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纤维公证检验经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市

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和《天津市市

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2号）

等文件要求，天津市财政局成立了绩效评价组，于 2023年 7月

-11月，对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纤维公证检验经费项目”

开展了绩效评价。该项目评价结果为 83.66分，评价等级为“良”。

有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按照《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

我国实行棉花质量公证检验制度。棉花质量公证检验，是指专业

纤维检验机构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对棉花的质量、数量进

行检验并出具公证检验证书的活动。《条例》规定，棉花经营者

向用棉企业销售棉花，交易任何一方在棉花交易结算前，可以委

托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对所交易的棉花进行公证检验；国家储备棉

的入库、出库，必须经棉花质量公证检验。财政部和市场监管总

局制定了《国家棉花等纤维公证检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用以



加强公证检验经费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国家棉

花等纤维公证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每年，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所属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下达棉花公证检验工作安排，由

各地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对棉花质量实施公证检

验。

2.主要内容

纤维公证检验经费项目主要内容为按照中国纤维质量监测

中心每年下达的任务安排，由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

院纺织纤维检验中心（以下简称：纤检中心）开展纤维公证检验

工作，中央财政根据棉花质量检验和数量检验成本标准及检验机

构上年所承担的工作任务量及工作质量考核系数，据实拨付公证

检验经费。公证检验经费的使用范围包括：人工费、耗材费、水

电供暖费、劳保费、电信邮资费、实验室及检验仪器设备配置及

运维费、信息网络建设及运维费、仪器设备检定费、差旅费、培

训费、标准校准样品费、样品运输费、业务管理费以及其他直接

用于公证检验方面的开支。

2021-2022 年度，中央财政共安排纤维公证检验经费 1463

万元，其中，2021年安排 745万元，对应检验工作量为 2020年

完成数量检验 99048 吨、质量检验 52545 吨；2022 年安排 718

万元，对应 2021年完成数量检验 70581吨、质量检验 67872吨。

3.项目组织及实施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是纤维公证检验经费项目的主

管部门，纤检中心为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事业单位天

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的分支机构，主要承担纤维及

纤维制品监督检验、委托检验，每年按照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

纤维公证检验任务安排，开展棉花等纤维公证检验工作。

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1）2021年度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1年，中央财政安排纤检中心棉花公证检验经费745万元，

其中：2020年10月30日，财政部以《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1

年纤维公证检验经费预算的通知》（财行〔2020〕247号）下达

纤检中心2021年棉花公证检验经费预算445万元，2021年4月23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下达2021

年纤维公证检验经费预算的通知〉等文件的函》（市监科财（司）

函〔2021〕44号）下达纤检中心2021年棉花公证检验经费预算745

万元（扣除2020年提前下达棉花公证检验经费445万元，此次下

达经费数额300万元），2021年实际到位资金745万元，资金到位

率为100%。

2021年，用于结算2020年纤检中心棉花公证检验工作的经费

实际支出588.72万元，资金结余156.2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9.02%。具体支出明细见表1。

（2）2022年度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2年，中央财政安排纤检中心棉花公证检验经费718万元，

其中：2021年11月，财政部以《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纤维

公证检验经费预算的通知》（财行〔2021〕324号）下达纤检中

心2022年棉花公证检验经费预算426万元，2022年7月1日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下达2022年纤维公证

检验经费预算的通知〉的函》（市监科财（司）函〔2022〕76

号）下达纤检中心2022年棉花公证检验经费预算718万元（扣除

2021年提前下达棉花公证检验经费426万元，此次下达经费数额

292万元），2022年实际到位资金718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

2022年，用于结算2021年纤检中心棉花公证检验工作的经费

支出707.51万元（实际支出863.79万元，扣除用上年结余资金支

出156.28万元），资金结余10.4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8.54%。具

体支出明细见表1。

表 1 公证检验经费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 2020年 2021年

人员经费 588.72 703.79

办公费 — 8.48

水费 — 1.97

电费 — 20.55

邮电费 — 4.65

差旅费 — 8.34

维修维护费 — 49.07



支出项目 2020年 2021年

会议费 — 0.24

专用材料费 — 13.45

委托业务费 — 1.15

福利费 — 0.19

其他费用 — 0.87

专用设备购置 — 51.04

合 计 588.72 863.79

（二）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所示，该项目设置的绩效目标为完

成年度纤维公证检验任务。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根据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评价项目

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从决策、过程、产出、效

益四个方面对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总结项目管理与执行

经验，发现项目管理和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

建议，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的使用效率，为相关部门决策、

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对象和范围是 2021-2022年纤维公证检验经

费项目。

（二）绩效评价原则、方法、指标和标准

本次评价按照“科学规范、客观公正、目标引领、问题导向、



激励约束”的原则，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及因素分析法

等方法，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反映

项目实际情况，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理的

参考。

评价指标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天津市市级财政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2号）等文件，

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指标细化和分值设定。绩效评价一级指标 4

项：决策、过程、产出、效益，下设二、三级指标，总分值设定

为 100分。同时，设置减分项，对自评报告存在问题和项目资料

提供不及时等酌情扣分，减分上限设定为 5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绩效评价组实施本次评价的依据为《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棉

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70号）《国家棉花等纤维

公证检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财行〔2019〕276号）《关于全

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天津市市级财政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2号）等政策文件。

评价过程中，按照全面覆盖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采用

案头分析、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等多种方法，制定绩效评价工作

方案，设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项目的文件依据、预算编制、



制度执行、资金拨付、资金使用、产出效益等方面进行核查分析，

相应编制工作底稿，并对各绩效评价指标进行评分，形成绩效评

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经过综合评价，项目得分 83.66分，评价等级为“良”。其中，

项目决策 13分，项目过程 14.66分，项目产出 38分，项目效益

20分，针对自评报告质量不高的问题扣减 2分。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纤维公证检验经费项目绩效得分情况表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减分项 合计

分值 17 23 38 22 —— 100

得分 13 14.66 38 20 -2 83.66

得分率 76.47% 63.74% 100% 90.91% —— 83.66%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纤维公证检验经费项目主要立项依据为《棉花质量监督管理

条例》和《国家棉花等纤维公证检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纤检

中心按照《国家棉花等纤维公证检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及中国

纤维质量监测中心每年下达的棉花公证检验工作安排项目实施，

项目立项程序规范。

在绩效目标设置环节，纤检中心将绩效目标设置为“完成年

度纤维公证检验任务”，该目标仅为对工作要完成内容的一般性



叙述，未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对该目标予以体现；在对项

目绩效目标细化方面，设置了“数量检验量”、“质量检验量”、“检

验任务完成时间”、“检查成本”、“规范棉花等纤维公证检验质

量”、“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具体的绩效指标，绩效目标合理。在

预算编制方面，项目预算测算内容、预算测算项目支出标准符合

政策文件规定范围，但存在预算编制客观性及细化程度不高等问

题。

（二）项目过程情况

纤检中心按照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每年下达的任务安排

开展纤维公证检验工作，中央财政根据棉花质量检验和数量检验

成本标准及检验机构上年所承担的工作任务量及工作质量考核

系数，据实拨付公证检验经费。

项目执行过程中，纤检中心根据《国家棉花纤维公证检验经

费管理暂行办法》制定了《棉检经费管理办法及具体实施细则制

度》，并制定了预算、收支业务、采购、资金、资产等相应的财

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有效保障了项目的实施，但对购入的检验专

用材料未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专用材料的入库、保管、领用均

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部分经费支出未完

全按照制度规定执行的问题。

（三）项目产出情况

纤检中心按时完成了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下达的棉花公



证检验任务，2020 年完成数量检验 99048 吨、质量检验 52545

吨；2021 年完成数量检验 70581 吨、质量检验 67872 吨，项目

完成及时率均为 100%。

（四）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为国家棉检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保证了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得国家能够准确掌握当前棉花流

通的渠道分布、数量、质量等信息，为国家掌握储备棉质量、数

量和支付存储费用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为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提

供了可靠的数据参考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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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证检验工作按期完成，为国家棉检验工作顺利开展提供

技术支撑

作为国家认证的专业的纤维检验机构，纤检中心按时完成了

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下达的赴新疆开展棉花公证检验任务，

2020年完成数量检验 99048吨、质量检验 52545吨；2021年完

成数量检验 70581吨、质量检验 67872吨，项目完成及时率均为

100%，为国家棉检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保证了该项

工作的顺利开展。

2.提供公证检验数据，服务国家对棉花宏观调控

项目的实施为国家掌握储备棉质量和数量提供依据。执行公



证检验的专业纤维检验机构代表国家，与交易双方没有利益关

系，因此公检数据真实可靠，使得国家能够准确掌握当前棉花流

通的渠道分布、数量、质量等信息，公证检验的结果也成为国家

掌握储备棉质量、数量和支付存储费用的重要数据来源，为国家

实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参考和决策依据。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分公证检验经费支出不合规

纤检中心列支的部分公证检验经费超出《国家棉花纤维公证

检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办法第四条规定

资金使用范围为：人工费、耗材费、水暖供热费、劳保费、电信

邮资费、实验室及检验仪器设备配置及运维费、信息网络建设及

运维费、仪器设备检定费、差旅费、培训费、标准校准样品费、

样品运输费、业务管理费以及其他直接用于公证检验方面的支

出），具体为：

（1）2020年超范围支出 24.65万元，为 2020年 3月至 11

月的离退休人员补贴；

（2）2021年超范围支出 12.1万元，为办公费 0.73万元，

会议费 0.24万元，维修费（办公楼卫生间下水工程等）11.08万

元，其他费用（社会团体会费）0.05万元。

2.项目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1）部分内部控制制度缺失。纤检中心根据《国家棉花纤



维公证检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制定了《棉检经费管理办法及具

体实施细则制度》及预算、收支业务、采购、资金、资产等相应

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但对购入的检验专用材料未制定相应的

管理制度，专用材料的入库、保管、领用均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

（2）纤检中心已制定的制度中部分制度内容不完善。一是

《棉检经费管理办法及具体实施细则制度》未规定经费支出申请

及审批的具体流程，缺乏对经费支出的细化管理制度。二是固定

资产的管理制度缺少固定资产标签管理、固定资产领用、固定资

产维修管理等内容。

3.项目内部控制制度未执行

纤检中心部分公证检验经费支出未完全按已有内控制度执

行，具体为：

（1）纤检中心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中规定了资产到货后验收

程序，财务记账凭证后未附资产验收单据；固定资产交付使用时，

财务记账凭证后未附领用部门签收资产的凭证。

（2）《天津市纺织纤维检验所收支业务管理制度》规定的

报销程序：由经办人填写《报销凭单》，将部门、用途和金额等

要素填写齐全，由经办人签字后，提交部门负责人审核，审核后

报分管业务所长审批。纤检中心部分经费支出未填写《报销凭

单》，仅由经办人及审批人在报销发票后签字。

4.项目绩效目标明确性不强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所示，该项目设置的绩效目标为

“完成年度纤维公证检验任务”，该目标仅为对工作要完成内容的

一般性叙述，未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对该目标予以体现。

5.预算编制客观性及细化程度不高

项目预算未按项目资金使用方向，包括人力、商品和服务、

资本性等各类支出分别测算成本，项目支出预算只有工资福利支

出及商品和服务支出两个类目，未见细化到具体支出项目，合规

佐证依据不足。

6.2021年度预算执行率不高

2021年财政部下达中央纤维公证检验经费预算745万元，实

际到位资金745万元，纤检中心2021年度实际支出经费588.72万

元，资金结余156.28万元，2021年度预算执行率为79.02%。

六、相关建议

（一）加强审批管理，严格控制经费支出的范围

纤检中心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棉花纤维公证检验经费管理暂

行办法》及纤检中心制定《棉检经费管理办法及具体实施细则制

度》规定的支出范围使用纤维公证检验经费资金；加强资金使用

时的审核流程，对资金使用严格控制，对不符合规定资金使用范

围的支出不予批准，避免超范围使用资金的情况。

（二）明确管理要求，优化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在内控制度设计过程中，纤检中心应根据《国家棉花纤维公



证检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制定纤维公证检验经费支出

申请及审批的具体流程，对纤维公证检验经费支出进行细化管

理；完善项目资产管理制度，对形成固定资产的专用检测设备加

强标签管理，补充固定资产领用及维修等相关管理制度。逐步建

立规范化的内控体系，提升纤维公证检验经费使用管理水平。

（三）加强内部监督，提高内控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纤检中心应根据纤维公证检验经费的管理要求，制定有效的

内部监督制度，对纤维公证检验经费的支出项目严格按照制定的

审批流程执行，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写明部门、用途和金额等

要素，按照制度规定的审批程序由相关负责人员签字后方可列

支。对于使用纤维公证检验经费购入检验专用设备形成的固定资

产，严格执行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中规定的验收手续并填写验收单

据，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通过内部监督，确保制定的内控

制度能够有效执行。

（四）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提升履职效能

项目主管单位应按照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增强

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意识，科学设置各项绩效指标，建立合理的绩

效指标体系，提升项目任务与相关目标和指标的匹配度，并提高

自评质量，为部门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奠定基础。一是要充分量化、

细化各项产出指标，二是要全方面反映项目效益情况，三是要增

强绩效评价工作的严谨性和责任感，提高绩效自评报告的质量，



全面总结项目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并充实相关依据材料，避免

自评报告流于形式，缺少有效支撑。

（五）细化预算项目，提高预算执行率

纤检中心应根据执行棉花纤维公证检验项目需要，合理确认

棉花纤维公证检验经费支出项目，再按照确认的支出项目细化当

年的支出预算，预算编制可参考历史数据或行业数据，确保预算

编制的完整性、客观性和可比性，若有调整，及时做好预算调整。

在预算执行中，纤检中心应认真审核经费支出项目，严格按照预

算项目支出，以提高预算的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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