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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

化部门支出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

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

10号）及《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关于开展 2023

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函〔2023〕8号）

等文件精神，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原长

沙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以下简称“生态环境分局”）2022年度

环境保护能力建设、环境监测监控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及出具

绩效评价报告。

在评价过程中，绩效评价工作组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实施资料审阅、凭证检查、现场查看、询

问座谈、分析计算等必要评价程序，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项目产出和效益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依据

1.环境保护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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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弱项，助

力长沙高新区“五好”园区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根据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及相关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系列部署

安排，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省产业园区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20〕13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产业园区环境管理的通知》（湘环发〔2020〕27号）、长沙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印发长沙市 2021 年度大气（噪

声）、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的通知》

（长政办函〔2021〕23号）、《长沙市持续提升空气质量坚决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长发〔2021〕13

号）等文件要求而设立。

2.环境监测监控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弱项，助

力长沙高新区“五好”园区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根据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及相关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系列部署

安排，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省产业园区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20〕13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产业园区环境管理的通知》（湘环发〔2020〕27号）、长沙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印发长沙市 2021 年度大气（噪

声）、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的通知》

（长政办函〔2021〕23号）、《长沙市持续提升空气质量坚决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长发〔2021〕13

号）等文件要求而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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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主要内容

1.环境保护能力建设预算安排 1500 万元，包括：高新区

VOCs治理设施用电监控动态管理系统（第一期）17万元；VOCs

治理设施用电监控动态管理系统（第二期）82万元；长沙高新

区环保管家项目（2021年度）203万元；高新区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及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编制项目 15万元；长沙高

新区主要污染物排污权项目 12万元；环境应急演练 20万元；

六五环境日宣传 20 万元；新增区智慧环境监控、监测建设及

大数据分析服务项目、重点涉水企业及部分工业地产项目（园

中园）管网排查、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及碳达峰、碳

中和相关工作、生态园区创建工作等统筹安排 1131 万元，项

目是针对当前国家、省、市各级对工业园区绿色健康发展提出

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各类污染物排放精细化科学监测、监管

等各项要求，整体上对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水、气环境

质量和污染物排放进行新一轮规划和设计，并利用平台的数据

分析能力、先进业务手段，实现高新区生态环境管理智慧化，

管理好园内所有重点企业，从根本上治理改善园区水、气环境

质量。

2.环境监测监控项目预算 500万元，包括：监测监控平台

及硬件设备项目 5万元、监测监控平台硬件机房设备及链路工

程 54万元、餐饮油烟在线检测监管系统服务项目 37万元、长

沙高新区老旧小区居民家庭餐饮油烟净化治理项目 59 万元、

长沙高新区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暨扩区规划环评项目 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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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环境质量第三方监测服务项目 52 万元、高新区环境质

量第三方监测服务项目 22万元、2021年度固定污染源监督性

监测与应急、执法监测项目 82万元、12345政务服务热线生态

环境类信访投诉调处相关监测服务 30万元、2022年污染源监

测项目 102万元。

（三）项目绩效目标

1.环境保护能力建设项目：2022年度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

宣传活动 1次；2022年度组织园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训 1次；2022

年度开展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1次；编制 2021年园区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报告；完成对 14家重点涉水企业、20个工

业地产（项目）内部管网进行排查；完成 50家涉 VOCs企业

安装智能电表；聘请园区环保管家，推进环境第三方治理；完

成智慧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分析服务平台搭建。

2.环境监测监控项目：定期对 147个油烟监测点提供设备

运维服务，并出具情况记录；对辖区内 157家企业废水、废气、

土壤和噪声进行监督性检测；完成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评估报告 1份；委托第三方开展环境

质量第三方监测服务项目；按合同约定完成 12345政务服务热

线生态环境类信访投诉调处相关监测服务；按计划开展 2022

年污染源监测项目。

二、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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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生态环境分局纳入本次绩效评价的 2个专项资

金年初预算金额为 2000万元，财政下拨资金 1276.76万元，项

目实际支出 1149.59万元，项目资金预算、下拨及使用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下达资金 使用资金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率

1 2 3 4=2/1 5=3/2

环境保护能力建设项目 1,500.00 1,030.72 1,011.94 69.00% 98.00%

环境监测监控 500.00 246.04 137.64 49.00% 56.00%

合计 2,000.00 1,276.76 1,149.58 64.00% 90.00%

（二）项目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2022年度环境保护能力建设项目、环境监测监控项目支出

1149.59万元，支出情况如下：

1.环境保护能力建设项目项目预算指标使用 1011.94万元，

其中高新区 VOCs治理设施用电监控动态管理系统（第一期）

16.70万元、VOCs治理设施用电监控动态管理系统（第二期）

20.48万元、长沙高新区环保管家项目（2021年度）93.20万元、

六五环境日宣传 10.11万元、智慧生态环境监测、监控建设及

大数据分析服务项目、重点涉水企业及部分工业地产项目（园

中园）管网排查费 868.48万元、其他 2.98万元。

2.环境监测监控项目预算指标使用 137.64万元。其中监测

监控平台及硬件设备项目 4.70万元、餐饮油烟在线检测监管系

统服务项目 36.74万元、高新区环境质量第三方监测服务项目

22.11万元、高新区环境质量第三方监测服务项目 14.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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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固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与应急、执法监测项目 40.69

万元、2022年污染源监测项目 18.67万元。

（三）资金管理情况

所有项目的预算、结算金额均通过投资评审中心或专业的

第三方机构审核。付款先由生态环境分局履行内部审批流程，

经区财政分局各级初审、复核后通过国库直接支付给服务提供

方，专项资金进行了专账核算。

三、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一）资金管理方面

原高新区管委会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规定》（长高新管发〔2011〕49号）、《关于调整〈长沙高新

区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经费管理的规定〉的通知》（长高新管

发〔2012〕32号）、《关于进一步明确财政专项资金审核程序的

通知》（长高新管发〔2013〕35号）、《长沙高新区管委会财政、

财务资金审批流程》（长高新管发〔2014〕77号）等制度文件。

项目实施过程中，高新区财政分局依据上述文件的规定拨付资

金，项目实施单位按规定专款专用。

（二）项目管理方面

生态环境分局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发

改委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

（2019—2021 年）的通知》、（长高新阅〔2021〕86 号）、（长

高新管阅〔2021〕21号）、（长高新阅〔2021〕114号）会议纪

要、会议备忘录、《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产业园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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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通知》（湘环发〔2020〕2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湘环函〔2017〕107号）、

省生态环境厅、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

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产业园区环境管理的通知》（湘环

发〔2020〕27 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

2021年度大气（噪声）、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行动计划的通知》（长政办函〔2021〕23号）、《中共长沙市

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持续提升空气质量坚决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等

有关文件对项目工作进行管理。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环境保护能力建设项目

开展了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1次；组织了园区生态环

境保护培训 1次；聘请了园区环保管家，推进环境第三方治理；

对 50家中小企业治污设施用电情况进行了监控；完成了智慧

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分析服务平台搭建；完成了 14家企业及

20家工业地产（园区）管网普查。具体情况如下：

1.“6.5”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紧紧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主体，邀请了 200余家企业安环负责人。通过板报宣传、警

示片教育、代表企业提倡议、局长亲自授课等方式，充分调动

各企业响应习近平主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节能减排，为实现“碳达峰”总体目标而

努力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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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保管家项目两年共按合同完成对 250余家重点企业、

279家涉危废企业的企业排查、一企一策、一企一码、一企一

档以及日常巡查工作；已对园区进行排查，编制大气和水专项

报告，并建立一园一档；完成专项咨询服务，包括园区核查与

预审服务、臭氧帮扶指导服务、自评估与环保信用评价服务、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服务、宣传培训服务、协助完成其他生态环

境类专项行动；园区环保监控平台的管理与维护已完成资料矢

量化整理。

3.VOCs治理设施用电监控动态管理系统项目为落实省生

态环境厅关于加强 VOCs过程管控的要求，根据《关于加强长

沙市重点工业园区大气污染综合防控建设的通知》（长蓝天办

〔2019〕17号），对我区 50家 VOCs治理设施用电监控动态管

理，在手机、电脑上随时监管各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

举办一期培训，下发 6期通报，做到了全程对企业产污和治污

设施运行情况的监管。

4.高新区智慧生态环境监测、监控建设及大数据分析项目

分别建设了：水环境，106个采样柜，6个，1个地表水站；气

环境，15个厂界；2个路边站；2个有机物组分站；2个污染

源等监测系统，进一步补齐园区基础监测能力，对污染源企业

与污水处理厂、入河排口的市政管网节点进行布控，点亮了传

统盲区。但因尚未开始服务期，其他服务工作处于试运行状态，

期间配合辅助业主开展多次溯源排查行动。

5.重点涉水企业及工业地产内部排水管网排查项目通过人



— 9 —

工和仪器隐患排查，发现企业及工业地产发现企业内部管网错

混接与管内缺陷问题，对企业安全生产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

及时发现制止企业内部乱排、错排、淤堵等隐患，提高企业安

全生产等。

（二）环境监测监控项目

定期对 147个油烟监测点提供设备运维服务，配备了 20

套以上的同型号系列的油烟在线检测仪备用，30套以上耗材及

备品、备件，检测设备出现故障时，在 3个小时内修复排除故

障，短时间内不能修复的，自出现故障起的 6小时内完成备品、

备件更换。如果更换配件仍不能解决，需要进行维修的，出现

故障起的 12小时内完成备机的安装，确保油烟在线检测数据

的连续；对辖区内 197家企业废水、废气、土壤和噪声进行监

督性检测；完成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依托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评估报告 1份等。完成园区监测任务，为生态环境管理

和执法工作提供依据，其中企业监督性监测主要用于园区产排

污企业月度、季度、年度监测；环境质量监测主要用于园区地

表水、水库、土壤、排口及雨污管网排水等相关监测；应急与

执法监测主要针对园区环境突发事件、配合管委会其他相关部

门，如城管执法油烟监测、环境纠纷调处监测和生态环境执法

类监测等；完成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提升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能力。

五、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管理能力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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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监控平台硬件机房设备及链路工程项目、长沙高新区

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暨扩区规划环评项目、污染源监测项目未按

计划开展。具体情况及原因分析如下：

监测监控平台硬件机房设备及链路工程项目 2022年度预

算 54万元，该项目由原城管环保局采购后划分至生态环境分

局，2022年 9月开始三区合并，项目由生态环境分局负责，该

项目于 2021年由原城管环保局采购完成，涉及城管渣土链路

建设验收，城管无人负责，项目合同单位未申请进行验收，也

未申请付款，导致未支付项目合同款项。

长沙高新区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暨扩区规划环评项目预算

57万元，为扩区规划环评经费，该项目内容扩区规划环评报告

已完成编制，因经发局未对扩区规划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缺

少可研报告，省生态环保局无法对扩区规划环评报告进行审批，

导致项目达不到付款条件。

污染源监测项目预算安排 102万元，该项目原计划于 2022

年 9月启动招标，因 8月底，机构改革三区合并，项目冻结，

导致项目截至审计现场日尚未启动。

（二）预算编制未经过充分的论证，预算编制欠准确

经检查部分项目预算编制依据欠充分，导致预算执行率低。

如：VOCs治理设施用电监控动态管理系统（第二期）2022年

度预算金额为 82万元，而合同签订金额为 37.85万元，实际仅

使用 20.48万元，预算执行率 24.98%；长沙高新区环保管家项

目 2022年度预算金额为 203万元，测算依据为：2021年已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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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笔 69.90万元、第二笔合同款 93.20万元，实际执行金额

为 93.2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45.91%。

（三）年度绩效目标设置欠规范

环境保护能力建设项目绩效目标未全面反映项目应达到

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及预期效益，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

资额或资金量不匹配。如：环境保护能力建设项目预算包括

VOCs治理设施用电监控动态管理系统、环保管家项目等，年

初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未包含上述项目，且年初绩效目标申报表

产出数量目标设置为“依据各项目方案的规定完成培训、演练

等工作”，绩效目标均未进行量化。

六、相关建议

（一）规范项目管理

全面梳理项目进展情况，安排专人跟踪项目执行，加强部

门之间的沟通协调，积极联系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合同约定履

行合同，推动项目执行，按计划启动和完成项目实施内容。

（二）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

建立预算绩效管理的沟通协调机制，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

加强内部沟通与协调，全面把握预算编制政策，使预算编制与

工作计划、任务相衔接，细化预算编制，加强预算编制合理性

和合规性审核，避免出现预算少编、漏编、预算编制不完整情

况，以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单位将批复的预算在内部进行

指标分解和审批下达，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出进度，确

保预算执行的合法、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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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合理设置绩效目标。提高绩效目标设定的认识与重视程度，

在年初申报预算时，严格按要求进行专项绩效目标的申报。涉

及各项目支出个性化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设定，应由各个专

项的具体实施部门结合项目支出特点和绩效目标内涵，尽可能

设置量化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值，细化部门整体支出产出、

效益方面的内容，从数量、质量、成本、进度等方面来设置绩

效指标值，使得项目实施效果有参照。

七、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2022 年度原长沙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在业务工作中大部

分完成了年度目标绩效，按照项目立项、资金分配、预算执行、

组织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生

态环境分局环境保护能力建设项目、环境监测监控项目综合得

分为 82.13分，评价等级为“良”。

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

2023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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