.28 3515.71 6039.57 0.97% 0.73% 443 0.93%

抽样合计 372428.64 123027.60 249401.04 33.77% 30.35% 14488.46 30.25%

项目总体支出 1186028.11 364283.22 821744.89 47890.98

四、绩效再评价结论

（一）绩效再评价综合结论



－ 19 －

绩效再评价得分为 83.79 分，评价等级为“良”。再评价综合

结论如下：

云南省民政厅 2016 年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项

目，省级和州（市）、县（市、区） 资金均已及时足额到位，资

金得到有效保障。云南省陆续制定和完善了城乡低保及临时救助对

象认定、补助标准和水平、资金保障及管理、工作程序、监督检查、

绩效评价、与扶贫制度衔接等一系列制度、办法，社会救助体系整

体制度建设日趋完善。基本上做到了分类按标施保、按标施救。在

抽样县（市、区）县（市、区）所有乡镇均开展了“救急难”工作，

城乡低保资金实现 100%社会化发放。通过项目实施，为全省约

89.92 万城市低保对象、422.40 万农村低保对象提供了基本生活保

障，为全省约 37.76 万户家庭约 68.61 万人次提供了临时救助，有

效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在惠民生、解民忧、保稳定、促和

谐等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但还存在绩效自评不规范，社会救助系

统数据与统计报表不够准确，个别地区资金违规使用，历年滚存资

金结余较大，部分地区动态管理不到位、资金发放不及时，少部分

地区受益对象满意度不高等情况。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云南省民政厅 2016 年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项

目绩效目标完成率不高，13 项具体绩效指标中有 9 项未实现预期

目标。

过程指标中州（市）、县（市、区） 资金到位率指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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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资金年终滚存结余率指标未完成。

产出指标中的 7 项指标仅“救急难”工作开展地区比率、补助

增长率完成预期目标。各州（市）、县（市、区） 出台并完善临

时救助实施细则或办法、城乡低保和 1000 元以上的临时救助资金

社会化发放率、城乡低保标准执行达标、补助对象认定准确率、城

乡低保资金发放及时率指标均未能完成。

效果指标中农村低保对象年度减少数量指标已完成，但政策知

晓率、受益对象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指标未完成。

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表：
表 4 再评价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

实现

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过

程

项目

管理

州（市）、县（市、

区）资金到位率
100%

已完

成

应配套 160268.65 万元，实

际到位 160268.65 万元，完

成率达 100%

乡镇入户调查率 100%
未完

成

所有抽查对象显示乡镇均

进行了入户调查，但个别县

（市、区）民政部门无法提

供抽查率≥30%的痕迹资料

财务

管理

资金年终滚存结

余率

资金年终滚存结余率控

制在当年支出资金总额

的 5%以内

未完

成
资金结余率 7.6%

产

出

产出

数量

各州（市）、县（市、

区）出台并完善临

时救助实施细则

或办法

制度出台率 100%
未完

成

州（市）制定了实施细则，

部分县（市、区）未按要求

制定，制度出台率未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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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

实现

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救急难”工作开

展地区比率

在云南省 90%以上地区

开展“救急难”工作

已完

成

抽样县（市、区）各乡镇

均已开展了“救急难”工

作

城乡低保和 1000

元以上的临时救

助资金社会化发

放率

100%
未完

成

彝良县全部采用现金发放；

镇雄县少部分大额资金采

用现金发放，社会化发放未

达 100%

产

出

产出

质量

城乡低保标准执

行达标

城市低保标准不低于

442 元/人•月，农村低保

标准不低于2694元/人•

年；首批脱贫摘帽县的

农村低保标准不得低于

3100 元/人•年的扶贫标

准线。

未完

成

马关县城市低保按 370 元/

人•月标准发放

补助增长率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城市

和农村低保对象的月人

均补助水平较2015年分

别提高 8%和 12%。

已完

成
7月提标后，均达到要求

补助对象认定准

确率

补助对象的认定符合政

策标准，准确率 100%

未完

成

永善县存在人未死，按死亡

原因减少低保，准确率未达

100%

产出

效率

城乡低保资金发

放及时率
100%

未完

成

抽样县（市、区）只有 8

个县按月进行及时发放，及

时率为 32%

效

果

社会

效益

农村低保对象年

度减少数量

2016 全省农村低保对象

较 2015 年减少 20 万人

已完

成

全省 2016 年退出低保对象

34.20 万人

政策知晓率

1.低保补助对象政策知

晓率达 100%；

未完

成
社会公众知晓率为 51.2%

2.临时救助对象政策知

晓率达 100%；

3.社会公众政策知晓率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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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

实现

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满意

度调

查

受益对象及社会

公众的满意度
满意度 95%以上。

未完

成
综合满意度为 81.85%

（三）绩效自评与再评价差异分析

2016 年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项目自评总分 105

分，自评得分为 99.18 分，自评等级为“优”；绩效再评价总分 100

分，再评价得分 83.79 分，再评价等级为“良”，绩效自评与再评价

差异原因主要为：

1.项目投入保障，自评得分为满分，再评价扣减 0.5 分。再评价

扣分原因为申报的部分绩效指标不够细化、低于制度要求。

2.项目过程管理，自评为满分，再评价扣减 5.56 分。再评价扣

分原因为：一是州（市）级以下单位项目组织实施部门人员配备不足；

二是部分抽样县（市、区）未 100%实现对受益对象的家庭成员、收入

情况、保障金额等信息的长期公示；三是社会救助系统数据与统计

报表均不够准确；四是部分抽样县（市、区）民政部门对保障对象抽

查核实率未达到 30%；五是未按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

级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预〔2016〕98 号）

文的相关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六是未有效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3.项目资金管理，自评扣 3.82 分，再评价扣 1.58 分。差异原因

主要为：一是自评中对 2016 年地方配套资金占项目资金总支出的

34%，扣 1.32 分，而再评价因此项指标未见相关制度要求未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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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自评时对资金管理方面未扣分，而再评价因为部分抽样县（市、

区）存在未建立结余资金管理制度、违规使用资金、临时救助资金报

账不及时等情况扣减 1.30 分。

4.产出效益情况，自评扣分 2 分，再评价扣 7.03 分。差异主要

原因：一是自评报告对农村低保对象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与西部地区平

均水平相比超过两个百分点、敬老院法人登记率未达到 80%或年增长

10%、消化项目结转结余资金未达 10 亿元以上等指标扣除 2分，而项

目资金管理文件不涉及这三项指标，再评价时未予以考虑；二是再评

价发现抽样县（市、区）基本未做到对受益对象进行定期清理、核查，

未 100%出台临时救助实施细则，城乡低保资金发放不及时，社会公众

政策知晓率偏低，实施整体满意度未达 95%等原因造成扣分较多。

五、绩效再评价情况分析

（一）投入情况分析

项目投入包括项目立项和资金落实两方面。该项满分为15 分，

再评价得分 14.50 分，得分率 96.67%。反映出项目立项依据充分，项

目配套资金及时到位，保障了项目顺利实施，项目绩效指标设置相对

清晰，但部分绩效指标考核值低于制度要求标准，具体再评价投入情

况分析如下：

一是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政策制度不断完善，项目实施细则日趋

精细化。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项目依据《关于在全国建立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1997〕29 号）、《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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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国务院令 649 号）等相关文件规定，云南省 2014 年出台了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对社会救助相关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细

化。2014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 649

号），在总结我省全省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务院和省政府

有关文件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

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52 号），对临时救助制度的有关内容

进行了调整和补充。

二是项目省级和下级配套资金到位及时，为项目顺利开展实施提

供了有效的资金保障。根据云南省民政厅提供的《2016 年城乡居民

低保分析与保障情况表》和《2016 年临时救助资金决算情况表》，

2016 年度实际可使用资金 1331785.37 万元，其中到位预算资金

1207640.65 万元（中央资金 796661 万元，省级资金 250711 万元，

州（市）、县（市、区）级资金 160268.65 万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历年滚存结余资金 124144.72 万元。

三是项目绩效目标相对合理，但部分绩效指标值低于制度要求标

准。如：按政策规定，低保资金按时发放率、1000 元以上的临时救助

资金社会化发放率均应达 100%，而绩效指标分别为≥85%、≥90%。

（二）过程情况分析

过程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两方面。该项满分为20 分，

再评价得分 12.86 分，得分率 64.30%。总体上来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项目和资金管理制度，但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制度执行、监督检查

不到位等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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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具体的项目管理制度，专项资金专账管理，资金拨付有完

整的申请审批程序，但是在项目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云南省人

民政府根据中央对项目内容和程序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云

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对社会救助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持。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下问题：一是大部分县级和乡镇级民政部

门工作人员配备不足；二是社会救助系统数据与统计报表均不够准

确；三是部分救助补助对象申请资料不全；四是 2016 年绩效自评未

按《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暂行办

法的通知》（云财预〔2016〕98 号）要求开展；五是少部分县（市、

区）存在用项目资金列支其他支出的情况；六是部分抽样县（市、区）

滚存结余资金超过了当年支出的 5%，具体见下表：
表 6 抽查县份结余资金超 5%城乡低保、临时救助项目统计表

序号 县份 2016 年支出 2016 年结余 比率

1 寻甸县 11172.42 1553.13 13.90%

2 巧家县 14210.50 1290.84 9.08%

3 永善县 15346.61 2078.96 13.55%

4 金平县 20865.28 1138.39 5.46%

5 祥云县 10096.22 1436.32 14.23%

6 弥渡县 10440.64 964.47 9.24%

7 云龙县 890.89 773.69 7.82%

8 剑川县 5965.23 783.57 13.14%

9 盈江县 11413.77 623.41 5.46%

10 临翔区 11202.82 1354.59 12.09%

11 云 县 9998.28 734.50 7.35%

抽样合计 130602.66 12731.85 9.75%

云南省 1237171.65 94613.72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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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出情况分析

产出情况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效率三个方面。该项满

分为 35 分，得分 28.60 分，得分率 81.71%，反映出全省项目产出指

标完成情况一般。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产出数量方面。根据云南省民政厅提供的全省统计数据，资金

使用率不达标。实地评价县（市、区）均开展了“救急难”工作，并

对城乡低保对象全部进行了分类施保，但动态管理完成情况、资金社

会化发放率等指标完成情况不太理想，主要如下：

一是资金使用率 92.90%，未达到 95%。实际使用资金 1237171.65

万元，其中：城乡低保补助资金 1189394.34 万元，临时救助资金

47777.31 万元，占 2016 年可使用资金 1331785.37 万元的 92.90%。

截止 2016 年年末，历年滚存结余资金合计为 94613.72 万元（其中

城乡低保结余 76734.15 万元，临时救助资金结余 17879.57 万元）。

二是动态管理，《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工作的指导意见》（云民社救

〔2015〕17 号）要求，受益对象对其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定期

报告，民政部门应对受益对象进行定期核查和清理，但实际工作中未

严格执行；

三是抽样县（市、区）城乡低保资金均采取了社会化方式发放；

1000 元以上的临时救助资金除少部分县（市、区）外均采取了社会化

方式发放；

四是抽样州（市）均细化了临时救助制度，但部分县（区）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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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要求出台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细则。

2.产出质量方面。所有抽样县（市、区），城市低保对象和农村

低保对象保障标准的补助增长率，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较 2015 年分

别增长了至少 8%、12%；但补助对象认定准确率指标、低保标准执行

准确性指标未完成，具体如下：

一是补助对象认定准确率。抽样县（市、区）采取了各种措施防

范“错保”，但在实地评价中，发现部分抽样县（市、区）的乡镇在

2017 年对受益对象进行清理时，退出对象较多。

二是低保标准执行准确性。大部分抽样县（市、区）均能做到按

标施保、按标施救，但马关县城市低保标准低于云南省民政厅要求的

最低标准。

3.产出效率方面。完成情况较差，所有抽样县（市、区）均未按

照《云南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社〔2015〕

247 号）的要求，于每月 10 日前将低保资金打入受益对象的账户，而

是采取按季度、半年度的方式合并发放。

（四）效果情况分析

效果情况包括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和满意度三方面，满分为 30

分，得分 27.83 分，得分率 92.77%，反映项目整体效果明显。其中，

低保受益对象基本生活得到基本保障指标、临时救助对象困难解决的

情况指标、可持续性指标完成较好，实现了预期目标，但存在社会公

众政策知晓率、受益对象满意度不高的情况。具体如下：

一是社会效益明显，社会效益满分为 20 分，绩效再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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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分，得分率 97.20%。通过城乡最低生活社会保障资金救助，为

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对维护

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社会公众对政

策的知晓率不高的情况；

二是救助补助对象平均满意度只为 76.86%。造成满意度不高的原

因，一方面是救助对象文化水平不高，对于低保、临时救助政策的申

请流程感到繁琐，对救助渠道和申请流程不清晰；另一方面是部分救

助对象反映救助资金少，享受了救助资金后自己基本生活和临时性困

难还是得不到有效保障和解决。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峨山县对低保对象采取积分制，蒙自市对受益对象生活

状况进行指标量化，助力精准实施保障工作

峨山县制定了《峨山县精准低保积分制实施办法（试行）》，把

低保对象的认定条件进行数字量化，以积分的形式确定是否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范围，以积分的多少确定低保家庭应领取低保金的金额。通

过入户调查、听证评议、乡镇审核三项量化评分得到综合评分，作为

低保认定的依据。低保积分制弥补了对收入、财产评估不够准确的问

题，提高了低保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能更科学的衡量申请对象的困难

程度，提高救助精准度。

蒙自市针对低保收入核实难、精准认定难等问题，将政策条件量

化成 5 大项 42 项指标，制定了《蒙自市困难群众生活状况量化评分

细则》。一是量化评定项目具体明细。指标体系包括家庭成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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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居住状况、家电等非生产生活必需品状况、家庭固定财产状况以

及家庭水电手机电话通信费用开支状况 5 个方面，每一个项目都进行

了详尽的分类和细化。二是区分地区进行分类设置量化指标。将地区

分为山区农村、坝区农村和城郊农村三个类别进行量化。三是合理分

配权重比例。每个指标项分别计相应分值，按劳动力由弱到强、条件

由差到好、收入由低至高依次按相应分值计算。四是分层次组织量化

评分，评定方式多样灵活。分类量化评分主要从个人自评、小组初评、

村“两委”评议和乡镇审核、民政系统核对、审批 5 个层次进行，对

低保对象生活状况进行指标量化，较为准确地掌握困难群众生活状

况，为精准识别困难救助对象提供客观依据，综合运用量化评分结果，

提高了低保对象动态管理水平。

（二）创新整合使用资金

云南省 2017 年 1 月率先于全国出台了《云南省社会救助资金统

筹整合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云财社〔2017〕2 号），创新将城乡低

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孤儿生活保障、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等 6 项资金统筹整合使用，鼓励各地打破“撒胡椒面”

和“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困局，集中财力支持精准救助、精准扶

贫。

七、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分县（市、区）社会救助信息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

影响民政部门和扶贫开发部门基于该系统数据运用的准确性

云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系统是云南省民政部门实现对城乡低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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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信息化管理的主要载体，系统中提取的低保对象数据是云南省民政

厅对低保补助资金测算分配的重要依据，同时该系统和云南省扶贫开

发信息系统实现了全方位对接。该系统数据是否准确、完整，是否与

实际保障情况相一致，直接影响到云南省民政厅和云南省扶贫部门对

系统数据的运用。但实地评价时发现部分县（市、区）社会救助信息

系统人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差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救

助信息系统人数中低保对象综合统计表（系统数据）的人员变动情况

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如元阳县、彝良县、永善县、云龙县；二是社会

救助信息系统时点报表受益人数与实际发放人数不一致，详见表 7。

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县（市、区）未严格按照《云南

省民政厅关于做好云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系统数据录入完善后续工作

的紧急通知》的要求对发生变动的救助补助对象进行及时更新，而是

采取定期汇总变动情况，再更新社会救助系统数据的方式；二是部分

县（市、区）对受益对象进行清理核查的耗时较长，对有疑问的对象

暂停发放（待核查完毕后再对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发放），如祥云县、

昭阳区；三是因云南省民政厅每年提取上年度 6 月和 12 月的数据，

作为城乡低保资金分配依据，部分县（市、区）为不被减少预算资金，

未将应退出人数及时在系统中减少。抽样县（市、区）存在差异情况

如下：

表 7 抽样县（市、区）2016 年 12 月人数情况核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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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县

（市、区）

社会救助系统城乡低保2016年 12月

资金发放人数

城乡低保2016年12月资金实际发放

人数 系统与实

际差异
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 城乡合计 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 城乡合计

镇雄县 44543 172827 217370 40912 172119 213031 4339

昭阳区 26351 65852 92203 23832 65722 89554 2649

永善县 8340 68239 76579 7636 68235 75871 708

彝良县 15503 68347 83850 13261 68178 81439 2411

巧家县 7986 62399 70385 6248 62239 68487 1898

金平县 4009 97028 101037 4187 97028 101215 -178

个旧县 31971 12346 44317 32205 12346 44551 -234

泸西县 4588 36341 40929 4026 36719 40745 184

禄劝县 2221 35368 37589 2093 35368 37461 128

祥云县 11682 33940 45622 9765 33348 43113 2509

云龙县 5440 34842 40282 5277 34822 40099 183

马关县 5428 88007 93435 5453 88010 93463 -28

合计 183177 797671 980848 170010 796271 966281 14569

（二）各类统计报表数据存在较大差异，需进一步提高准确性

本次绩效再评价，云南省民政厅共提供了三类统计报表，一是云

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系统中导出的《对象综合统计表》，二是下级民政

部门、财政部门盖章确认上报云南省民政厅的《资金使用情况统计

表》，三是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提供的《资金决算情况表》。三个报

表之间数据均不一致（见表 8），不便于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民政

厅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准确把握，各类统计报表的准确性还有待提

高。对实地评价县（市、区）进行检查，差异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云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系统数据不够准确，导致《对象综合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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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表》与实际情况不符；二是部分抽样县（市、区）民政部门与财政

部门信息沟通不畅。《资金决算情况表》主要反映社保专户当年实际

收到和支出的资金，《资金使用情况统计表》主要反映民政部门当年

实际发放的资金，由于部分县（市、区）资金支付、人员管理分别由

财政部门、民政部门负责，业务经办存在时间差，统计报表数据不相

符，实地评价也未发现两部门之间进行了数据核对。

表 8 报表之间数据核对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全年资金支出总数 数据差异情况

资金使用情况统计表

（民政统计报表）

财政厅决算报表数

（社保专户支出资

金）

社会救助系统统计报

表

资金使用情况统计

表与财政厅决算报

表数差异

资金使用情况统

计表与社会救助

系统统计报表差

异

城乡低保
临时救

助
城乡低保

临时救

助
城乡低保

临时救

助

城乡低

保

临时救

助

城乡低

保

临时救

助

全

省

数

据

1186028.11 47890.98 1189394.33 47777.31 1180856.80 42749.63 -3366.22 113.67 5171.31 5141.35

（三）年末滚存结转结余资金较大，未有效盘活

根据云南省民政厅提供的《2016 年城乡居民低保分析与保障情况

表》和《2016 年临时救助资金决算情况表》分析显示，截止 2016 年

末，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合计为 94613.72 万元（按财政厅决算报

表数为准），其中：城乡低保结转结余 76734.15 万元，临时救助资

金结余 17879.57 万元。经核实，该部分结转结余资金在 2017 年预算

资金下达时已全部扣减。实地评价发现，抽查的 25 个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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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6 年末，项目累计结转结余资金 17988.46 万元。

滚存结转结余资金较大的原因为：一是部分县（市、区）以前年

度社会救助系统中的人数未能按照实际享受人数每月及时更新填报，

造成预算申报使用的基础数据大于实际数据，导致预算编制不准确、

资金结转结余量大；二是各县（市、区）只重视预算申报，未制定有

效措施盘活利用结转结余资金。

（四）存在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监管有待加强

1.超范围使用临时救助资金。如彝良县将临时救助资金用于发放

殡葬改革奖励，涉及金额 2.5 万元；永善县将临时救助资金用于支付

救灾物资运费，涉及金额 0.22 万元；泸西县将临时救助资金用于发

放建档立卡户补贴，涉及金额 5 万元。

2.违规使用项目资金用于其他支出。如马关县都龙镇使用城市最

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支付优抚对象补贴 16.72 万元。

（五）部分制度执行不到位，基础管理工作有待提高

1.存在重复发放城乡低保资金情况。

彝良县民政局发放城乡低保资金的时候，采取乡镇整理上报名

单，民政部门审核，审核后报银行的方式发放。在此过程中，由于

各级人员审核把关不严，导致牛街乡出现 2016 年度 7-12 月低保资

金发放清册重复报送银行，重复发放低保资金 249.20 万元，发现

时资金已发放到受益对象手中，无法收回，采取抵扣牛街乡受益对

象 2017 年 1-6 月低保资金方式来处理。

2.存在对救助补助对象申请审批不严、申请材料中证明材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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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情况。主要是部分民政部门疏于对审核审批事项和痕迹资料的

管理，如检查元阳县民政局 2016 年 11-12 月会计凭证，临时救助

申请无相关证明材料，也无县级民政部门核实文件；泸西县存在部

分低保申请无申请原因证明材料，如生病、智弱无医院诊断证明，

残疾人无残疾证明材料，部分入户调查核实表未填写家庭收入或就

业情况，临时救助仅有申请审批表、无救助事由证明材料等。

3.动态管理机制不够完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3〕42 号）

要求对已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救助对象，要采取多种方式加

强管理服务，定期跟踪保障对象家庭收入变化情况，形成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有进有出、补助水平有升有降的动态管理机制。而实际执

行中，并未能形成有进有出的动态良性循环。如昭阳区、彝良县、

个旧市、永善县等未按月对申请对象进行审核、审批，而是定期（如

按季度、半年度等）进行统一办理；实地评价的部分县（市、区）

未对低保对象进行定期入户走访、调查，未做到定期跟踪低保对象

家庭收入变化情况，保障对象收入信息全部为申请时的核定数据。

4.低保资金发放不及时

（1）实地评价发现，大部分县（市、区）存在城乡低保资金

未按月及时发放，而采取按季度、半年度等方式合并发放的情况。

如大理州云龙县、弥渡县、祥云县均采取按季度发放的方式，昭通

市抽样县（市、区）均存在未按月及时发放的情况，昆明市禄劝县

1-6 月合并一次发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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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规定 1000 元以上的临时救助资金应该全部实现社会化

发放，而昭通市彝良县全部采用现金发放，镇雄县部分以现金方式

发放；马关县都龙镇存在将救助资金转到工作人员个人账户，再由

工作人员转交到救助对象手中的情况，涉及金额 3.62 万元。

（3）将临时救助资金以借款方式拨至县级各部门或者乡镇，

再由县级各部门或者乡镇以报账的形式到民政局销账，如镇雄县、

彝良县、祥云县等。

（六）资金整合使用的会计核算不清晰

云南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关于下达 2016 年第二批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社〔2016〕214 号）中将使

用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和临时救助资金三块资金合并下达，并明确

要求各州（市）结合本级财政安排资金和结余资金，统筹使用。实

际工作中，因相关资金的核算科目未及时调整，整合使用的资金仍

在原预算科目下反映，会计核算信息未能准确反映资金的实际使用

情况。

如彝良县整合 700 万元城市低保资金至临时救助资金中，临时

救助资金实际支出 1040 万元，账面显示使用 98 万元；昭通市永善

县临时救助资金实际使用 1155.50 万元，账面显示使用 162.97 万

元。

八、建议

（一）严格执行社会救助信息系统管理制度，加强数据准确性

监督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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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云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系统数据

录入完善后续工作的紧急通知》：每月 1 至 20 日，省社会救助信

息系统将开放停、续发及维护功能，用于录入和修改当月变更的低

保对象基础信息，20 日后该功能关闭，20 至 25 日为各地数据核查

时间，25 日后省民政厅将从系统中提取报表并分析调验相关数据。

下级民政部门应强化管理，严格按该条规定进行数据更新和维护。

2.州（市）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加强对系统数据准确性的监督、

检查和考核。严禁系统一套数据、实际一套数据的“两条线”式的

管理，对不按照制度执行的县（市、区），应严格问责、督促整改，

确保数据准确性、完整性，便于上级民政部门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掌

握。

3.对于系统数据不准确的县（市、区），应要求其列出整改时

间表，在规定时间内规范、完善、更新数据。

（二）建立业务开展与资金使用定期核对机制，加强事中监管

1．对于部分资金与业务分由财政部门、民政部门管理的县（市、

区），应建立业务开展与资金使用情况的定期核对机制，形成核对

记录，对存在差异的应及时查明原因并整改，确保资金使用与业务

开展进度一致。

2.对于存在业务办理进度与资金支付存在时间差的，应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当年应发的资金全部在当年发放，并在当年统计报表

中反映出来，确保当年度应发资金和实发资金一致。

3.云南省民政厅目前主要通过事后监管的方式进行管理，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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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开展和资金使用的事中监督还不足。应建立业务开展和资金使用

的定期报告制度，强化与财政专户收支资金的核对工作，对资金使

用异常或者人数异常的县（市、区）及时督促查明原因并整改。

（三）统筹结余资金管理，提高结余资金利用率

细化结转结余资金的管理制度，及时掌握结转结余情况，预算

年度合理规划结转结余资金的使用。组织各级民政部门对救助补助

资金预算科目的结转结余资金进行清理，将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分年度、分项目进行清理，逐级汇总上报至云南省民政厅、财政厅，

由云南省财政厅、民政厅统一对结转结余资金的使用作出统筹安

排。

（四）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力度，及时收回违规资金

上级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下级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核查，确保

项目资金在规定范围内使用，对于违规使用的资金，应及时整改，

并将资金及时收回，确保项目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五）严格制度执行，强化履职问责

1.有关部门应按照相关制度、办法，做细、做实基础工作，继

续加大基层工作力度，适当增加低保工作人员，切实做到程序严格、

操作规范、管理精细、监督机制畅通。

2.加大动态管理力度，切实做到救助对象有进有出、补助水平

有升有降。要继续巩固城乡低保清理和规范专项行动成果，严格操

作流程，切实加大动态管理力度，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定期

跟踪核查已保、拟申请对象家庭收入、家庭财产等情况，家庭经济



－ 38 －

状况发生变化的要及时增发、减发或停发救助金。

（六）完善资金整合使用的核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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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统筹使用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临时救助、医疗救助、孤儿生活保障、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但

是对整合资金的会计核算缺乏明确规定，基层民政部门对资金核算

存在较大困惑。应明确资金整合流程、措施、要求，做到会计核算

与资金管理制度的无缝对接。

九、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在绩效再评价项目抽样时，并未选取陇川县，在再评价期间，

德宏州纪委通报：“陇川县民政局 56 名干部职工中，有 40 名领导、

干部职工的 82 名亲属不符合享受城乡低保。而部分领导干部职工

的配偶及直系亲属，违规享受低保资金已达到 40.5 万多元”，项

目再评价小组对该事件进行了关注，因纪检部门已对事件作出处

理，陇川县民政局发生较大人事变动，难以开展实地评价工作，再

评价小组未将陇川县补充入样本县。

附件：1.绩效再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2.抽样情况汇总表

3.调查问卷结果汇总表

4.绩效再评价报告部门意见反馈表

5.绩效再评价报告处室意见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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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处室反馈意见采纳情况

7.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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