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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菏泽市牡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为

正科级，由 9个内设机构、5个二级事业单位组成。部门主

要职责为贯彻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法律、法规，拟订全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政策、规范性文件、发展规划并组织实

施；负责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的行业管理；负责全区市政设

施建设，以及建设质量和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区管城市道

路的维修和养护等内容。

2023年，菏泽市牡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核定编制

328人，实际在编 430人。其中：菏泽市牡丹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机关核定编制人数 17人，实际在编 15人；房产服务

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76 人，实际在编 100 人；公租房管理服

务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70人，实际在编 59人；城乡建设服务

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36人，实际在编 71人；建设工程质量服

务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29人，实际在编 27人；城市开发征收

服务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100人，实际在编 158人。

（二）资金情况

1.预算收支情况

2023年，菏泽市牡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年初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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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3409.5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470.8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38722.21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16.5万元。

预算支出为 43409.51万元，其中：年初预算支出中含基

本支出：2364.63万元、项目支出：41044.88万元。

2.决算收支情况

2023 年，菏泽市牡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决算收入为

59828.3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为 5112.3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4705.92万元；年初结

转和结余 10.06万元。

决算支出为 59828.3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953.28

万元，项目支出：57871.56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3.49万元。

二、评价结论和主要绩效

（一）评价结论

经评价工作组评价，2023年度牡丹区住建局部门整体支

出综合评价得分 76.5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中”。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财政资源配置、预算管理、绩效管理、部门履职效

能、社会效应五个方面，指标得分详情见部门整体绩效评价

得分表。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得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财政资源配置 18 12 66.67%

预算管理 30 18.4 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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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绩效管理 12 7.68 64.00%

部门履职效能 24 22.42 93.42%

社会效应 16 16 100.00%

合计 100 76.5 76.50%

（二）主要绩效

1.扎实推进社会民生住房保障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023年以来，牡丹区住建局累计争取棚改资金 6471.11

万元，完成征收补偿户数达 150户扫尾任务；计划建设安置

房 10000套，截至 2023年年底完成交房 7099套，占比 71%；

21个保交楼项目累计完成总体的 91.2%。通过以上措施，有

效缓解了住房困难群众的居住问题，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

和生活质量。

2.不断健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稳步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多项道路、照明、

雨污分流及人行道改造工程，有效改善了城市交通环境。同

时，道路养护工作也成效显著，修复了多条道路的路面及人

行道破损问题，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性。此外，对 46

个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涉及建筑面积 58.32万平方米，并

引入了智能化管理设施。在线杆线缆治理方面，完成了 79

个小区的治理工作。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累计完成建设

面积 12.4007平方公里，2023年完成 0.2502平方公里，增强

了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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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农村住房条件改善

牡丹区住建局 2023 年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与农村住房条件改善。危房改造完成 126户，

获得各级财政补助资金 299万余元，有效保障了农户住房安

全。同时，深入开展厕所革命，排查整改农村户厕及公厕问

题，推动改厕整村推进及后续管护市场化运营。为保障农村

住房安全，全面排查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存在风险的房屋。

此外，新建 3座生活污水处理站，配套铺设 80km污水管网，

整修提标 15 座现有污水站，执行严格水质标准，减少水资

源损耗，提高净化效益。

三、存在主要问题

（一）财政资源配置及财务基础工作存在问题

1.预算编制准确性不足，超预算支出情况严重

政府采购预算方面，牡丹区住建局 2023 年政府采购年

初预算批复数为 2102.75万元，2023年决算报表中政府采购

实际支出 12897.79 万元，超预算支出 10795.04 万元，政府

采购预决算偏离度达到 513.38%，部门政府采购超预算支出

情况严重。

项目成本控制方面，牡丹区住建局 2023 年项目支出年

初预算批复数为 41044.88 万元，2023 年决算报表中项目支

出决算数为 57871.56 万元，超预算支出 16826.68 万元，项

目成本控制率达到 141%。

预决算偏离度方面，住建局 2023 年年初预算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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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09.51万元，决算实际收入达到 59818.27万元，预决算收

入偏离度高达 37.8%。同样地，在支出方面，年初预算支出

为 43409.51 万元，决算实际支出则攀升至 59824.84 万元，

预算决支出偏离度也达到了 37.82%。如此大的预决算偏离度，

充分反映了住建局在预算编制上的不准确性以及执行过程

中的控制力不足。

2.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较高

根据牡丹区住建局提供的资料及数据核实，部门核定编

制 328人，而实际在编人数却高达 430人，2023年财政供养

人员控制率为 131.1%。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过高容易导致人

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进而影响到部门整体的运行效率。

3.财务基础工作落实不到位

（1）预算公开报告前后数据不对应

评价组查看了住建局 2023 年预算公开报告发现，预算

报告第一部分公开表 3“支出总体情况表”中项目支出为

41044.88万元，但在公开表 11“项目支出预算情况表”中项

目支出总计 40994.88万元，两者之间存在 50万元的差异，

且在预算公开报告中未对这一差异进行说明。

（2）决算数据与账表不一致

评价组在对比决算报表数据和部门提供的资产负债表

时发现，该部门决算报表数据与资产负债表中存在不一致的

情况，如固定资产原值、净值和货币资金等数据和财决附 01

表中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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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规范性管理能力需进一步增强

1.部门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项目监管程序缺失

牡丹区住建局 2023年全年预算项目为 19个，其中大部

分为政府购买安置房、发放征地补偿和帮助农村居民改善居

住环境等居民住房保障类项目。但是局本级及下属单位均未

对项目实施、项目监管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未发现项目主管

部门、项目单位对项目实施过程的相关监督、管理措施。

2.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资产管理安全得不到保障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组发现当前牡丹区住建局在资产管

理制度方面存在明显缺失。缺乏系统的资产管理制度，容易

造成单位在资产的采购、使用和处置等环节上存在不规范的

操作，导致资产账实不符、资源浪费甚至资产流失等问题。

（三）部门履职目标完成度有待提升

住建局 2023 年部分履职工作未达预期目标。如在开展

“农村改厕”工作方面，未及时开展后续的管理防护工作；2023

年推进安置房建设工程方面，计划完成 10000套，实际完成

7099套，完成率为 71%，对于安置房建设工程的滞后，容易

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影响，增加政府的安置成本和其他不稳

定因素； “农村改厕” 后续工作的缺失，可能导致已改造厕

所的使用率降低，甚至重新出现卫生环境恶化等问题，之前

的改造投入无法充分发挥效益，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的整

体进程。

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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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预算管理与成本控制，规范预决算调整程序

1.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

一是加强重点领域财政资金监管。住建局应严肃资金使

用纪律，强化预算约束，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二是加强预算编制资金项目详细化、细致化。预算编制时需

明确资金用途，不可随意调整，确保预算的准确性和可执行

性。三是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树立绩效理念，切实执行预算

绩效工作，协调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2.优化人员配置，降低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

一是根据住建局部门本级和下级单位职能的不同，确定

人员规模，将职能类似的部门进行整合，通过合并、撤销或

重组等方式，减少重复设置和职能交叉，从而实现人员精简。

二是部门本级和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标准和范围严格按照要

求设置，同时，要加大编制管理的监督力度，对编制调整进

行严格审批，防止财政供养人员继续增加。三是建立公共服

务购买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进

程，减轻财政负担。

3.加强对财务人员培训，保障基础工作准确性

一是加强财务知识培训。定期组织财务人员参加财务知

识培训，包括预算编制、决算编制、会计核算等方面的内容。

二是培养严谨的工作态度。在培训中强调严谨性和细致性的

重要性，引导财务人员树立严谨的工作态度。三是完善内部

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对财务人员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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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督和检查。四是强化责任意识。加强财务人员的责任

意识教育，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对于部门乃至整个政府

部门的重要性和影响。

（二）完善部门管理制度，强化项目与资产管理规范性

1.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强化项目监管力度

健全项目制度方面，制定完善、合理且可执行的项目管

理制度，明确项目计划、立项、执行、监督等各环节的具体

要求，为项目管理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强化监管方面，明确

监管责任人和监管流程，通过定期巡查、随机抽查等方式，

对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实时跟踪和了解。

2.完善资产管理制度，确保资产管理安全有效

建议住建局建立健全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明确资产管

理责任，细化资产使用和维护流程。同时，应定期对资产进

行盘点和评估，确保账实相符，及时发现和处理资产的损失

和浪费问题。

（三）加强履职目标管理

一是强化目标分解，加强前期调研与可行性评估。将住

建局各项工作目标，如安置房建设、农村改厕等，细化到季

度或月。二是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加强内部监督。住建局

内部成立专门的监督小组，定期对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

检查。三是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调配人力资源，精准投放资

金资源。根据工作的轻重缓急和复杂程度，合理分配人员；

建立完善的资金预算和管理体系，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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