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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摘要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成安县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把握难点”，确立了建设

骨灰堂的科学思路。

随着殡葬改革工作的逐步深化，成安县火化率基本达到了 100%

，实现了殡葬改革目标的第一步，但是如何解决大量骨灰的安放和处

置问题，尤其是解决好占总火化总量 80%以上的农村逝亡人口的骨灰

安放和处理问题，则是殡葬改革最总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从成安县实际情况看，城镇居民逝广人口骨灰 90%以上是被丧属

带回农村进行安葬。将骨灰带回农村安葬的主要原因为：是群众“入

土为安”的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认为人逝后即便是火化了也应该将

骨灰埋葬起来：二是城镇没有骨灰寄存设施。因此，全县每年近有

3000 具骨灰用或大或小的棺材进行“二次土葬”，便耕地里出现大

量坟头，这不但没能节约土地和木材，反而使样众丝济负担加重，也

使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丧葬习俗逝灰复燃，与殡葬改革的本意背道而

驰。“二次土葬”成为伴随殡葬改革的老大难问题。

面对这一实际问题，成安县民政后领导班子经过认真研究，一致

认为： 解决好城镇骨灰安放和处理问题，不仅对深化殡葬改革有看

深远意义，也是建设“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

要求。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单纯靠行政手段，也不能单说服教育，应

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切实解决群众安放

和处置骨灰的实际问题，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建设骨灰堂是国



家政策所允许的，虽然前期建设投入大一些，也存在后续管理问题，

单从长远来看，骨灰堂占地面积小，尤其是骨灰墙，占地面积小，容

纳骨灰盒数量比较多。对土地的需求有限，维护费用较低，可循环使

用，而且，距离群众较近，方便群众祭祀。不仅解决长期以来农村骨

灰安葬和处置的问题，也可使群众逐步形成一种科学、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二）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

2） 建设地点：邯郸市成安县军成路路北

3） 项目主管部门：成安县民政局

4） 项目实施单位：成安县殡葬管理所

5） 建设规模：成安县天逸骨灰堂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骨灰安放

功能，初步预测可实现存放骨灰盒 20000 个。

6） 工程占地面积：该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81 公顷(折合 27.13

亩)，项目总建筑面积 3307 ㎡。

7） 工程内容：建设内容包括骨灰堂建筑面积 3000㎡，业务用

房建筑面积 200 ㎡，厕所建筑面积 67㎡，门卫建筑面积 40㎡；骨灰

墙两处共计 4014.4 ㎡；停车场面积 3780 ㎡，共计 108 个停车位（与

北侧公墓共用）；荷塘放生池 2 个，面积 1514.2 ㎡；绿化面积 3948.40

㎡。

8）工程总投资：本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1273.55 万元，设备费 2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26.45 万元。

9）项目发包人：成安县殡葬管理所；项目承包人：中通建工城

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工期：2022 年 2月 19 日至 2024 年 2月 18 日

。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我们成立了评价工作组，自 2023 年 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经过前期准备、收集基础资料、审核基础资料、现

场勘察、综合分析评价等阶段，对“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

开展了绩效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论结论

(一)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项目主管部门为成安县殡葬

管理所，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实际到

位 500 万元，2022 年实际支出专项债券资金 294.467214 万元，2022

年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率为 58.89%。

(二)项目方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资金管理方面严格按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债[2021]41 号)、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资金拨

付程序规范，资金使用合规。

(三)评价结论

通过评价，项目进度完成率 60%，专项债券资金绩效得分为 98

分，绩效评价“有效”。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该项目的建设是贯彻落实我国殡葬改革工作的需要，是成安县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完善

成安县骨灰堂基础设施和提高服务质量，对于项目区提高火化率、开

展移风易俗活动等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进而加快全县殡葬改革事业的

发展，更好的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殡葬改革任务，促进“两个文明”



建设。与此同时，骨灰堂建设将以绿化为主。尽量保留现有的植被，

达到“远佑青山绿水，近看逝者安息”。

项目完成后，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成安县生态环境建设。在规划设

计方面要将文化融入殡葬文化之中，要充分利用这方面的优势。把历

史文化，佛家文化融入我们的殡葬文化骨灰堂之中，建一座“活人乐”

“逝人安”的生态园，既解决了殡葬又能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完全有

条件打造一个园林式生态园。

项目建成后，将增加新的绿地，起到防沙固土，保护草皮植被，

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作用，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殡仪馆的绿化

体系形成的绿色屏障，可增加土壤水分，减少由于风沙等严重自然灾

害引起的损失。

殡仪馆绿化工程中经过以“洗盐、改土、培肥”为中心的开发过

程，对地下水的合理利用及喷灌量的严格控制，提高了土壤肥力，防

止土地盐碱化，保护了地下水源，建造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为项

目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殡仪馆的改扩建，维护和保持了当地自然林木植被的生长，改善

了项目区的自然生态，也美化和提高了项目区质量。

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建设大局统筹要求，

符合国家殡葬事业改革精神，符合地方政策，切合城市发展规划。项

目场址条件优越，建设条件具备。项目投资规模适度，社会效益显著。

因此，该项目建设是急需且必要的，可充分利用项目独特的生态特点，

有效发掘旅游资源，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五、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未发现明显问题。

六、有关建议



建议项目管理部门成安县殡葬管理所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并严

格按照预算安排，做到专款专用。



河北卓审会计师事务所
HEBEI ZHUOSHE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

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冀卓审绩评字[2023]第 6001 号

为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管理，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

效益，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21]61 号)和《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债[2021]41 号)等文件精神，

对 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实施了绩效评价工

作，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成安县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把握难点”，确立了建设

骨灰堂的科学思路。

随着殡葬改革工作的逐步深化，成安县火化率基本达到了 100%

，实现了殡葬改革目标的第一步，但是如何解决大量骨灰的安放和处

置问题，尤其是解决好占总火化总量 80%以上的农村逝亡人口的骨灰

安放和处理问题，则是殡葬改革最总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从成安县实际情况看，城镇居民逝广人口骨灰 90%以上是被丧属

带回农村进行安葬。将骨灰带回农村安葬的主要原因为：是群众“入

土为安”的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认为人逝后即便是火化了也应该将

骨灰埋葬起来：二是城镇没有骨灰寄存设施。因此，全县每年近有

3000 具骨灰用或大或小的棺材进行“二次土葬”，便耕地里出现大

量坟头，这不但没能节约土地和木材，反而使样众丝济负担加重，也

使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丧葬习俗逝灰复燃，与殡葬改革的本意背道而

驰。“二次土葬”成为伴随殡葬改革的老大难问题。

面对这一实际问题，成安县民政后领导班子经过认真研究，一致

认为： 解决好城镇骨灰安放和处理问题，不仅对深化殡葬改革有看

深远意义，也是建设“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

要求。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单纯靠行政手段，也不能单说服教育，应

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切实解决群众安放

和处置骨灰的实际问题，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建设骨灰堂是国

家政策所允许的，虽然前期建设投入大一些，也存在后续管理问题，

单从长远来看，骨灰堂占地面积小，尤其是骨灰墙，占地面积小，容

纳骨灰盒数量比较多。对土地的需求有限，维护费用较低，可循环使

用，而且，距离群众较近，方便群众祭祀。不仅解决长期以来农村骨

灰安葬和处置的问题，也可使群众逐步形成一种科学、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2.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

2） 建设地点：邯郸市成安县军成路路北

3） 项目主管部门：成安县民政局

4） 项目实施单位：成安县殡葬管理所



5） 建设规模：成安县天逸骨灰堂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骨灰安放

功能，初步预测可实现存放骨灰盒 20000 个。

6） 工程占地面积：该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81 公顷(折合 27.13

亩)，项目总建筑面积 3307 ㎡。

7） 工程内容：建设内容包括骨灰堂建筑面积 3000㎡，业务用

房建筑面积 200 ㎡，厕所建筑面积 67㎡，门卫建筑面积 40㎡；骨灰

墙两处共计 4014.4 ㎡；停车场面积 3780 ㎡，共计 108 个停车位（与

北侧公墓共用）；荷塘放生池 2 个，面积 1514.2 ㎡；绿化面积 3948.40

㎡。

8）工程总投资：本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1273.55 万元，设备费 2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26.45 万元。

9）项目发包人：成安县殡葬管理所；项目承包人：中通建工城

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工期：2022 年 2月 19 日至 2024 年 2月 18 日

。

3.实施情况

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于 2017 年 1月 16 日取得成安县民

政局出具的文件《成安县民政局关于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的批复》【

成民（2017）10 号】，2019 年 8 月 1 日取得成安县行政审批局出具

的文件《成安县行政审批局关于成安县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成审批字（2019）65 号】，2021 年 5 月 13 日，取得成安县

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文件《成安县行政审批局关于成安县天逸骨灰堂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成审批字（2021）49 号】。项目

2021 年 12 月 27 日进行招投标，实际开工日期为 2022 年 4月 19 日

。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建设，并对主体进行了验收。2022 年 6月 30

日取得项目 2022 年度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总投入 500 万元，其中 2022



年度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总支出 294.467214 万元，为工程进度预

付款。

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于 2022 年 6月 30 日收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资金 500 万元，资金支出金额为 294.467214 万元，用于支付

工程建设进度款预付款。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类型

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

设项目
成安县民政局 成安县殡葬管理所 殡葬服务

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资金管理方面严格按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债[2021]41 号)、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资金拨

付程序规范，资金使用合格。具体情况如下：

(1)专项债券资金投入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债券资金(万元) 到账时间

1 2022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 500 2022年6月30日

(2)专项债券资金拨付情况

拨付批次
专项债券资金拨

付时间

拨付金额(

万元)
支付日期 收款方 备注

2022年河北省高质

量发展专项债券（

二十七期）-2022

年河北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九期）

2021年11月29日 294.467214
2022年7月8

日

中通建

工城建

集团有

限公司

工程进

度预付

款

(冀财债【2022】31

号)

合计 294.467214



(3)专项债券资金到位执行情况

项目
收到专项债券资金

拨付金额(万元)

专项债券资金执

行金额(万元)

专项债券资金剩

余金额(万元)

2022年天逸骨灰

堂建设项目
500 294.467214 205.532786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满足骨灰安放需求；节约土地、保护环境；移风易俗、减轻群众

负担。

2.阶段性目标

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总占地面积

为 1.81 公顷(折合 27.13 亩)，项目总建筑面积 3307 ㎡。建设内容

包括骨灰堂建筑面积 3000 ㎡，业务用房建筑面积 200 ㎡，厕所建筑

面积 67㎡，门卫建筑面积 40㎡；骨灰墙两处共计 4014.4㎡；停车

场面积 3780 ㎡，共计 108 个停车位（与北侧公墓共用）；荷塘放生

池 2个，面积 1514.2㎡；绿化面积 3948.40 ㎡。项目建成后，可实

现骨灰安放功能，初步预测可实现存放骨灰盒 20000 个。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标、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标：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

2.评价对象：成安县殡葬管理所

3.评价范围：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资金

(二)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1.评价原则

坚持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级分类和绩效相关的原则，坚持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2.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分值 100 分，绩效评价指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决策和管理指标，分值 45分；第二部分产出和效果指标，分值 55分。

绩效评价等级表

分值 85-100 分 75-85 分 60-75 分 60 分以下

等级 有效 基本有效 一般有效 绩效较差

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1

3.评价方法

本次采用绩效评价方法如下：

(1)比较法：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产出效果、历史数据与当期

同类数据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项目实现程度。

(2)因素分析法：体现为对项目类型不同、项目实施具体情况不

同进行分析。

4.评价标准

(1)河北省财政厅文件关于印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

(2)《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

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

(3)《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

(4)《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6]155 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



(6)《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7)《财务管理制度》

(8)《建设项目管理制度》

(9)《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

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10)其他相关依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绩效评价具体实施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我们成立了评价工作组，自 2023 年 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经过前期准备、收集基础资料、审核基础资料、现

场勘察、综合分析评价等阶段，对“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

开展了绩效评价。

(1)收集评价资料

评价工作组根据评价工作的需要和要求，向项目组织执行单位下

发资料清单，收集绩效评价资料，主要包括：

①被评价单位基本概况，如单位职能、事业发展规划、预决算情

况，项目立项依据等；

②绩效目标及其设立依据和调整情况；

③管理措施及组织实施情况；

④被评价单位总结分析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绩效报告；

⑤与绩效评价相关的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

⑥其他必要的相关资料等。

(2)审核评价资料

评价小组对收集的评价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

核实和全面分析，要求被评价单位对缺失的资料及时补充，对存在疑

问的重要基础资料进行解释说明。



通过基础资料的审核，了解被评价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被评价

对象可能存在的问题，根据工作需要确定要进行实地勘查的项目，为

必要的现场勘查做好准备。

(3)现场勘查

评价小组指派评价人员深入被评价项目，必要时到项目实施现场

进行实地考察验证。

(4)综合分析评价

①评价工作组根据所收集和审核的基础资料，结合现场勘查的有

关情况，整理出绩效评价所需的基本资料和数据。

②评价工作组按照评价工作方案确定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

价方法，根据评价基础数据，对评价对象的绩效情况进行全面的定量

、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进行量化打分，形成评价初步结论。

③评价工作组将初步评价结论和有关说明送达被评价单位并征

求意见，同时将评价结论、调整事项、调查结果、专家咨询组意见等

送达评价组织机构审阅。

2．撰写和提交绩效评价报告

绩效评价工作组按照整理的评价资料，依据评价形成的结论，结

合被评价单位反馈的意见，按照既定的格式和内容要求撰写绩效评价

初步报告，形成初步评价结果。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论结论

通过评价，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 2022 年共申请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 500 万元，其中 2022 年度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总支

出 294.467214 万元，系支付工程进度款预付款。资金使用按照有关

文件和规章制度执行，资金支出层层审批。专项债券资金投入基本取



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基本完成了专项债券资金绩效目标。专项

债券资金绩效得分为 98分，绩效评价“有效”详见附件 2。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指标满分 25分情况如下：

1.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申报的政策依据与程序规范性满

分 8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分值权重

决策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申报的政策依据与程序

规范性

专项债券项目申报是否

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

、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4
依据：项目评价得分×项目专

项债券资金占总资金的比重=

权重得分。评审项目的权重得

分加和为最终得分。项目立项前期准备程序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4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项，得 2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

重依据分值权重 0.5-8 分

评价依据

1. 评价人员通过对地方政府专项债权的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等文件的审阅，专项债券资金立项符合有关政策的规定，程序符合

要求；

2.通过对前期的项目预算、申请、批复等文件的审阅符合《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 号)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扣分点

评价得分 8分

2.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绩效目标设定的合理性与指标明确性

满分 10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分值权重

新增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绩效目标

设定的合理性与

项目主管理部门和项目单位所设定的绩效

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

的相符情况

5

依据：项目评价得分×项目

专项债券资金占总资金的

比重=权重得分。评审项目

的权重得分加和为最终得



决策

指标明确性 分。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5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项，得 5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据分值

权重 0.5-10 分

评价依据

1. 依据项目绩效申报表、绩效自评表、项目设计批复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等相关资料，项目主管理部门和项目单位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

观实际，可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依据项目绩效申报表、绩效自评表，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

可衡量等，可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扣分点

评价得分 10 分

3.编制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平衡方案科学性和资金分配

的合理性满分 7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分值权重

决策

编制新增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

资金平衡方案

科学性和资金

分配的合理性

项目单位编制的平衡方案是否经过科学

论证、有明确标准 2 依据：项目评价得分×项目专

项债券资金占总资金的比重=

权重得分。评审项目的权重得

分加和为最终得分。

申请的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额度是否与制

定的年度绩效目标相适应 2

专项债券项目资金分配使用是否有测算

依据，与该项目所需资金的真实性是否相

符，

3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2 项，得 2 分，满足第 3项，得 3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

，视情节轻重依据分值权重 0.5-7 分

评价依据

1.依据专项债权项目前绩效评估报告项目单位编制的平衡方案经过科学论证、

有明确标准 2.依据项目绩效申报表、绩效自评表，申请的专项债券项目资金

额度与制定的年度绩效目标相适应。3.依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前绩效

评估报告等资料专项债券项目资金分配使用是有测算依据，与该项目所需资金

的真实性是相符

扣分点

评价得分 7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管理指标满分 20分



1.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及组织实施有效

性满分 8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分值权重

管理

新增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

管理制度健全

性及组织实施

有效性

使用专项债券项目实施单位财务管理制

度是否健全、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

管理规定。
8

依据：项目评价得分×项目专

项债券资金占总资金的比重=

权重得分。评审项目的权重得

分加和为最终得分。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项，得 4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据分值

权重 0.5-8 分

评价依据 依据专项债管理办法，预算、批复等相关制度文件

扣分点

评价得分 8分

2.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满分 12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分值权重

管理

新增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

资金使用情

况

1.专项债券项目资金实际支出与债券资金总

投入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使用管理

情况；

3

依据：项目评价得分×项目

专项债券资金占总资金的比

重=权重得分。

评审项目的权重得分加和为

最终得分。

2.预算资金(银行贷款、自有资金)与项目总

投资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落实资金情况

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3

3.专项债券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专项债券

资金管理规定。
3

4.专项债券项目存续期期是否按要求在网站

上进行信息公开。 3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项，得 3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据分值权

重 0.5-9 分

评价依据 依据专项债申请、拨付、项目批复等相关资料

扣分点

评价得分 12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1.数量指标满分 6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筑面积 3000㎡ 2 依据：项目评价得分×项目专

项债券资金占总资金的比重=

权重得分。评审项目的权重得

分加和为最终得分。

实现存放骨灰盒 20000 个 2

总占地面积 1.81 公顷 2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项，得 2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据分值权

重 0.5-12 分

评价依据 工程进度、监理报告

扣分点

评价得分 6分

2.质量指标满分 6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2

配套设施质量合格率 100% 2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 一级 2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项，得 2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据分值权

重 0.5-12 分

评价依据 通过项目施工材料及监理报告，项目质量符合单项验收标准

扣分点

评价得分 6 分

3.时效指标满分 5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分值权重

时效指标

项目前期准备

完成及时率
100% 2

依据：项目评

价得分×项目

专项债券资金

占总资金的比

重=权重得分。

评审项目的权

重得分加和为

最终得分。

产出指标
工程预计完成

时间
2024年2月18日 3

评价标准
每满足1项，得2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

据分值权重0.5-12分

评价依据 项目前期可研报告，初步设计批复，前期评估报告等

扣分点 项目施工合同的合同工期比项目前期可研的建设日期延迟

评价得分 3分

4.成本指标满分 6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建设总成本 1500 万元 3

预计建筑工程费总投资 1273.55 万元 2

预期项目收益覆盖专项

债还本付息倍数
8.59 1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 项，得 3 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

据分值权重 0.5-12 分

评价依据 资金拨款凭证、合同、发票、付款凭证

扣分点

评价得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指标满分 32分

1.经济效益指标满分 6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分值权重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

的合理性
100% 3

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100% 3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项，得 3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据分值权重

0.5-12 分

评价依据 项目建成后项目收入、成本、收益的预测是否合理，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扣分点

评价得分 6分

2.社会效益指标满分 6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分值权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满足骨灰安放需求 20000 个 3

节约土地 100% 3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项，得 3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据分值权重

0.5-6 分



评价依据
依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后是否可以节约土地利用和满足骨灰安放需求

。

扣分点

评价得分 6 分

3.生态效益指标满分 6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分值权重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建设环保达标率 100% 4

运营期环境保护
达到环保部门

要求
2

评价标准
每满足1项，得3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据分

值权重0.5-6分

评价依据
项目执行期间无环保部门处罚，依据监理报告审阅，使用材料符合设计要

求

扣分点

评价得分 6分

4.可持续影响指标满分 6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分值权重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移风易俗 效益显著 3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00% 3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项，得 3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据分值权重

0.5-12 分

评价依据 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设计批复

扣分点

评价得分 6分

5.利益相关方满意度满分 4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分值权重

满意度指

利益相关方满

意度

成安县政府和事业单位 100% 2

成安县百姓 100% 2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 项，得 3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节轻重依据分值权重

0.5-12 分



标 评价依据 2021 年度项目执行期间，无群众投诉、单位无诉讼。

扣分点

评价得分 4分

6.服务对象满意度满分 4 分

评价指标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分值权重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

附近企业满意度 100% 1

社会群众满意度 100% 2

政府相关部门满意度 100% 1

评价标准
每满足 1、3 项，得 1 分，评价人员按照项目实地审查情况，视情

节轻重依据分值权重 0.5-12 分

评价依据 2021 年度项目执行期间，无群众投诉、单位无诉讼。

扣分点

评价得分 4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该项目的建设是贯彻落实我国殡葬改革工作的需要，是成安县“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完善成

安县骨灰堂基础设施和提高服务质量，对于项目区提高火化率、开展

移风易俗活动等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进而加快全县殡葬改革事业的发

展，更好的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殡葬改革任务，促进“两个文明”建

设。与此同时，骨灰堂建设将以绿化为主。尽量保留现有的植被，达

到“远佑青山绿水，近看逝者安息”。

项目完成后，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成安县生态环境建设。在规划设

计方面要将文化融入殡葬文化之中，要充分利用这方面的优势。把历

史文化，佛家文化融入我们的殡葬文化骨灰堂之中，建一座“活人乐



”“逝人安”的生态园，既解决了殡葬又能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完全

有条件打造一个园林式生态园。

项目建成后，将增加新的绿地，起到防沙固土，保护草皮植被，

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作用，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殡仪馆的绿化

体系形成的绿色屏障，可增加土壤水分，减少由于风沙等严重自然灾

害引起的损失。

殡仪馆绿化工程中经过以“洗盐、改土、培肥”为中心的开发过

程，对地下水的合理利用及喷灌量的严格控制，提高了土壤肥力，防

止土地盐碱化，保护了地下水源，建造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为项

目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殡仪馆的改扩建，维护和保持了当地自然林木植被的生长，改善

了项目区的自然生态，也美化和提高了项目区质量。

2022 年天逸骨灰堂建设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建设大局统筹要求，

符合国家殡葬事业改革精神，符合地方政策，切合城市发展规划。项

目场址条件优越，建设条件具备。项目投资规模适度，社会效益显著

。因此，该项目建设是急需且必要的，可充分利用项目独特的生态特

点，有效发掘旅游资源，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未发现明显问题。

六、有关建议

建议项目管理部门成安县殡葬管理所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并严

格按照预算安排，做到专款专用。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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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

值

决策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申报

的政策依据与程序规范性

专项债券项目申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

、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4

项目立项前期准备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4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绩效目标

设定的合理性与指标明确性

项目主管理部门和项目单位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

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5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

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

化情况

5

编制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平衡方案科学性和资金分配的合

理性

项目单位编制的平衡方案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

明确标准
2

申请的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额度是否与制定的年度

绩效目标相适应
2

专项债券项目资金分配使用是否有测算依据，与

该项目所需资金的真实性是否相符，
3

管理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管理

制度健全性及组织实施有效性

使用专项债券项目实施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

全、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4

使用专项债券项目实施单位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

全、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4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

情况

1.专项债券项目资金实际支出与债券资金总投入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3

2.预算资金(银行贷款、自有资金)与项目总投资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落实资金情况对项目实

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3

3.专项债券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专项债券资金

管理规定。
3

4.专项债券项目存续期期是否按要求在网站上进

行信息公开。
3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建筑面积 3000㎡ 3000㎡ 2

实现存放骨灰盒 20000个 2

总占地面积 1.81公顷 2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2

配套设施质量合格率 100% 2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 一级 2

时效指标
项目前期准备完成及时率 100% 2

工程完成时间 2024年2月18日 3

成本指标

项目建设总成本 1500 3

预计建筑工程费总投资 1273.55万元 2

预期项目收益覆盖专项债还本付息倍数 8.59 1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的合理性 100% 3

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100% 3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骨灰安放需求 20000个 3

节约土地 100% 3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建设环保达标率 100% 4

运营期环境保护
达到环保部门要

求
2

可持续影响指标
移风易俗 效益显著 3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00% 3

利益相关方满意度
成安县政府和事业单位 100% 2

成安县百姓 100% 2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附近企业满意度 100% 1

社会群众满意度 100% 2

政府相关部门满意度 100% 1

合计 100



附件2： 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评价

得分

决策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申报的政策依据与程序

规范性

专项债券项目申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

、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4 4

项目立项前期准备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4 4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绩

效目标设定的合理性与指

标明确性

项目主管理部门和项目单位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

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5 5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

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

化情况

5 5

编制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平衡方案科学性和

资金分配的合理性

项目单位编制的平衡方案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

明确标准
2 2

申请的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额度是否与制定的年度

绩效目标相适应
2 2

专项债券项目资金分配使用是否有测算依据，与

该项目所需资金的真实性是否相符，
3 3

管理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管理制度健全性及组织

实施有效性

使用专项债券项目实施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

全、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4 4

使用专项债券项目实施单位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

全、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4 4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使用情况

1.专项债券项目资金实际支出与债券资金总投入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3 3

2.预算资金(银行贷款、自有资金)与项目总投资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落实资金情况对项目实

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3 3

3.专项债券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专项债券资金

管理规定。
3 3

4.专项债券项目存续期期是否按要求在网站上进

行信息公开。
3 3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建筑面积 3000㎡ 3000㎡ 2 2

实现存放骨灰盒 20000个 2 2

总占地面积 1.81公顷 2 2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2 2

配套设施质量合格率 100% 2 2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 一级 2 2

时效指标
项目前期准备完成及时率 100% 2 2

工程完成时间 2024年2月18日 3 1

成本指标

项目建设总成本 1500 3 3

预计建筑工程费总投资 1273.55万元 2 2

预期项目收益覆盖专项债还本付息倍数 8.59 1 1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的合理性 100% 3 3

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100% 3 3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骨灰安放需求 20000个 3 3

节约土地 100% 3 3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建设环保达标率 100% 4 4

运营期环境保护
达到环保部门

要求
2 2

可持续影响指标
移风易俗 效益显著 3 3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00% 3 3

利益相关方满意度
成安县政府和事业单位 100% 2 2

成安县百姓 100% 2 2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附近企业满意度 100% 1 1

社会群众满意度 100% 2 2

政府相关部门满意度 100% 1 1

合计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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