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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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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财政支出绩

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长政发〔2015〕4号）及

《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长财绩〔2020〕2号）的有关要求，本着独立、客观、公正、

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绩效评价方法，我们对长沙城市人居

环境局 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绩效评价情

况及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概况

长沙市城市人居环境局是长沙市机构改革组建的新部门，

为长沙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主要承担全市棚户区改造、城中

村改造、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和建筑微改造、房屋征收与补

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六个方面的职责。

根据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下发长办〔2019〕70号文件规定

机关行政编制人数 30人，机关后勤服务全额事业编制 2名。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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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实有在职职工 39人，聘用职工 11人，

退休职工 17人，合计职工 67人。内设办公室、棚改城改处、

小区改造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处、项目管理处、计划资

金处、行政审批处、政策法规监督处等 8个处室。

（二）部门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1、建立了完善的内控制度。

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加强财务管理，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内

部控制制度手册。对单位预算业务、收支业务、政府采购业务、

国有资产业务、建设项目业务、合同业务管理进行了规范化管

理。单位财务支出均需经办人确认、证明人证明、经办分管领

导审核、办公室主任复审、财务处处长审核、财务分管领导审

核后，计划资金处使用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进行支付。凡事都须

进行事前审批，大额资金管理范围或其他重大经济事项的支出，

须上党组会讨论决定。“三公经费”的使用严格执行《长沙市党

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实施办法》（长办发〔2014〕17号）、《车

辆管理制度》等文件标准，差旅费、接待费、会议费等严格按

照相关财政文件执行。

2、资金使用合规性。资金的支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

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

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

3、项目管理。长沙市人居环境局在所有专项资金到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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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政策的规定，均需按照招投标程序进行采购。严格按

照规定，依法依规进行了招投标程序对社会进行公开采购，并

及时督促、检查对所属事项办理政府采购手续，所有费用均由

各职能部门提出申请，经主管领导签署意见，报请行政领导批

示后方能实施。对于大额资金项目还需经党组会研究通过后才

能执行。各项工作实施后，办公室会同财务、纪检和相关职能

部门共同验收后才办理支付程序。

4、预算信息公开性。部门预算信息按规定内容，在规定的

时限内予以公开。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

准确。部门绩效评价相关信息未见公开。

（三）部门预算资金安排、管理、使用情况

1、部门整体评价范围的资金指标组成

2019年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财政资金通过年初预算申报，

预算调整后经市财政审批，安排预算资金总额 3,431.40万元（今

年初结转），其中基本支出 1,539.10万元，包括人员经费 1,403.78

万元，公用经费 135.33万元；部门预算项目支出 1,102.82万元。

包括：住房保障工作经费、大楼运行、城市体验等项目；因机

构改革后职责调整，由市住建局移交至市人居局的城区危旧房

屋（构筑物）改造经费 789.11万元。

另有“一圈两场三道”公共专项纳入本次人居环境局整体评

价范围，资金为 7,560万元。

2、部门整体评价范围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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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

支出 2,229.2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17.42 万元，包括人员

经费 1391.11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126.31万元；项目支出 711.8

万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移交至市人居环境局的城区危旧房

屋（构筑物）改造经费 789.11万元未使用，由纳入评价范围的“一

圈两场三道”项目经费 7,560万元已下拨到各区县实施单位。

项目 上年结转 年初预算 预算调整 2019年决算数 年末结余

基本支出 0.06 1,486.87 52.17 1,517.42 21.68

其中：人员经费 0.00 1,312,32 91.46 1,391.11 12.67

日常公用经费 0.06 174.55 -39.28 126.31 9.02

项目支出部门预算项目

支出
1.11 862.00 239.71 711.8 391.02

住建局移交城区危旧房屋

（构筑物）改造公共专项
789.11 0 789.11

部门小计 1.17 3137.98 291.89 2,229.22 1201.82

纳入部门评价的“一圈两

场三道”公共专项
7,560 7,560 0

合计 1.17 10,697.98 291.89 9,789.22 1,201.82

3、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 3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 20万元，公务接待费 10万元。2019年实际支出“三公”经

费 11.5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8.93万元。

“三公”经费的使用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年初

预算数

2019
年决算

支出数

超预算（负数为节约）

金额 节约或超支比例

公务接待费 10 2.64 -7.36 -73.6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 8.93 -11.07 -55.35%

合计 30 11.57 -18.43 -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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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支出金额 年末结余 预算执行率

大楼运行专项经费 456 430.37 25.63 94.38%

住房保障专项经费 264.34 198.6 65.78 75.12%

信息系统网络建设服务专项经费 38.2 29 9.2 75.92%

城中村改造工作经费 65.13 1 64.13 1.54%

调研课题经费 200 24.34 175.66 12.17%

城市体检 50 19.67 30.33 39.34%

其他支出 29.15 8.85 20.3 30.36%

合计 1102.82 711.79 391.03 64.54%

（1）大楼运行专项经费

专项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大楼正常运行所需的开支，包含物

业管理费、电费、取暖费、水费、维修费、劳务费、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具体资金使用明细如下：

序号 大楼运行 支出金额（万元）

1 物业管理费 188.61

2 水费 10

3 电费 1,06.00

4 取暖费 69.23

5 维修费 42.64

6 劳务费 9.04

7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86

合计 430.37

（2）住房保障专项经费

专项经费主要用于保障人居局正常工作开展，包含办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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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培训费、其他商

品和服务支出、维修费、印刷费。具体支出明细如下：

序号 住房保障经费 支出金额（万元）

1 办公费 33.59

2 差旅费 19.00

3 公务接待费 2.64

4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93

5 培训费 2.83

6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5.26

7 印刷费 24.72

8 维修费 11.6

合计 198.56

（3）信息系统网络建设服务专项经费

2019年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向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

中心支付了 29万元网络服务费，以保障信息系统正常运行。

（4）城中村改造工作经费

2019年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向长沙长大成彩印有限公司支

付印刷费 1万元。

（5）调研课题经费

2019 年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共支出付调研课题经费 24.34

万元，具体支出明细如下：

序号 调研课题经费 支出金额（万元）

1 差旅费 5.44

2 咨询费（长沙博咨智达公司） 18.90

合计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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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城市体检专项经费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和人一样，会有各种各样

的大病小病，城市体检就是要去查城市“病”在哪儿，然后对症

下药，系统、科学、精准地进行治理。具体支出明细如下：

序号 城市体检专项经费 支出金额（万元）

1 差旅费 5.55

2 租车费（湖南程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49

3 会议费（金麓国际大酒店） 3.63

4 咨询费（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10.00

合计： 19.67

（7）其他支出

具体使用明细如下：

序号 其他支出 支出金额（万元）

1 住房补贴 4.10

2 2018 年住房保障工作经费 1.75

3 2018 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奖励经费 3.00

合计 8.85

（四）公共项目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1、城市危旧房屋（构筑物）改造项目

根据新修订《长沙市城区危旧房屋（构筑物）改造资金拨

付办法》（长政办函〔2017〕167号）的相关要求，各单位按程

序上报 2018 年城市危旧房屋改造备案项目 24 个项目，计划投

资 5375万元，计划市级补助资金 1352.5万元，其中：天心区 9

个，岳麓区 3个，开福区 10个，雨花区 2个。截至 2018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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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完工项目 22个，2个项目未实施（因“租户不同意”、“产权

公私混合，住户意见不统一”），截至 2019 年底，已拨付奖补

资金项目 5个，其他项目因财政评审等手续未完成，仍未通过

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未审核，剩余待拨付奖补资金 789.11万元。

2、“一圈两场三道”项目

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长沙市“一圈两场三道”

建设两年行动计划（2018 年-2019年）》，2018年建设任务为

打造 200个 15分钟生活圈；新建停车场 102个，泊车位不少于

3 万个；农贸市场改造 49 处，新建 19 处；新建、改造人行道

362.52公里；新建、改造自行车 425公里，打造 7条健身步道；

建设历史步道 20.8公里。

根据重点实事办考核结果（长政办函〔2019〕25号）文以

及与市人社部门沟通，确认 2018年生活圈建设任务已经超额完

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长沙市“一圈两场三道”建设两

年行动计划（2018-2019）市级专项奖补资金方案》（长政办函

〔2018〕106 号）精神，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对“一圈两场三道”

工作进行奖励，并申报确定了项目 2018年建设任务市级专项奖

补资金分配方案（长资规函〔2019〕282 号），下拨奖补资金

7,560万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奖补资金已经下拨完成。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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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近现代建筑<历史建筑>保护，城区范围内

历史街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老旧

小区改造和建筑微改造、城市房屋征收补偿等，下同）的方针

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拟订城市人居环境行业地方性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草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2）研究拟订全市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总体发展战略、中长

期规划、年度实施计划、政策措施、操作标准、技术规范，并

组织实施；参与全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编制，负责经批准的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组织实施；指导区县（市）优化城市人居环

境工作。

（3）负责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修缮工作；

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的编制，负责经批准的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组织实施；负责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

区、近现代建筑（历史建筑）的申报、认定和参与相关详细规

划编制工作，参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范围内的建设项

目审查，参与历史文化名城相关规划的审查。

（4）统筹协调和管理全市棚户区改造工作，负责全市棚户

区改造计划编制、立项、安置补贴审核发放、资金结算、资产

归集工作。

（5）统筹协调和管理全市城中村改造工作，负责全市城中

村改造计划编制、立项、竣工验收审核工作。

（6）统筹协调和管理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建筑微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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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建筑微改造计划编制和监督实施工作。

（7）统筹协调和管理全市危房旧房改造工作，负责全市危

旧房改造项目备案和补助工作，参与验收评审。

（8）负责管理和指导全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和补偿工

作。

（9）负责全市优化人居环境专项资金的统筹管理和监督使

用，负责拟订年度专项资金安排计划、分配划拨、资金结算、

资产归集、监督管理，负责全市优化人居环境项目利用国家政

策性资金的审核工作。

（10）负责指导、检查城区范围内历史街区改造、棚户区

改造、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和建筑微改造、

城市房屋征收补偿等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

（11）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总目标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于“发展高质量、

建设高品位、形象高颜值”，建设“美丽宜居”长沙，让长沙成为

一座“儿童友好、老年关爱、青年向往”的城市，成为一座历史

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文明之都。

3、项目具体绩效目标

（1）住房保障专项经费。保障全局工作正常开展，各项职

能正常履行。

（2）大楼运行专项经费。保障大楼正常运行，为群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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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办事场地，为工作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3）信息系统网络建设服务专项经费。保障人居局信息系

统正常运行。

（4）城市体检专项经费。保障城市体检工作正开展，查城

市“病”在哪儿，然后对症下药，系统、科学、精准地进行治理，

并形成城市体检报告。

（5）一圈两场三道。推进“一圈两场三道”建设，牵头做好

“一圈两场三道”项目计划编制、项目进度调度督促，配合市实

事办做好考核及数据统计工作；完成对 2018年生活圈项目的考

核工作，制定奖补资金分配方案并报市财政局下拨奖补资金。

（6）危旧房屋改造。结合城区危旧房屋实际情况，对各区

符合条件的危旧房屋（构筑物）拟改造项目进行了备案，制定

并下发《关于确定列入 2019年长沙城区“以补促改”备案项目的

通知》；完成 2018年 24个危改项目审核工作，制定专项奖补

资金的分配方案并报财政下拨资金到实施单位。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一）积极推进国家试点工作

2019年长沙先后获批全国城市体检首批试点和全国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两项国家试点顺利推进：

1、城市体检试点工作。通过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构建了

长沙特色城市体检指标体系，聚焦“城市病”产生的根源，结合

大数据手段，全链条、全系统、全流程、全生命周期开展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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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形成了“1+3”报告体系（即 1个自体检报告和“交通拥堵”、

“养老设施”、“学前教育”三个专项报告），并自选区、街道试点，

探索“城市病”治理、宜居指数评价、信息平台建设、动态监测

评估等长效机制。

2、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在对老旧小区存量进行全

面摸底基础上，建立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库。结合工作实际，

拟定了《长沙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方案》、《长沙市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内容及标准》升级版、《长沙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

工作流程及分工》。

（二）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老城区有机更新顺利推进，完成白果园化龙池、省立一师

范、潮宗街、麓山南路、石马文化园等 15个有机更新片区（项

目）。全年建成 197个“15分钟步行生活圈”，停车场 151座、停

车泊位 5.47万个；生鲜市场 58个、社区门店 57个；改造、新

建人行道约 345.22 公里；改建、新建自行车道约 425.6 公里；

健身步道 8条；建设历史文化步道 36.7公里。

四、存在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不足

部门预算编制及绩效自评中，未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及资金

预算，明确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及项目绩效目标，未对绩效目标

设置细化、量化的绩效考核指标。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未对部门

及项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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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城市危旧房屋（构筑物）改造经费管理不到位

经现场抽查发现，在 2018年原市住建委备案 24 个项目，

计划投资 5375万元，计划市级补助资金 1352.5万元，除 2个项

目因“租户不同意”、“产权公私混合，住户意见不统一”等因素未

实施外，其它 22个项目均已竣工验收。其中，已完成结算 5个

项目，拨付资金 273.2626万元，其他项目未及时完成财评审核，

影响了补助资金下拨进度，造成项目资金结余。

（三）个别新建设施使用率低

经现场抽查 15分钟生活圈建设项目发现，天心区新宇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图书阅览室未配置借阅图书，未达到项目要

求标准，未有效利用。

（四）资产管理不到位

经现场检查发现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虽制定部门资产管理

制度，但未能有效执行，未对固定资产进行定期盘点，未对固

定资产进行相应编号管理。

（五）服务对象满意度偏低

评价小组通过现场走访 174位长沙市民，对长沙人居环境、

一圈两场三道、危旧房屋（构筑物）改造进行满意度调查，2019

年度长沙市人居环境满意度调查问卷发放 100份，收回 100份，

平均得分 79.68分，得分较低原因：32%居民认为居住区空气质

量一般，噪声污染较大，30%居民对居住区内老人与儿童活动

场地不满意；一圈两场三道发放调查问卷 50份，收回 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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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分 81.58 分，但也存在 18%的居民认为目前停车场建设

对停车难问题改善程度一般，36%居民认为自行车道和健身步

道对日常生活改善程度一般；危旧房屋（构筑物）改造项目发

放调查问卷 24份，收回 24份，平均得分 78.88分，得分较低原

因主要是周边居民对危旧房屋（构筑物）改造政策不了解。

五、改进建议

（一）提高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意识

建议市人居环境局每年根据部门年度工作计划精细化预算

编制，并根据各项工作进度和目标设置明确的绩效目标，并设

置量化、细化指标对项目工作进行考核。实质性的开展绩效自

评工作，分析部门整体及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并总结分析

相关问题及建议。

（二）加强城区危旧房屋（构筑物）改造项目管理，并根

据项目实际需求调整年度预算

建议市人居环境局积极推动区县项目实施单位加快已申报

城区危旧房屋（构筑物）改造项目推进速度。在编制本部门年

初预算时合理估计年度内达到奖补条件的项目标数和资金金额，

根据实际进度申报预算，减少财政资金结余，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三）督促区县单位提高已建成设施使用率

针对新建的社区公共设施可能存在使用率不高的问题，建

议市人居局督促区县对已建成设施的维护和利用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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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实施单位及时进行整改。

（四）加强资产管理

建议单位尽快建立完善的部门资产管理制度，并定期组织

相关人员对全局资产进行盘点，强化对资产的管理力度，保证

资产安全、完整。

（五）提高居民满意度

针对居民满意度调查中反映的空气质量问题，长沙城市人

居环境局应积极协调市环保部门，加大对空气污染治理力度；

针对老人儿童活动场地不足，应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全市社区

活动场地进行摸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积极协调市文体部门，

加强老人儿童娱乐场地建设；针对居民认为停车场建设对停车

难改善程度一般的问题，应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群众积极寻找原

因，并协调市停车办针对相关原因采取相应应对措施；针对城

区居民对危旧房屋（构筑物）改造政策不了解，应组织区人居

局工作人员对即将接受改造区域的居民进行政策宣传，使其更

加了解市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增加对政府工作成果的满意度。

六、评价结论

长沙城市人居环境局组织实施了 2019年度大楼运行、城市

体检、住房保障经费等专项工作，建立了资金、项目管理制度，

规范了实施程序，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考核和评价，较好地

完成了 2019年度的工作任务，并统筹协调了一圈两场三道、危

旧房屋（构筑物）改造项目。但仍存在人员配置超编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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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工作待加强、资产管理不到位、项目推划进度慢等方面问

题。按照项目决策、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项目管理、项

目绩效五个方面进行总体评价，项目综合评分 90.42分，评价级

次为“优”。

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组

2020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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