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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县大店镇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报告 

京中权泰会咨字〔2023〕第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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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镇概况 

大店镇位于莒南县北部，地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与鲁南经

济带交汇处，总面积 131 平方公里，辖 18 个行政村，人口 7.8 万

人。地理位置优越，同时受鲁南城市带、蓝色半岛经济区辐射影

响。东与国家 4A 级天马岛风景区接壤，北邻日照市莒县小店镇，

南距县城十字路镇 19 公里。交通便利，镇域中部莒新路穿境而

过，北距日东高速出口 5 公里，西南距拟建长深高速汀水出口 5

公里，南距兖石铁路 18 公里，西距临沂飞机场 40 公里，东距石

臼港 40 公里。大店镇有中国磨具第一镇、山东草莓第一镇、山

东省花卉百强镇等美誉。 

大店镇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是鲁东南三大名镇之一，历史

悠久，人文古迹遗存众多，有重点古遗址 12 处，是中原大汶口

文化、龙山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大店镇是沂蒙红色圣地，抗战时

期八路军 115 师司令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军区、山东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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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山东省临参会等党政军机关长期在此驻扎。 

近年来多项工作走在前列，先后被评为山东省创业型乡镇、

山东省特色产业镇、山东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山东省历史文化

名镇、山东省宜居城镇、山东省医养结合示范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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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镇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办字〔2019〕8 号），2019

年大店镇进行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了党政办公室、党建工

作办公室、经济发展局、社会事务管理局、应急管理局、政务服

务局、文化旅游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8 个党政工作机构和便民服

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财经服务中心、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网格管理服务中心、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

招商服务中心（中小企业服务中心）6 个事业机构。 

（三）政府人员 

大店镇核定人员编制 152 名，其中行政编制 55 名、事业编

制 97 名。2022 年末实际财政供养人员 205 人，其中行政编制人

员 49 人、事业编制人员 92 人、编外聘用人员 64 人（均为企业

编制）。 

（四）政府财政收支情况 

大店镇 2022 年度收入年初预算为 8,070.76 万元，调整预算

为 6,839.97 万元，年终决算为 6,839.97 万元。 

大店镇 2022 年度支出决算为 6,839.9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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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1.71 万元，项目支出 3,9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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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镇总得分

86.86 分，评价等级为“良”，具体得分情况见下表： 

表 1  大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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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 96.93% 

2 财政支出绩效 15 13.94 92.93% 

3 财政规范管理 20 17.5 87.50% 

4 财政可持续性 20 15.88 79.40% 

5 财政运行成效 20 16 80.00% 

6 特色指标 10 9 90.00% 

 合计 100 86.86 86.86% 

评价小组认为莒南县大店镇 2022 年度财政运行平稳，经济

发展稳中有升，财政收入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高于全县平

均水平；财政支出结构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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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有效，但基层财政

规范化建设尚有待加强；编外人员控制率超标，财政供养压力大；

财源建设机制已初步建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尚需加强和完

善；当年多项工作走在了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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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集体三等功、并被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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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镇街“一等奖”，先后荣获 2022 年度临沂市全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先进集体、全县党的二十大维稳安保表现突出的镇街、

优秀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全县平安法治建设先进镇街等荣誉称

号；大店镇特色产业发展未来规划目标明确，定位清晰，特色突

出，措施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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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

镇得分 14.54 分，得分率 9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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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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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 

2022 年，大店镇收入年初预算为 8,070.76 万元，调整预算

为 6,839.97 万元，年终决算为 6,839.97 万元，偏离率为 15.25%；

地方级财政收入 4,929 万元，同比增长 15%，高于全县平均水

平。当年税收入库总量为 7,488.97 万元，税收占比 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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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规上企业税收贡献为 2,282.08 万元，占税收总量入库的

30.47%，大店镇对规上企业依赖度较低。经调研，大店镇经济

基础良好，当地企业众多，税源丰富，多点支撑的税收贡献体

系已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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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镇得 13.94 分，得

分率 9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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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支出保障水平（8 分） 
人均财政支出 4 2.94 

基本财力缺口 4 4 

合    计 15 13.94 

经调研，大店镇“三保”支出保障措施得力，全年未发生政策

不落实等违规问题、保障不到位等风险事件。“三公经费”控制率

为 20%，控制情况良好。人均财政支出 1,023.60 元，低于全县平

均水平。2022 年基本支出需求 2,851.71 万元，可用财力 6,839.97

万元，不存在基本财力缺口。 

（三）财政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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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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有效性情况；财政透明度主要关注镇街预决算公开

是否及时、准确、规范等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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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财政管理主要是基层财政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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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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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预算执行有效性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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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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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调研，大店镇政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编制 2022 年度预算，编制内容完整、科学、规范，

公开程序规范，但未提供预算调整资料，调整程序不规范。预算

执行与编制内容相符，不存在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出情况，但

“三公经费”预决算情况未单独公开。基层财政管理基本规范，但

内部管理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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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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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规模、财源建设等三方面评价。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主要关注

财政供养比、编外人员控制率，财源建设通过财源建设机制健全

性、规上企业增长情况进行评价。本指标总分 20 分，大店镇得

分 15.88 分，得分率 7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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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清理压缩暂付款 3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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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合计 20 15.88 

大店镇当年暂存款较上年减少 50.05%，当年暂付款较上年减

少 63.23%，资金管理情况有了较大提升。2022 年末实际财政供

养人员 205 人，常住人口 66823 人，财政供养比为 326；年末编

外聘用人员 64 人，编外聘用人员控制率 45.39%，高于目标值

（10%）。大店镇对财源建设工作比较重视，建立了相应的工作

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年规上企业增加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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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生活、教育、社保等指标情况，并根据县对镇街当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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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高质量发展考核情况评价当地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同时根据

镇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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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镇得分 16 分，得分率 80%。具体得分情况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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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其他（5 分） 财政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5 5 

合    计 20 16 

大店镇 2022 年度主要经济社会指标情况：①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34 元；②人均消费支出 11,130 元；③固定资产投资 2.88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89.40%，高于全县平均水平；④中小学人均专

职教师数 0.066；⑤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3.14 张。大店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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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荣立集体三等功，并被授予 2022 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

核先进镇街“一等奖”。当年先后荣获 2022 年度全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县党的二十大维稳安保表现突出镇街、优

秀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全县平安法治建设先进镇街等荣誉称号。 

（六）特色指标 

特色指标主要从镇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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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镇街当年规上企业税收贡献率及

其他产业发展状况了解是否形成多点支撑的税收贡献体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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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镇街总体规划之产业发展规划评价镇街对特色工业和农业

的未来规划是否明确、发展定位是否清晰。本指标总分 10 分，

大店镇得分 9 分，得分率 90%。具体得分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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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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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经调研，大店镇经济基础较好，当地企业众多，税源丰富，

对规上企业依赖度较低。2022 年度税收入库总量为 7,488.97 万

元，其中 19 家规上企业实现税收 2,282.08 万元，占税收总量入

库的 30.47%。当地已基本形成多点支撑的税收贡献体系，但仍需

拓展完善。阅览《莒南县大店镇总体规划（2012─2030）》等资

料，其特色产业发展未来规划目标明确，定位清晰，特色突出，

措施有力。 

四、事业发展经验及成绩 

（一）聚固本强基，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2022全镇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是优化

招商模式。全年新开工招商引资项目8个，其中过亿元项目5个。

二是强化创新驱动。坚持创新发展理念不动摇，全年新实施技改

项目16个，新增技改投资3.79亿元，新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0项、

实用新型专利15个，新培育并上报高新技术企业6家，新培育省

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1家，新申报创新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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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4家。三是壮大优势产业。着力推进食品加工、新型建材、

表面材料处理等新兴产业扩产增效，2个项目列入了2022年市重

大项目增补名单，4个项目列入了县重大项目库。 

（二）统筹谋划，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 

一是积极推进省级乡村振兴衔接推进区建设。累计投入资金

2亿元，建设和美家园、水田改造等项目，建设粮食仓储及加工

车间、恒温冷库、大棚等，修建田间生产路、桥梁、排水渠等，

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二是扎实做好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

设推进工作。规划实施建设项目23个，完成投资2,932万元，撬动

社会资本2,432万元。三是加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施基础设施

提升工程，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五年整治行动，坚持打击非法

占地、非法建设、矿产资源私采滥挖等违法行为，实施环保治理

提升工程，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村容镇貌焕然一新。 

（三）聚力共建，民生福祉呈现新局面 

围绕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集中力量办实事，全心全意解

难事。一是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坚决贯彻上级疫情防控政策，有

力处置外部输入疫情，有效防范疫情传播，将阳性感染者数量峰

值推后7-10天。二是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逐年递增，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4.7

万人，参保率达到92%。三是社会事业更加殷实。积极加快推进

校舍标准化建设，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升医疗卫生保

障水平，加大村卫生室标准化改造建设力度，满足群众看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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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老需求。四是平安建设更加深入。大力开展行政联合执法，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深入开展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行动，全年无一例恶性事件发生。 

（四）提质增效，政府建设焕发新活力 

一是加强政治建设，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二是加强依法行政，全面推进依法治镇，推进政务公开，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是加强廉洁建设，严格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大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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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财政预算程序不规范 

调研发现，大店镇 2022 年度收入年初预算为 8,070.76 万元，

调整预算为 6,839.97 元，预算调整未提供相关资料，调整程序不

规范。 

（二）基层财政规范化建设待加强 

大店镇基层财政管理工作基本规范，现场评价发现存在个别

账务处理不当、报销票据不合规和凭证未打印装订等问题，反映

出内部管理工作尚需加强。 

（三）编外人员超额突出，财政供养压力较大 

《中共莒南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大店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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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核定行政编制 152 名，其中行政

编制 55 名、事业编制 97 名。经现场调研，2022 年末大店镇实际

财政供养人员 205 人，其中行政编制人员 49 人、事业编制人员

92 人、编外聘用人员 64 人（均为企业编），编外聘用人员控制

率为 45.39%，明显超过 10%的控制线。可见大店镇编外聘用人员

超额突出，财政供养压力较大，政府运行成本较高。 

六、意见建议 

针对大店镇存在的各项问题，评价小组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一）提高认识，立足实际，规范调整财政预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二条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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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法治认识；二是深入调研，立足实际，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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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强基层财政内部管理，提升财政规范化建设工作 

建议一是加强基层财政规范化建设，合理配备基层工作人员，

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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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规制度的学习，规范处理账务，严格审核票据，

及时整理财会档案资料；二是县级财政主管部门强化组织领导，

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培训镇街财政人员，提高认识、提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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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健全绩效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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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编制保障，合理控制编外人员，提升基层活力 

针对大店镇编外人员超额突出、财政供养压力较大的问题，建

议一是加强编制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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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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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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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