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海市 !"#! 年预算草
案报告显示，市本级财政支
出将进一步聚焦以民生改善
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保
障教育、社保、就业、医疗、住
房、交通、物价、文化和社会
公共安全等重要民生事项。

! 教育支出 !""#$ 亿

元!增长 %%#!&

主要安排实施本市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的重大改革和发展项
目，继续实施高等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落
实人口导入区、大型保障性
住房居住社区配套学校建设
等支出。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亿元!增长 %#(&

预算安排中未包括原由
市级财政列支的市对区县补
助支出，现已调整为通过转
移支付下达区县，并改由区
县财政列支。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主要安排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城镇
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安
民帮困专项资金等支出。

! 医疗卫生支出 ()亿

元!下降 *#(&

预算安排比上年减少，主要原
因是!"$$年集中安排郊区新建三级
医院开办费和市级公立医院化债资
金，!%$!年按同口径比较，上述所需
经费预算减少，以及部分原由市级
财政列支的医疗卫生支出现已调整
为通过转移支付下达区县，并改由
区县财政列支。

! 住房保障支出 !!#! 亿元!

增长 )#)&

主要安排本市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补助资金。

! 交通运输支出 (%#+ 亿元!

下降 )*&

预算安排比上年减少，主要原
因是 !"$$年一次性安排重要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交通运输支出主要
安排对受成品油调价影响的公交等
行业油价补贴、公路建设和养护资
金等支出。

! ! ! !预算报告显示!!"#$年! 本市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亿

元!完成预算的#)&'%*!加上动用上

年结转收入"调入资金等+&',亿元!

减去市对区县补助支出-'(亿元!当

年可用于安排市本级支出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亿元#

超额完成预算的主要原因$一

是!-##年本市土地供应总量高于年

初预期%二是从!-##年#月#日起!在

区县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中! 按规定计算应计提的轨道交通

建设基金缴入市级国库! 相应增加

市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需要说明的是!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是指政府以出让等方

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

部土地价款!包括受让人支付的征

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

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按照国家规定!!-##年本市从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中分别计

提教育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保

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各,'%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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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精细化，这已是现代公共财政
管理的必然选择。特别是面临经济
形势复杂，财政由松转紧之际，选好
公共服务项目，把钱花在刀刃上，更
需要预算管理的“精细化”，这当中
就少不了绩效评估。
交付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五次会

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
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
预算编制内容，扩大财政支出绩效
评价实施范围。那么，服务于民生的
公共财政如何“事半功倍”？市人大
代表徐钧健提出书面意见，建议完
善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

好事没办好“很尴尬”
公共财政明明投入了大量经费

用于民生改善，花了钱，可是公众没
感觉，甚至不满意，这样的尴尬，不
罕见。徐钧健在调查中就碰到了一
系列的“不满意”———
以某些公交线路为例，投入的

是上百万元一辆的大型车辆，日均
行驶里程几千公里，但平均上座率
是个位数，极端时只有一个乘客。
有些区为解决百姓出行的“最

后一公里”问题，开行了大量区域公
交车，得到了一些好评，但不满意的
声音还是不少。虽然政府在自身债
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是努力加大公
交的民生投入，结果，经营单位不满
意，因为缺乏效益；从业者不满意，
因为收入不高；乘客也不满意，因为
车辆少，间隔时间长，而且也终究无
法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离“门对
门”的个性化服务还有距离。

遇到了这样的“尴尬”，职能部
门也很委屈，钱花了，却没人称好，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些“尴尬”都
说明，要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必
须建立完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机
制，不能仅凭个人主观印象来决定
公共服务项目的轻重缓急、保弃取
舍。”徐钧健说。

公共财政该怎么花？
既然一系列的“尴尬投入”说

明，要把好事办好，公共财政不能
“一厢情愿”。那么，政府在为实事项
目花钱之前，究竟该听哪些人意见，
怎么听取意见？
“毫无疑问，听取利益相关人的

意见，才能实现公共财政的投入初
衷。”徐钧健说，完善政府购买服务
公众听证制度，重点是，提高参与听
证对象选择的广泛性和随机性，避
免倾向性和选择性，以此提高听证
制度的真实性。比如，要为教育投入
大笔经费，这笔钱该投在哪个方向，
究竟是“软件”还是“硬件”，最该听
听学校校长和教师们的说法，而不
单单是教育局长的“权威说法”。比

如，医疗经费的投入，该多听听医院
院长和一线医生的声音，而不止是
卫生局的“官方声音”。又比如，社区
为老服务项目的投入，听证陈述人
当中不能少了助老服务员，他们长
年累月跟老人打交道，最知道老人
的“贴心需求”。

谁来参与绩效评估？
充分听证后，财政的钱花出去

了，效果究竟怎么样？不妨借助建立

征询听证平台，充分利用网络和信
息化手段，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绩效
公众评价的广泛性。
“每个实事项目花了多少钱，办

了多少事，都在这个平台上晒出来，
一清二楚。”徐钧健说，这样的权威
发布，最能显示政府公信，也最能赢
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同时，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专

业化评价机制，除了法定的人大预
算监督，还应建立专家学者参与的

联合评价制度，这无疑有助于公共
财政绩效评估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有了如此充分的绩效评估之后，来
年的财政投入，方向就会更明确。因
为，在“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方案优劣
评价平台”上，财政绩效，一目了然；
有了这个参照系统，来年预算优化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施方案，提
高项目效率，就能有根有据。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好处是，绩
效评估也让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开招

标更能有的放矢。这种公开招投标
制度不但设定购买服务项目所需竞
标单位的最低家数，对竞标者达不
到一定数量的项目，不再列入购买
服务目录；同时，那些曾经成功竞
标，拿了公共财政去做实事项目，绩
效却很“难堪”的第三方服务机构，
也将失去再次竞标的机会———优胜
劣汰，让更胜任的第三方承担实事
项目，公共财政才有可能花得“物有
所值”。

市人大代表建议完善政府
购买服务绩效评估———

公共财政投入莫尴尬
公共服务好事要办好

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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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6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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