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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2年度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重点项

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全面检验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考核资金预期绩效目标的

实现程度、资金支出效率和使用效果，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

管理水平，根据《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广州市市级财

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我部门高

度重视，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抽取2022年“白云机场三期

扩建工程周边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二期工程”项目（以

下简称“本项目”），认真组织开展部门评价工作，形成绩效

评价报告，具体如下：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2019 年 3 月 26 日，市机场和轨道交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

三次会议指出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是落实《粤港澳大湾

区规划纲要》建设世界级机场群要求的国家重点工程，我市要

全力以赴提前谋划做好征拆安置工作，保障主体工程顺利实施。

会议要求按项目范围尽快启动征拆安置工作。2020 年 8 月 18 日，

为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综合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航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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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量快速增长的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意实施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本期工程按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1.2 亿人

次、货邮吞吐量 380 万吨目标设计。

本项目位于白云区（白云机场东侧）和花都区（平步大道

以南、平西路以西），建设内容包括五跑道（含 T3 航站楼）和

北部滑行区征地拆迁（含管线迁改），以及平西二期安置区工

程。

工程实施后，将全面提升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基础设施水平，

为机场带来更加充足的空域、航班时刻、航站楼和跑道资源，

为提升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国际竞争力、打造世界航空枢纽提供

重要支撑。

（二）项目立项依据

1. 根据《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周

边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二期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复函》

（穗发改函〔2021〕8 号）及《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白云机场

三期扩建工程周边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二期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复函》（穗发改投批〔2021〕126 号），白云机场三

期扩建工程周边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二期工程项目对于

加快推进广州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完善白云机场周边临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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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壮大临空产业具有重要意义，该

项目建设十分必要。经市政府审定，同意该项目建设。

2. 根据项目立项批复，项目资金通过财政安排和广州机场

建设投资集团筹集。

（三）项目绩效目标

开展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周边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二期工程征拆及建设工作，保障主体工程顺利推进。2022 年

当年应基本完成主体工程交地任务，平西二期安置区需完成临

时建筑的建设并开展基坑工程、桩基础工程的施工。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 2022 年，市财政局就本项目下达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

资金 12 亿元。

2. 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本项目 2022 年继续推进 2 个子项

目实施，主要开展征拆及基坑土方开挖等工作，年度计划完成

投资额为 67.68 亿元。

3. 2022 年，本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69.22 亿元，包括贷款资

金和政府专项债资金，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到位资金为 12 亿元

（主要用于五跑道和北部滑行区征拆及配套工程）。

4. 本项目 2022 年总投入资金为 67.68 亿元，其中广州市

市本级专项债券资金 12 亿元已于当年全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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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组织管理

1.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负责统

筹协调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主体工程(简称主体工程)建

设，组织实施主体工程和噪音区的征拆、安置建设及相关工作。

2.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由广州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实施。广州

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由市政

府注资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承担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

工程征拆安置工作项目实施、土地整备、投资融资、运营管理、

资源整合等五大主体职能。

（六）项目实施情况

1. 本项目包含五跑道及平西二期安置区。其中五跑道于

2021 年上半年全面启动征拆工作。平西二期安置区于 2021 年底

开工，截止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平西二期安置区已完成临时

建筑的建设，正在进行基坑工程、桩基础工程的施工。

2. 结合项目绩效目标来看，项目已取得征地补偿实施依据；

项目资金于当年全部支出；项目全年未发生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及重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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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本次项目评价目的在于总结绩优经验、分析存在问题，促

进被评单位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并通过绩效评价结果

应用，优化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1. 参考《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粤财债〔2021〕

81 号），依据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

法，对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的决策、管理、产出、效益等进行客

观、公正的测量、分析和评判。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决策方面。项目立项批复情况；项目完成勘察、设计、

用地、环评、开工许可等前期工作情况；项目符合专项债券支

持领域和方向情况；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项目申请专项债

券额度与实际需要匹配情况等。

（2）管理方面。专项债券收支、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纳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情况；债券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等合规性

情况；资金拨付和支出进度情况，以及其与项目建设进度匹配

情况；项目收入、成本及预期收益的合理性；项目全生命周期

预期收益与专项债券规模匹配情况；专项债券期限与项目期限

匹配情况等；风险预案情况；专项债券项目信息公开情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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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信息系统管理使用情况；其他财务、

采购和管理情况。

（3）产出方面。项目实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情况；项目

建设质量达标情况；项目实施进度情况；考虑闲置因素后债券

资金实际成本情况等。

（4）效益方面。项目综合效益实现情况；项目带动社会有

效投资情况；项目直接服务对象满意程度等。

2.2023 年 6 月 20 日，评价工作小组对项目开展现场评价工

作，通过组织座谈会，向项目单位了解 2022 年度预算目标制定、

业务、资金使用和采购等情况、查阅了决策、管理、产出和效

益等佐证材料，并就相关疑问进行访谈。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本次评价工作结合项目资金支出特点及资金使用的具体方

向，确定评价内容并相应选设指标及权重，形成本次包含 4 个

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20 个三级指标、32 个四级指标的评

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重点为决策、管理、产出、效益四大方

面，其权重分别为：决策 15%，管理 35%，产出 24%，效益 26%，

详见表 1。绩效评价结果设置为 4 个等级，分别为：优（≥90

分）、良（90＞X≥80 分）、中（80＞X≥60 分）、差（<60

分）。

表1 重点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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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决策 15

项目决

策
5

决策依据充分性 2 决策论证 2

决策内容合理性 3 投向方向 3

绩效目

标
8

绩效目标合理性 5
完整性 3

合理性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资金投

入
2 资金需求合理性 2 需求合理性 2

管理 35

预算管

理
3 预算管理规范性 3 预算编制 3

资金管

理
13

资金使用及时性 7

拨付进度 2

使用进度 2

匹配度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执行规范性 3

支出合规性 3

风险防

控
12

融资与收益平衡 6
融资收益平衡 3

期限匹配 3

还本付息 3 还本付息 3

风险化解 3 风险预案 3

事项管

理
7 监管有效性 7

程序执行 3

整改落实 2

信息公开 2

产出 24

效率性 21

产出数量 15

征地工作完成情况 5

建筑征拆完成情况 5

年度完成拆迁签约

数
5

产出质量 3 管理制度完善情况 3

产出时效 3
项目实施进度及时

性
3

经济性 3 产出成本 3
专项债券资金成本

节约率
3

效益 26 效果性 22
经济效益 8

计划投资完成率 4

撬动有效社会投资

情况
4

社会效益 6 安全事故发生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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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就业情况 3

生态效益 8

污染物排放合规率 4

环境影响投诉案件

发生数
4

公平性 4 满意度 4

服务对象或项目受

益人等相关群体满

意度（参建单位）

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评价工作小组结合材料评价、现场评价及问卷调查等情况，

从项目决策、管理、产出、效益等 4 个维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分

析。项目的政策依据充分，资金支出按照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但由于征拆工作较为复杂，部分工作存在一定的滞后情况；同

时项目年初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不够全面，项目产出、效益管

理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次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优（≥90 分）、良（90＞X≥

80 分）、中（80＞X≥60 分）、差（<60 分）。结合书面评价与

现场评价情况，对照既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及其评分细

则，综合评价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周边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

础设施二期工程绩效评价得分为 87.7 分，评定等级为“良”。

得分情况如下：

表 2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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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12 80.0%

管理 35 32 91.4%

产出 24 18.5 77.1%

效益 26 25.2 96.9%

综合评价 100 87.7 87.7%

（二）项目绩效分析

项目评价体系包含四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决策（15 分）、

管理（35 分）、产出（24 分）和效益（26 分），指标具体分析

如下。

1、决策分析

该指标下设三个二级指标（分别为项目决策、绩效目标和

资金投入）、五个三级指标、六个四级指标。指标分值 15 分，

得分 12 分，得分率为 80%。

（1）项目决策。本指标分值为 5 分，得分 4.5 分，得分率

为 90%。主要情况：本项目的设立符合国家、广东省和广州市关

于临空产业园、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交通发展等有关政策法规

和相关规划战略要求。项目立项经过了可行性研究、专家评审

等必要性、合规性程序。根据可研报告中的进度计划显示，项

目报告编制、招标等相关前期工作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底完成，

各项施工工作计划于 2022 年 1 月开展，评价发现项目总体计划

推进情况良好，但有部分前期工作对比可研计划存在延期完成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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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目标。本指标分值为 8 分，得分 5.5 分，得分率

为 68.8%。主要情况：一是绩效目标完整性，本项目包含项目总

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并设置了 6 个产出和效益指标，但

评价发现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较为简单，目标未能完整反映当

年度项目主要工作内容，指标未能针对项目建设规模、年度进

度计划、投资收益、社会影响等提炼并设置；二是绩效目标合

理性，本项目绩效目标符合决策意图，与资金或项目属性特点

相关，但绩效目标和各指标的针对性不强，与资金额匹配程度

有待提高；三是绩效指标明确性，本项目现有设置的指标已相

对量化，但指标与目标对应性不强，未能较好体现绩效目标细

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情况。

（3）资金投入。本指标分值为 2 分，得分 2 分，得分率为

100%。主要情况：根据临空二期工程相关的专项债申报材料，

项目收入、成本及预期收益依据充分，年度的申请专项债券额

度能与项目实际需要相匹配。

2、管理分析

该指标下设四个二级指标（分别为预算管理、资金管理、

风险防控和事项管理）、七个三级指标、十三个四级指标。指

标分值 35 分，得分 32 分，得分率为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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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管理。本指标分值为 3 分，得分 3 分，得分率为

100%。主要情况：本项目属于广州市市本级项目，其项目收益

及还本付息资金均已纳入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2）资金管理。本指标分值为 13 分，得分 11.5 分，得分

率为 88.5%。主要情况：本项目债券资金用途规范，使用符合专

项债券资金管理要求，未涉及债券资金用途调整。资金的使用

符合相关财务制度规定，资金使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评价发现项目单位申请拨付时未将资金用途

细化至具体子项。

（3）风险防控。本指标分值为 12 分，得分 10.5 分，得分

率为 87.5%。主要情况：本项目制定了《建设项目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办法》《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四项管理

制度，有效地进行了风险防控，但现有风险防控预案仍有进一

步优化的空间。

（4）事项管理。本指标分值为 7 分，得分 7 分，得分率为

100%。主要情况：项目单位建立全面有效资金管理等机制，项

目招投标、财务管理、项目建设等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项

目单位能及时、准确、有效使用信息化系统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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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出分析

该指标下设两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效率性和经济性）、四

个三级指标、六个四级指标。指标分值 24 分，得分 18.5 分，

得分率为 77.1%。

（1）效率性。本指标分值为 21 分，得分 15.5 分，得分率

为 73.8%。主要情况：截止 2022 年底五跑道工程花都区部分已

完成交地，土地签约率 100%；白云区部分交地确认书的签订已

完成 85.1%，已基本保障了主体工程用地，但相关工作存在一定

的滞后。

（2）经济性。本指标分值为 3 分，得分 3 分，得分率为

100%。主要情况：经测算，本项目专项债资金到位和支出过程

中产生的利息总和，占 2022 年发行专项债券对应的总利息的

6.4%（＜10%），未造成资金沉淀。

4、效益分析

该指标下设两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效果性和公平性）、四

个三级指标、七个四级指标。指标分值 26 分，得分 25.2 分，

得分率为 96.9%。

（1）效果性。本指标分值为 22 分，得分 22 分，得分率为

100%。主要情况：本项目 2022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为 100%。

2022 年，项目单位在多个节假日前开展了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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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安全隐患的发生。项目年度未发生较大事故等级以上安全

事故。

（2）公平性。本指标分值为 4 分，得分 3.2 分，得分率为

80%。主要情况：根据 2022 年度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周边临

空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二期工程满意度调查结果，调查对象

对专项债资金的申请、审批流程和到位时效的满意度为 80%。

四、项目主要绩效

1. 本项目实现从前期阶段到全面实施阶段的战略性转换，

移交主体工程五跑道（含 T3 航站楼）和北部滑行区施工用地

11,453 亩。平西二期安置区已完成临时建筑的建设，正在进行

基坑工程、桩基础工程的施工。

2. 项目建设有助于加速发展空港经济。白云机场是建立机

场、港口、铁路枢纽与高速公路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机场的扩建将提高吞吐能力并有利于做强空港经济，而项目的

建设是白云机场的重要配套，项目有助于把白云机场加速建成

泛珠三角换乘枢纽，加快空港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广州的转

型升级。

3. 本项目建设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的重要配

套部分，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12 亿专项债资金主要用于保障项目征拆工作顺利推进，为主体

工程尽快通航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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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一）绩效指标设置与项目主要工作内容的匹配度有待提

高

一是年度绩效目标设置较为简单，未能充分反映项目年度

实施的具体工作内容，同时也未能与年度支出金额充分匹配；

二是所填报的年度绩效指标的规范性欠缺，体现在缺乏建设方

面、拆迁方面、实施进度方面等与工程相关的量化指标，不利

于评判项目年度绩效情况。

（二）项目单位专项债资金管理制度缺乏绩效管理内容

项目单位已制定公司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明确了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规定及监督，但根据

《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等有关规定，项目单位应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对专项

债券资金“借、用、管、还”全链条绩效进行管理，推动提升

债券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过程，项目单位专项债资金管

理制度中缺乏较明确的绩效管理内容。

六、相关建议

（一）强化绩效管理意识，提高绩效目标填报质量

一是建议项目单位按照广州市财政局关于绩效评价工作的

规范要求，设置规范的绩效目标，如申报专项债资金，还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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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有关规定，设置与专项债资金管理有关的绩效目标，完整、规

范地填报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确保专项债事前绩效评估

报告绩效目标与年初申报绩效目标相一致。二是为准确反映工

作目标内容，发挥绩效目标的导向作用，结合项目年度计划工

作内容，设置更合理的绩效目标，如根据项目资金主要用途为

征拆补偿，可设置产出数量指标“年度征拆面积完成率”“年

度完成拆迁签约数”，产出效益指标“撬动有效社会投资情况”

等。

（二）完善专项债资金绩效管理制度，加大绩效监控力度

一是在公司已有专项债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制度的基础上，

修订完善关于专项债资金全链条绩效管理内容，将绩效管理制

度化，将绩效管理规定贯穿于专项债券资金“申、用、管、还”

全过程、全链条中，推动提升债券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是要落实财政部门对事前绩效评估、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

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工作的规定，开展绩效运行监控、

绩效评价管理及结果应用等工作，将绩效管理工作常态化，扎

实做好绩效监控与评价工作，切实把绩效管理工具发挥好，实

现项目总体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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