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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四川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转移支付

2022年度绩效自评报告的函

教育部（财务司）、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

根据《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川财绩〔2023〕5号）要求，

现将四川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转移支付 2022年度绩效自评

工作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为加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

效，我省对照中央下达的区域绩效目标同步随文分解整体绩效目

标，并要求各地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要求，建立健

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按照绩效目标做好资金监管和绩效

监控。2022年全年共安排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188元，其中：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119亿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26.7亿元、市

县财政补助资金 4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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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方面。继续贯彻义务教育免费政策，

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免费提供作业本

政策，惠及全省 824万人次义教阶段在校学生。一是将地方课程

免费教科书全部纳入省级资金保障范围，安排免费教科书补助资

金 11.1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9.8亿元、省级补助资金 1.3

亿元。二是落实免费提供作业本政策，安排免费提供作业本补助

资金 2.8亿元，其中，省级补助资金 1.4亿元、市县补助资金 1.4

亿元。

（二）保障学校运转方面。一是持续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

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对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生

按年生均小学 650元、初中 850元，特教学生 6000元的标准补

助公用经费，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 200元标准额外增

加公用经费补助，对农村地区不足 100人的学校按 100人核定公

用经费，惠及全省 830余万人次义教阶段在校学生。安排公用经

费补助资金 80.9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56.4亿元、省级补

助资金 10.7亿元、市县补助资金 13.8亿元。二是持续保障高海

拔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取暖需求，对三州海拔 2500米以上地

区义务教育学校补助取暖费，为该地区义教学生营造温暖舒适的

学习环境。全年共安排省级取暖补助资金 0.6亿元。三是巩固完

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持续支持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维修改造农村中小学校舍 1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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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含 1.2万平方米 D级危房），切实保障学校持续健康

平稳运行。安排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 24.6亿元，其中，

中央补助资金 14.6亿元、省级补助资金 2.2亿元，市县补助资金

7.8亿元。

（三）学生生活保障方面。一是继续实施义务教育营养膳食

改善计划，按每生每天 5元的标准实施义务教育营养膳食补助，

惠及学生 325余万人，持续提高学生体质。安排义务教育营养膳

食补助资金 30.1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23.1亿元、省级补

助资金 2.3亿元、市县补助资金 4.7亿元。二是继续落实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实施补助政策，惠及全省义教阶段学生 205万人，

其中小学 120万人、初中 85万人，切实减轻经济困难学生家庭

教育支出压力。安排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20.8亿元，

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9亿元、省级补助资金 4亿元、市县补助资金

7.8亿元。

（四）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一是继续支持对“四大片区”88

个县给予农村教师生活补助，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 400元的标

准，为农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安排农村教师生活补助资金 8.5

亿元，其中，省级补助资金 4.2亿元、市县补助资金 4.3亿元。

二是继续实施对农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的“四大片区”88个县

给予综合奖补，安排中央补助资金 3.8亿元。三是继续支持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对 0.6万名特岗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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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工资性补助，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确保特岗教师工资按时

足额发放。安排特岗计划补助资金 4.7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

金 2.3亿元、市县补助资金 2.4亿元。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管理情况分析

为持续巩固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四川省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我省各级财政部门及时足额落实

应承担资金。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川财教〔2021〕200

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2年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川财教〔2022〕45号）等文件，及时

下达各地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145.7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119亿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26.7亿元，资金到位率 100%。

一是强化主体责任。按我省教育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全面建立起省级政府统筹安排，市（州）、

县（市、区）政府具体实施，各级相关部门共同推进义务教育发

展的工作机制；建立清晰、明确、统一的经费分担政策，强化市

县级人民政府的投入责任，督促各级人民政府按项目、按标准、

按比例落实本级应承担资金，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所需资

金全部及时足额安排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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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规范资金使用。督促各地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预算编

制科学化水平，将各项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基本建立了规范

完整的义务教育学校预算管理制度；督促各地建立规范的项目招

投标和政府采购程序，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其中，免费教科

书资金由教育厅统一组织政府采购；督促各地严格按“谁使用、

谁负责”的原则，根据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管好用好资金，不

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加强直达管理。按“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

的原则，着眼于“快”，又立足于“好”，财政厅会同教育厅提前

谋划，迅速制定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分配方案并及时下达，督

促市县及有关单位尽快形成实际支出和实物工作量，对资金实行

全链条、闭环式管理，实现资金监控贯穿到分配、拨付、使用等

各个环节；建立跟踪预警信息处理机制，对发现违反国库集中支

付制度、超范围支出等问题，及时通知相关单位纠错纠偏，确保

政策资金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四是公开公示制度。指导督促各地建立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资

金的公开公示制度，对安排使用的义务教育经费切实做到及时公

开、阳光透明，既要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情况向同级人民代表大

会报告，还同时要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2022年，继续

通过财政厅官网对涉及中央和省级财政分配下达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各项资金，逐一向社会、向公众进行了公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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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加强绩效监督。参照中央相关做法，将全省绩效目标表

随文下达各地，要求各地以县（市、区）为单位，设立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区域绩效目标，严格对照绩效目标推进相关工作，不断

提升资金效益。建立日常监督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资金监督检查

机制，把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经费作为教育督导、绩效评价、

专项检查、审计督查的重要内容。依据督查问题，责令相关地区

进行全面核查、逐一分析，深入查找原因，切实予以整改。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财政部、教育部的大力支

持下，通过全省各级财政、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2022年，我

省城乡义务教育实现更高层次的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1.切实落实教育投入主体责任。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严格按照城乡义务教育补助

经费资金管理办法，及时足额落实本级财政应承担资金，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持续巩固和完善，财政保障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2.切实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一是继续落实城乡

义务教育“三免一补”政策，巩固实施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对城

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作业本，为 830

万余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作业本。对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助。为至少 200万余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

供生活费补助。二是持续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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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支出。将随迁子女入学就近入学纳入 30

件民生实事予以支持保障，义务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性显

著增强。持续为高海拔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学校至少 25万名在校

学生提供取暖补助。三是持续巩固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

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义务教育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巩固提升校舍安全，维修改造质量合格率

确保达 100%，切实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四是持续对地方落实乡

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政策给予综合奖补。

3.切实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

“四大片区”农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生活待遇保障，提高义务教

育阶段教师队伍建设。落实特岗教师计划。在统筹中央工资性补

助资金的基础上，足额落实应承担资金，确保特岗教师按时足额

发放。继续支持“四大片区”88县落实农村教师生活补助，据

实为农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

4.切实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按照中央统一

部署，积极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提标政

策，巩固营养改善计划成果。支持开展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和

省级试点工作，为 325万余名学生按每生每天 5元的标准落实营

养膳食补助，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5.切实强化全流程绩效监管，从县（市、区）到省级层面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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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落实全面实施绩效预算管理有关要求，并将城乡义务教育补助

经费纳入直达资金管理范畴，加强对该资金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生均公用经费。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严格按照不低于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即小学每生每年 650

元，初中每生每年 850元，特教学生每生每年 6000元的标准补

助公用经费，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 200元标准额外增

加公用经费补助，对农村地区不足 100人的学校按 100人核定公

用经费，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2.享受免费教科书政策的学生比例。持续对所有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含小学一年级学生字典）和作业本，

并积极开展免费教科书循环使用工作，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补助比例。2022年全省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补助比例为 100%，实现应助尽助，完成年

度绩效目标。

4.连片特困地区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覆盖率。2022年对

符合条件的农村教师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 400的标准发放生活

补助，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5.连片特困地区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农村学生比例。设定

年度绩效指标值为 100%，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100%，完成年度



— 9 —

绩效目标。

6.农村学校校舍维修改造开工面积。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

大于等于 150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7.农村教师生活补助覆盖教师数。持续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

400的标准，对农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全年据实结算。

8.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学生人数。持续实施义务教育营养

改善计划，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325万名学生，全年

实际完成值为 325.8万名学生，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9.高海拔取暖受益学生人数。持续对高海拔地区义务教育学

校给予取暖补助，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惠及学生人数为大于等于

29万名学生，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29.5万名学生，完成年度绩效

目标。

10.免费提供教科书、作业本受益学生数。对所有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含小学一年级学生字典）和作业

本持续，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830万名学生，全年据

实结算，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减少，实际完成值为 824万名

学生。

1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受益学生数。持续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助，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220

万名学生，因 2022年按照重新核定的贫困面执行，实际完成值

为 205万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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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完成特岗教师招聘计划。持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 95%，全年实际完

成值为 97%，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13.教科书质量合格率。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 100%，全年

实际完成值为 100%，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14.农村学校校舍日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率。设定年度绩效

指标值为 100%，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100%，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15.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达标率。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

100%，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100%，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16.特岗教师到岗率。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97%，

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97.37%，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17.营养膳食生均补助标准。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 5元/天/

生，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5元/天/生，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18.乡村教师队伍素质。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不断提升，

全年实际完成值为乡村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完成年度绩效目

标。

19.贫困地区学生身体素质。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不断提

升，全年实际完成值为农村中小学生生长发育指标稳步提升，缺

铁性贫血逐年下降，超重与肥胖率降低，营养不良率有所改善，

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20.学校和老师满意度。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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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全年实际学校和老师对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的感恩意识持续

提升，满意度大于等于 85%，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21.家长和学生满意度。设定年度绩效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85%，全年全省贫困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得到减轻，人民群众对教

育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家长和学生满意度较高，均超过 85%。完

成年度绩效目标。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绩效自评，发现有个别绩效指标出现偏离现象，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免费提供教科书、作业本受益学生数。该指标年初根

据上年事业统计数据，预计免费提供教科书、作业本受益学生应

大于等于 830万名，实际受益学生 824万名，主要原因是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减少，使得年终绩效目标发生偏离。下

一步，我们将根据在校学生人数，科学分析人数变化趋势，合理

设定绩效目标。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受益学生数。该指标年初

根据上年统计数据，预计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受益学生

应大于等于 220万名，实际受益学生 205万名，主要原因是 2022

年我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按照重新核定的贫困面

执行，使得年终绩效目标发生偏离。下一步，我们将做好统筹谋

划工作，根据学生资助政策调整情况，合理设定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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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一是各地 2022年资金执行进度、资金使用效果、社会满意

度等情况，将作为 2023年度中央、省级城乡义务教育补助资金

分配的重要因素。二是指导各地加快资金执行进度，大力推进项

目进度，实现实物量转化，及时发挥资金效益。三是强化公用经

费使用监督，充分发挥资金作用，高效维持学校运转，防止义教

阶段学校公用经费被挤占、挪用、调剂、统筹现象的发生。四是

积极协调财政部门，推动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资金结算

机制，足额安排省级配套资金，规范使用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

资金。

（二）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情况

6月 30日前，跟踪指导各市（州）、县（市、区）主管部门

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开《自评表》，省教育厅按要求对绩效评价结

果进行公布，同步将公开情况反馈财政厅、财政部四川监管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监管局审核发现问题。2023年 2月，财政部四川监

管局对四川省 2022年度中央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使用管理情

况进行了审核，发现以下四个问题。一是使用城乡义务教育中央

补助经费购买地方教材，涉及资金 2670.55万元。二是个别学校

使用义教公用经费列支高中教育支出、聘用人员工资等人员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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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扶贫相关支出。涉及资金 574.51万元。三是个别地区和学校

“农村校舍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使用不规范，涉及金额

632.53万元。四是个别区县存在“预算一体化系统”指标与正式

文件不一致的情况。

（二）整改情况。一是教育厅会同财政厅，推动建立健全义

务教育免费教科书资金结算机制，足额安排省级配套资金，规范

使用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资金。二是督促相关学校完善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使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四川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要求使用补助经费，进一步规范经费使用行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指导相关学校归垫已列支高中教育

支出 512.09万元，严格按资金用途全部纳入 2023年财政预算安

排；收回已列支临时聘用人员工资等人员经费 46.95万元，扶贫

相关支出 15.47万元，用于学校开展教学业务进行使用；收回已

安排城市公办学校农村校舍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 632.53万，

重新安排到农村中小学校，用于维修改造校舍。四是指导各级财

政部门提前下达 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中央资金，由县

级财政局在一体化系统中全额将资金下达到各学校。五是加大对

财务人员培训力度，提高财务人员业务素质，杜绝类似问题再次

发生。

（三）下一步打算。一是持续督促指导各市（州）教育部门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预算法》。二是持续指导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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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积极争取财政资金，加大本级财政教育的保障力度。三

是持续指导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

提高资金的使用绩效。四是持续指导市（州）教育主管部门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绩效管理理念，真正做到“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追责”，合力推动我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保障水平。

附件：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

自评表（2022年度）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财政厅

2023年 5月 1 8日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中央主管部门 教育部、财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财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844,792 1,879,388 101.8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190,388 1,190,388 100.00%

       地方资金(省级） 253,042 266,000 105.12%

       地方资金(市县级） 401,362 423,000 105.39%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

金，提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减少执行中调整。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

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

使用规范性
按《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规范使用，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

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

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

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 ，足额

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目标2: 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全面落实“三免一补”政策，不断健全完善校舍维修改造

长效机制。

目标3：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对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

。

目标4：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目标5：实施高海拔取暖政策，对高海拔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给予取暖补助 "

1.全面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 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全面落实“三免一补”政策，不断健全完善校舍维修改

造长效机制，全年维修改造农村中小学校舍1301.4万平方米。

3：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对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发放生活补

助。

4：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学生325.8万人。

5：实施高海拔取暖政策，对高海拔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给予取暖补助。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生均公用经费
不低于国家规定的基

准定额标准
完成

享受免费教科书政策的学生比例 100% 100%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补助比例 24.90% 24.9%

连片特困地区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覆盖率 100% 100%

连片特困地区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农村学生比例 100% 100%

农村学校校舍维修改造开工面积 ≧150万平方米 1301.4

农村教师生活补助覆盖教师数 据实结算 16.35

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学生人数 ≧325万人 325.8

高海拔取暖受益学生人数 ≥29万人 29.5

免费提供教科书、作业本受益学生数 ≥830万名 824万
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减少，2022年在校学生

为824万人。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受益学生数 ≥220万名 205万
我省2021年重新核定了贫困面，根据最新的贫

困面，2022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受益人数为205万人。

质量指标

完成特岗教师招聘计划 95% 97%

教科书质量合格率 100% 100%

农村学校校舍日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率 100% 100%

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达标率 100% 100%

特岗教师到岗率 ≧97% 97.37

成本指标 营养膳食生均补助标准 5元/天 5元/天

社会效益

指标

乡村教师队伍素质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贫困地区学生身体素质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学校和老师满意度 ≥85% 完成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85% 完成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如没有请填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 、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