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价分值： 86.73 评价等级： 良

项目名称 开展评价年度

评价类型
州财政局部门
（单位）预算管

理处

自评方式 自评分值 自评等级

评价方式 评价分值 86.73 评价等级 良

子项目数 抽查子项目数 2 占比（%） 100%

项目类数 抽查类数 2 占比（%） 100%

合计 中央资金 州（市）资金 市级资金
县（市、区）

资金
其他资金

142.47 142.47

抽查资金
抽查资金占比

（%）

抽查区域

有效问卷数
达到满意
以上份数

20份 占比（%） 90.91%

县级预算部门
（单位）

评价机构

资金情况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洱源县发展和改革委员局

云南云岭天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

2

142.47 100.00%

洱源县国有粮食购销有限公司邓川大仓、三营大仓。

22份

王建培

15087272292

李旭

17708799595

未自评

第三方

概 要 表
金额单位：万元

洱源县发展和改革局2021年县级粮食风险基金项目 2021年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经济建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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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基本情况 

粮食风险基金作为维持国家粮食储备和调控我国粮油市场

的一项基本制度，自成立以来，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粮食流通领

域中，保障了市场的稳定，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洱源县人民政

府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县级储备粮管理工作，洱源县发展和改

革局（以下简称“县发改局”）负责县级储备粮的行政管理；洱源

县财政局（以下简称“县财政局”）负责安排县级储备粮的贷款利

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云南省农业发展银行洱源支行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安排县级储备粮所需贷款；洱源县国有

粮食购销公司（以下简称“县粮食购销公司”）具体负责县级储备

粮的经营管理。洱源县 2021 年下达粮食风险基金预算 142.47 万

元，资金主要用于：一是县级储备粮 318 万公斤（其中粳稻储备

140 万公斤、玉米储备 160 万公斤、大米储备 18 万公斤）的储备

任务；二是完成 2021 年县级储备粮食轮换计划，轮换品种及数量

计划是粳稻 43.6 万公斤、玉米 84.3 万公斤；三是支付粮食政策

性财务挂账贷款利息。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洱源县粮食风险

基金资金实际到位 142.47 万元，实际支出 142.47 万元，资金使

用率 100%。 

二、绩效评价结论 

洱源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县级粮食风险基金项目绩效评



价得分 86.73 分，评价等级为“良”。通过 2021 年粮食风险基金

的运行和实施，完成了当年的轮进和轮出储备粮任务，保证了县

级储备粮日常储存保障工作，粮食质量达标率 100%，未出现因管

理不善导致的粮食质量安全、储存事故。但大米动态储备制度执

行情况不理想，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共出现

24 次库存时点库存保有量未达储备规模要求的情况，占 72 次出

入仓记录的 33.33%，且被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整改，成品粮储备管

理制度执行有待加强。其次，本项目年初绩效目标设置不够清晰，

缺少预期产出数量、质量、时效目标，无法判断项目预期产出效

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业绩水平，项目完成后未按绩效管理文件

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需进一步提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 

一是成品粮（大米）动态轮换管理模式执行不规范。根据县

粮食购销公司邓川成品米仓库出入库台账记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共出现 24次库存时点库存保有量未达储备

规模要求的情况，占 72 次出入仓记录的 33.33%，与《洱源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洱源县县级动态储备粮（大米）管理办法》

（洱政办发〔2020〕23 号）、《洱源县县级动态储备粮（大米）管

理办法》（洱发改字〔2022〕1 号）相关规定不符，动态大米轮换

管理模式应保持储备量在规模的 60%以上（自 2022 年 1 月 21 日

起，保持储备量在规模的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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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轮换期间未向县发改局按时报送轮换情况。通过现场查

阅资料发现，县国有粮食购销公司未按轮换计划文件要求在粮食

出入库期间，每月 4、9、14、19、24、29 日向县发展改革局粮食

储备军供股报送出入库情况； 

三是仓库管理工作存在欠缺。现场评价中发现，邓川大仓未

按《洱源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要求在粮库墙右上角

装订县级储备粮‘X’符号标志牌。 

（二）市场调研工作不足，影响粮食轮换工作 

根据 2021 年度县级储备粮轮换工作计划，粮食轮换工作应

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结束，县粮食购销公司仓储台账反映粳稻轮

出完成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7 日，轮入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30 日，轮空期为 124 天，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县粮食购销公司

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向发改局提出《关于 2021 年度县级储备粮稻

谷延长轮空期的请示》，并取得批复）。其主要原因为对近期储备

粮市场调研工作不充分、轮换工作安排不到位，导致在进入国家

粮食交易中心进行竞价采购过程中多次流拍，以至于不能在计划

时间内完成粮食轮换工作。 

（三）粮食政策性财务挂账额度未实现逐年递减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粮食政策性财务挂账贷款共计

849.11 万元，当年消化额度占上年挂账金额比重未发生变化，粮

食政策性财务挂账贷款长期未消化。根据统计数据，自发生粮食

政策性财务挂账贷款利息支出以来，粮食风险基金累计支付利息



金额已接近本金，此问题亟待解决。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足 

项目已建立了相应的绩效目标，绩效内容与项目相关性较

好，能够合理地体现预算单位的工作内容和对应的目标，但绩效

目标不够清晰，缺少预期产出数量、质量、时效目标，无法判断

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业绩水平，部分指标值缺

乏可衡量性，如经济效益指标值为“实现”，社会效益指标值为“有

效”。 

四、建议 

（一）强化项目管理工作，切实落实制度执行 

一是建议项目主管单位严格按照《洱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洱源县县级动态储备粮（大米）管理办法〉的通知》（洱

政办发〔2020〕23 号）第二十条“承储单位的储备大米库存量如

在每月任何时点曾低于承储计划规模的 60%，取消当月的财政补

贴……”要求执行。二是承储企业应加强管理制度执行力度，在

轮换期间按期向主管部门报送轮换情况，其次，根据《洱源县县

级储备粮管理办法》要求对仓库管理存在的漏洞进一步整改完善。 

（二）加大市场调研，轮入轮出工作同时开展 

承储企业应把握国企改革的契机，积极加入市场经济竞争，

加强对往年轮换工作的经验总结，加大市场调研力度，保持对储

备粮的市场敏感度。其次，加强企业对现有资金及仓储条件的整

合运作能力，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同时开展储备粮的轮入轮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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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三）积极争取粮食政策性财务挂账化债额度 

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国有粮食历史挂账包袱。粮食主管部门要

充分认识盘活粮食风险基金支持消化粮食政策性财务挂账的重要

性，积极主动与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县委、政府请示汇报，加强与

县级相关部门沟通联系，根据县级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制定每年

递减比例，多方筹集资金，逐年消化挂账额度。化解后既完成了

粮食挂账化债任务，财政部门每年又能够节省粮食挂账利息 25

万余元。 

（四）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县发改局、县粮食购销公司严格按照洱源县绩效管理文件

要求编制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目标应与项目支出范围、方

向、效果紧密相关，项目绩效目标内容应涵盖项目预期产出和

效果，且应对产出内容进行细化、量化描述，所编制的绩效目

标可实现、可衡量、可评价。并在项目完成后，按照《洱源县

县本级粮食风险基金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对项目开展绩

效自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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