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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县道口镇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报告 

京中权泰会咨字〔2023〕第 1006 号 

 

一、镇街基本情况 

包括镇街概况、政府机构设置、政府人员、政府财政收支情

况等方面的情况介绍。 

（一）道口镇概况 

道口镇位于莒南县西北部，距县中心20公里，西南与河东区

毗邻。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总面积53平方公里，平原面积占90%

以上，沭河、芦沟河、汀水河流经境内，水资源丰富，耕地面积

2836公顷（约4.2万亩），下辖19个行政村，户籍1.4万户、人口

3.9万人，其中99.9%的居民是汉族，有少量回族、苗族、黎族等

10个少数民族居民。 

道口镇是以畜禽养殖和粮食种植为主导的传统农业型乡镇。

2014年7月被省农业厅命名为“山东省一村一品（草莓）示范镇”。

近年来，道口镇大力推广现代生态农业实施工程，打造产供销一

体、电商服务、果蔬育苗、农产品深加工、农业废弃物再利用全

覆盖的全域供销示范区，打造涵盖六大产业板块的两处工业集聚

区，积极推进产业经济发展。 

道口镇是远近闻名的“纺织刺绣之乡”， 2019年被授予“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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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劳保手套特色产业镇”称号，主导产业类型包括轻工纺织、机械

铸造、日用洗化等六个方面。近年来，工业产业正逐步向新型材

料、精密铸造和新能源等领域积极转变，镇域工业经济正实现总

体转型、全面发展。 

当前，道口镇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在莒南县 2022 年度镇街

和县直部门单位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中被授予先进镇街二

等奖，先后荣获临沂市“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 2022

年度全县平安法治建设先进镇街、先进基层集体和全县信访工作

先进镇街等荣誉称号。 

（二）政府机构设置 

根据《中共莒南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道口镇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办字〔2019〕17 号），2019

年道口镇进行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了党政办公室、党建群

团工作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财政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

室、社会稳定办公室（应急管理办公室）、乡村规划建设监督管

理办公室（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等 7 个

党政工作机构和财经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公共服

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网格化服务中心等 5

个事业单位。 

（三）政府人员 

《道口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核定人员编制 84 名，其

中行政编制 33 名、事业编制 51 名。2022 年末道口镇实际财政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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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人员 109 人，其中行政编制人员 31 人、事业编制人员 58 人、

编外聘用人员 20 人（均为企业编制）。 

（四）政府财政收支情况 

道口镇 2022 年度收入年初预算为 2,725.62 万元，调整预算

为 2,596.91 万元，年终决算为 2,596.91 万元。 

道口镇 2022 年度支出决算为 2,596.9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为 2,088.75 万元，项目支出为 508.16 万元。 

二、评价结论 

评价小组经过实地社会调查，检查并分析各项材料和数据，

运用绩效原理和统计方法，从财政收入绩效、财政支出绩效、财

政规范管理、财政可持续性、财政运行成效、特色产业发展等六

个方面，对镇街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进行客观评价，道口镇总得分

80.93 分，评价等级为“良”，具体得分情况见下表：  

表 1  道口镇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得分汇总表 
序号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1 财政收入绩效 15 14.86 99.07% 

2 财政支出绩效 15 11.91 79.40% 

3 财政规范管理 20 17.5 87.50% 

4 财政可持续性 20 13.66 68.30% 

5 财政运行成效 20 15 75.00% 

6 特色指标 10 8 80.00% 

 合计 100 80.93 80.93% 

评价小组认为莒南县道口镇财政运行平稳，财政收入增幅和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高于全县平均水平，经济发展稳中有升；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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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出结构合理，基本财力无缺口，民生支出、“三保”支出保障

有力；财政预算编制基本规范，执行基本有效，但“三公经费”支

出超预算，预算调整未提供相关资料，基层财政规范化建设有待

加强；编外人员控制率超标，财政供养压力大；财源建设机制初

步建立，但尚需加强和完善；在莒南县 2022 年度镇街和县直部

门单位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中荣获先进镇街“二等奖”；先后

荣获临沂市“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 2022 年度全县平

安法治建设先进镇街、先进基层集体和全县信访工作先进镇街等

荣誉称号；道口镇特色产业发展未来规划目标明确，定位清晰，

特色突出，措施可行。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财政收入绩效 

财政收入绩效主要从收入完成情况和收入质量两个方面进

行评价。收入完成情况重点关注财政收入目标精准度、财政收入

增幅两个方面，收入质量通过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

规模以上企业税收占比两个方面评价。本指标总分 15 分，道口

镇得分 14.86 分，得分率 96.07%。具体得分情况见下表： 

表 2  财政收入绩效指标得分明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收入完成情况（7 分） 
财政收入目标精准度 3 2.86 

财政收入增幅 4 4 

收入质量（8 分） 
税收占比 4 4 

规上企业税收占比 4 4 

合    计 15 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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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口镇 2022 年度收入年初预算为 2,725.62 万元，调整预算为

2,596.91 万元，年终决算为 2,596.91 万元，偏离率为 4.72%；财政

收入增幅为 66.50%，超过全县平均水平。税收总量入库 4,122.05

万元，税收占比为 159%；4 家规上企业税收贡献 1,627.34 万元，

占税收总量入库的 39.48%，其中税收过千万的 1 家、过百万的 2

家，分别为制造业和建筑业。由此看来，道口镇对某一企业的依赖

较强、税源单一，尚未形成多点支撑的税收支撑体系。 

（二）财政支出绩效 

财政支出绩效主要从财政支出结构、支出保障水平两个方面

进行评价。财政支出结构主要关注“三保”支出保障和“三公经费”

控制率两个方面，支出保障水平通过人均财政支出和基本财力缺

口两个方面进行评价。本指标总分 15 分，道口镇得分 11.91 分，

得分率 79.40%。具体得分情况见下表： 

表 3  财政支出绩效指标得分明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财政支出结构（7 分） 
“三保”支出保障 5 5 

“三公经费”控制率 2 0 

支出保障水平（8 分） 
人均财政支出 4 2.91 

基本财力缺口 4 4 

合    计 15 11.91 

2022 年，道口镇“三保”支出保障措施得力，未发生因“三保”

政策不落实、“三保”保障不到位等原因导致群体上访或者重大

负面舆情等风险事件。“三公经费”超预算支出 5.50 万元，控制

率为 155%。人均财政支出 688.07 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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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支出需求 2,088.75 万元，可用财力 2,596.91 万元，不存在基

本财力缺口。 

（三）财政规范管理 

财政规范管理主要从预算管理、绩效管理、财政透明度、基

层财政管理四个方面进行评价。预算管理主要关注预算编制规范

性和预算执行有效性等情况；绩效管理通过绩效管理质量情况、

结果应用情况两方面评价；财政透明度主要关注镇街是否及时、

准确、规范的公开预决算情况；基层财政管理主要关注基层财政

规范化建设情况，包括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内部管理等方面。

本指标总分 20 分，道口镇得分 17.5 分，得分率 87.50%。具体得

分情况见下表： 

表 4  财政规范管理指标得分明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预算管理（6 分） 
预算编制规范性 3 3 

预算执行有效性 3 1 

绩效管理（6 分） 绩效管理质量及成效 6 6 

财政透明度（4 分） 预决算公开规范性 4 4 

基层财政管理（4 分） 基层财政规范化建设情况 4 3.5 

合    计 20 17.5 

道口镇重视财政规范化建设，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编制预算，编制内容完整、科学、规范；

预算执行基本有效，但存在“三公经费”超预算情况；财政预算未

提供相关调整资料，调整程度不规范；基层财政管理基本规范，

但内部管理尚需加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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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可持续性 

财政可持续性主要从财政暂存暂付款项清理情况、财政供养

人员规模、财源建设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主

要关注财政供养比、编外聘用人员控制率，财源建设通过财源

建设机制健全性、当年规上企业增长情况进行评价。本指标总

分 20 分，道口镇得分 13.66 分，得分率 68.30%。具体得分情况

见下表： 

表 5  财政可持续性指标得分明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财政暂存暂付款项清理（6 分） 
清理压缩暂存款 3 3 

清理压缩暂付款 3 3 

财政供养人员规模（4 分） 
财政供养比 2 0.66 

编外聘用人员控制率 2 0 

财源建设（10 分） 
财源建设机制健全性 6 6 

规上企业增长比例 4 1 

合计 20 13.66 

道口镇当年暂存、暂付款项分别较上年减少 100%、99.58%，

资金管理情况有了较大提升。2022年末实际财政供养人员 109人，

常住人口 37,742 人，财政供养比为 346。年末编外聘用人员 20

人，编外聘用人员控制率为 22.47%，高于目标值（10%）。财源

建设机制已初步建立，规上企业当年没有增加。 

（五）财政运行成效 

财政运行成效主要从经济社会效益、财政运行中取得的成绩

和存在的问题两方面进行评价。经济社会效益主要关注镇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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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生活、教育、社保等指标情况，根据县对镇街年度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考核情况评价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同时根据财政运

行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加分或减分。本指标总分 20

分，道口镇得分 15 分，得分率 75%。具体得分情况见表 6。 

表 6  财政运行成效指标得分明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经济社会效益（15 分） 
主要经济社会指标情况 5 1 

经济发展综合效益 10 9 

其他（5 分） 财政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5 5 

合    计 20 15 

道口镇 2022 年主要经济社会指标情况如下：①人均可支

配收入 18134 元；②人均消费支出 11130 元；③固定资产投资

7541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3.4%；④中小学人均专职教师

数 0.084，仅此项高于全县平均水平；⑤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为 5.34 张。 

道口镇在莒南县 2022 年度镇街和县直部门单位高质量发展

综合绩效考核中荣获先进镇街“二等奖”；先后荣获临沂市“全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 2022 年度全县平安法治建设先进镇街、

先进基层集体和全县信访工作先进镇街等荣誉称号。 

（六）特色指标 

特色指标主要从优质产业发展现状和特色产业发展规划两

个方面进行评价。本指标总分10分，道口镇得分8分，得分率80%。

具体得分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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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特色指标得分明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优质产业发展现状（5 分） 优质产业贡献率 5 3 

特色产业发展规划（5 分） 特色产业规划目标明确性 5 5 

合    计 10 8 

经调研，道口镇主导产业类型包括轻工纺织、机械铸造、日

用洗化等六个方面，地方企业少、规模小，4 家规上企业当年税

收贡献 1,627.34 万元，占税收总量入库的 39.48%，其中税收过千

万的 1 家、过百万的 2 家。由此看来，道口镇对某行业或某一企

业的依赖较强、税源单一，尚未形成多点支撑的税收支撑体系。

查阅《莒南县道口镇总体规划（2017―2035）》等资料，其特色

产业未来发展规划目标明确，定位清晰，特色突出，措施有力。 

四、事业发展经验及成绩 

（一）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活力道口” 

按照“南北工业提质”的发展思路，发挥镇南、镇北两处工业

聚集区优势，税收入库总量 4122 万元，位列全县第五，增速位

列全县第二。同时，积极推动本土企业技改扩容提质，劳保纺织、

机械铸造等主导企业不断培育壮大，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二）着力优化现代农业格局，建设“农业道口” 

坚持“东西农业起势”的发展思路，立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全力保面积、增产量。在沭河东部，探索实施以庄氏农业为中心

的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模式。在沭河西部，推广以赫马岭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为中心的规模化、集约化种植模式。通过大规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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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土地代管，进一步解放劳动力、发展生产力。 

（三）持续完善民生保障，建设“宜居道口” 

一是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持续开展； 二是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稳步推进；三是社会保障逐步覆盖，群众

文化素养不断提升，乡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四）全力筑牢底线防控，建设“平安道口” 

一是扎实做好疫情防控，人民健康得到有力保障；二是持续

抓牢安全生产，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实现安全生产隐患动态清

零；三是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 5 家、

停产整治 7 家，封堵排污口 43 处，清理淤泥污水河段 2000 余米，

在 15 个村修建生活污水三级沉淀池；四是继续强化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灵活化解基层矛盾纠纷，防范自然灾害，筹备防汛抗旱

物资，筑牢安全屏障。 

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道口镇财政运行综合绩效的全面评价，评价小组发现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预算调整程序不规范，“三公经费”支出超预算 

道口镇 2022 年度收入年初预算为 2,725.62 万元，调整预算

为 2,596.91 元，预算调整未提供相关资料，调整程序不规范；“三

公经费”控制率为 155%，超预算支出 5.50 万元。。 

（二）财政供养人员超额，财政供养压力大 

《道口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核定行政编制 84 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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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政编制 33 名、事业编制 51 名。经现场调研，2022 年末道口

镇实际财政供养人员 109 人，其中行政编制人员 31 人、事业编

制人员 58 人、临时聘用人员 20 人（均为企业编），编外聘用人

员控制率 22.47%，超过 10%的控制线。由此可见，道口镇编内、

编外人员均超额，财政供养压力较大，政府运行成本偏高。 

（三）基层财政规范化建设待加强 

道口镇基层财政管理工作基本规范，现场检查发现存在年度

间账套不衔接、个别账务处理不当和凭证未打印装订等问题，反

映内部管理工作尚需加强。 

（四）地方财源基础相对薄弱，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迟缓 

调研发现，道口镇重视财源建设，财政收入同比增长在全县

位列前茅，但财源基础相对薄弱，行业只涉及轻工纺织、机械铸

造、日用洗化等六个方面，地方企业少、规模小，规上企业只有

4 家。同时，固定投资增速放缓，多项主要经济社会指标不及全

县平均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迟缓。 

六、意见建议 

针对道口镇存在的各项问题，评价小组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一）提高认识，规范调整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二条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预算、

决算的编制、审查、批准、监督，以及预算的执行和调整，都应

依法进行。同时第三十六条要求，各级预算收入的编制，应当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由此，建议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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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法治认识；二是深入调研，立足实际，确定

客观可行的预算目标；三是采取科学的编制方法，履行规范的调

整程序，确保预算内容全面、数据准确、调整有据，执行有力；

四是严格执行预算，严控“三公经费”支出，杜绝无预算、超预算

安排支出情况。 

（二）加强编制保障，合理控制编外人员，提升基层活力 

建议针对道口镇编外人员超额突出、财政供养压力较大的问

题，一是加强编制保障，由县委、县政府主导，县编办充分调研

基层乡镇政府实际，在镇街现有编制总量内，优化编制结构，适

时余缺调剂，保障基层重点领域的编制额度；二是合理控制、按

需进人，支持乡镇事业单位在编制和岗位缺额范围内，结合队伍

建设实际合理申报招聘计划，围绕工作需要提出专业、学历、职

称、职（执）业资格等条件，大力招聘基层需要的专业人才；三

是提升活力、稳定人才，推动基层财权事权以及人事权的相统一

相匹配，对编外人员严控“增量”，管好“存量”，构建人才“下得去、

留得住、干得好、上得来”的发展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活力，促进

镇街财政运行高速高效。 

（三）加强基层财政规范化建设，提升财政规范化建设 

建议一是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政府会计

准则》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规政策，规范处理账务，严

格审核票据，严肃财经纪律，不断提升基层财政规范化建设水平；

二是县级财政主管部门强化组织领导，落实绩效责任，培训镇街



 

13 

财政人员，从而提高认识、提升水平；三是进一步健全绩效管理

机制，加强评价结果应用，对发现的问题，积极组织整改，提升

财政运行综合绩效。 

（四）转变思想，多措并举，广开财源推进经济发展 

面对产业经济发展困境，建议一是积极转变思想，以超前思

维，抓产业，抓项目，加大财源培植力度，寻找新的财税增长点，

并与扶贫开发、乡村振兴等工作有机结合。二是多措并举，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招大引强，推动工业聚集区资源高效利用，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三是充分利用国家财政政策，将

重点项目挤入国家、省、市计划的“笼子”，培植长效财源。四是

用好财政产业引导基金，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通过多种优惠政策，引导多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从而推进地方经

济持续发展。 

 

 

北京中权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二〇二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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