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一、评估对象

（一）项目名称：寿县尹岔、宾阳排涝泵站工程

（二）项目绩效目标：扩建尹岔排涝站，移址重建宾阳

排涝站。总抽排流量 69.9m3/s’,总装机 7040kw 保护人口

30 万，保护面积 22.13 平方公里。

高压线路 1950 万元，征地拆迁 358 万元，勘测设计费

300 万元，监理费 97 万元，土建配套 100 万元，尹岔站进口

及宾阳站出口变更 398 万元，其他 60 万元。

（三）项目资金构成:县财政资金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资

金。

（四）项目概况：本工程为淮南市城市水系综合治理打

包项目计划扩建尹岔排涝站，移址重建宾阳排涝站，配套建

设宾阳涵。总抽排流量 69.9m3/s，总装机 7040kw。两座泵

站工程总概算投资 1.05 亿元。

二、事前绩效评估的基本情况

（一）评估程序。

1、确定评估对象。

寿县尹岔、宾阳排涝泵站工程

2、成立评估组织。



应成立评估组。评估组成员：市水利局领导、相关业务

科室负责人、业务人员；县市区局领导、分管业务副局长、

业务人员。

3、制定评估方案。按照评估对象概况、评估依据和目

的、评估组织和方法、评估内容与重点、必要的评估指标与

标准、评估人员、评估时间及要求等制定评估方案。

（二）评估思路。

1、预算部门组织实施的事前评估：“一上”前完成。

2、财政部门组织实施的事前评估：在“一上”阶段开

始，“二下”前完成。

（三）评估方式、方法。

采用召开座谈会方式及对比分析法进行评估。

三、评估内容和结论

（一）立项必要性。

寿县县城位于准河南岸，东淝河之滨，历史上水灾频繁，

为抵御洪灾，早在南宋嘉定年间就修建城墙，历经多次修复，

直至今日，城墙成为古城寿县的防洪屏障。由于古城墙内城

区面积仅 3.56km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城区已无法满

足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寿县城区必然要跳出围城向外发

展。

根据《总体规划》，未来城市发展依托现有道路体系，



跳出历史保护区域，在跃进河东面向南发展，形成“南进北

限，东禁西延的格局。规划 2020 年寿县中心城区的人口规

模达 30 万人，人均建设用地控制在 102.5m2，总建设用地面

积控制在 30km2。规划形成老城和新城两个中心，老城区仍

为全城的商贸中心，城南新城区为行政、商贸、居住、工业

区，中心地带将成为全城的行政文教中心。因此，在城市未

来发展和建设中，南新城区位置极为重要。

根据《寿春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需对东津圩内的柏

家台南遗址等重要遗址点进行严格保护，同时寿蔡公路连接

合淮阜高速，是寿县与外部连接的重要通道。由于洪涝灾害

频繁，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城市的逐步发展，

城镇规模将不断扩大，因此，防洪排涝要求将越来越高，为

改善区内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减小洪

涝损失，实施本工程十分必要和迫切。

（二）投入经济性。

1、预算科学性:

预算支出内容与部门职责相匹配。

预算明细清晰明确。

2、经济合理性：

预算遵循勤俭办事、量力而为的原则。

预算测算依据充分，符合定额等支出标准。



（三）绩效目标合理性

1、规范完整性

绩效目标填报格式规范、填报内容完整、准确、翔实,

无缺项、错项。

绩效目标明确，内容具体，能够反映项目的主要内容。

2、科学合理性：绩效指标细化、量化，便于监控和评

价；难以量化的，定性描述充分、具体。

预期绩效显著，能够体现实际产出和效果的明显改善，

符合行业正常水平或事业发展规律。

（四）实施方案可行性。

1、实现可能性：

实施方案明确，包括各项活动内容、范围、时间节点等。

实施方案合理，经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

2、条件充分性：

具备适用项目的完整、可操作的管理制度，如合同管理

制度、采购制度、质控机制、风险应对机制等。

具备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计划

落实办法或预案。

（五）筹资合规性。

项目资金来源、筹资渠道合法合规，

项目资金来源构成明确、合理，



项目筹资成本经济合理，

项目筹资风险可控。

（六）总体结论。

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得分 100 分，等级为优。

项目绩效评估汇总得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分） 得分（分）

立项必要性 20 20

绩效目标合理性 20 20

投入经济性 20 20

实施方案可行性 20 20

筹资合理性 20 20

汇总得分 100 100

四、评估的相关建议

1 严格按省市有关文件制定预算，按规定内容及时公开

预算决算信息.。

2 建立健全项目绩效管理长效机制，严格绩效目标和预

算约束，积极宣传《预算法》和部门预算绩效评价制度，增

强工作人员对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主观能力性和约束效

力。

3 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一方面通过对过程绩效的



跟踪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偏；另一方面，绩效评价后

要及时总结与评估，使之形成下期绩效改善的良性驱动力。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一、评估对象

（一）项目名称：肖严湖排灌站涵工程

（二）项目绩效目标：在正阳涵原址拆除重建具有自排、

抽排、灌溉补水、防洪等综合功能的排灌站涵工程。

（三）项目资金构成：县财政资金

（四）项目概况：本工程位于寿县丰庄镇五里村，。设计

自排流量 208m3/s、抽排流量 35 m3/s、灌溉补水流量 10m3/s。

改善灌溉面积 7 万亩。保护人口 9.25 万，保护面积 104 平

方公里。

二、事前绩效评估的基本情况

（一）评估程序。

1、确定评估对象。

肖严湖排灌站涵工程

2、成立评估组织。

应成立评估组。评估组成员：县水利局领导、相关业务

科室负责人、业务人员；丰庄镇分管水利的镇领导及水利站

业务人员。

3、制定评估方案。按照评估对象概况、评估依据和目

的、评估组织和方法、评估内容与重点、必要的评估指标与



标准、评估人员、评估时间及要求等制定评估方案。

（二）评估思路。

1、预算部门组织实施的事前评估：“一上”前完成。

2、财政部门组织实施的事前评估：在“一上”阶段开

始，“二下”前完成。

（三）评估方式、方法。

采用召开座谈会方式及对比分析法进行评估。

三、评估内容和结论

（一）立项必要性。

肖严湖位于正南洼地，西临淠河，北滨淮河，东抵淠东

干渠、安丰塘及正阳分干渠，南以杨西分干渠为界，流域面

积 344km2，耕地 26.74 万亩，人口 22.4 万人（洼地人口 9.25

万人）。正南洼地地面高程在24m以下的易涝洼地面积104km2，

由建设、大店、正阳农场 3 座排涝站抽排内涝，总设计抽排

流量 47.3m3/s。但进入肖严湖的汇水面积 240km2，其内涝

由正阳涵自排，汛期当淮河水位高于肖严湖水位时，无法自

排内水形成关门淹。2020 年汛期，肖严湖最高内涝水位达

23.90m，刘帝圩漫顶，正阳涵关闭 1 个多月，高水位持续 2

个多月，湖区周边涝灾损失严重，防汛抢险投入人力、物资、

财力巨大。因此新建肖严湖排涝站是解决该区内涝的唯一途

径。早在 2006 年，省发改委批复建设大店站、建设站、刘



帝站和时淠站，因地方配套资金未足额到位，刘帝排涝站未

建设。

现有正阳涵建于 1971 年，损坏老化严重，排水能力严

重不足，安全鉴定为四类涵闸，2017 年淮南市发改委批复拆

除重建，但由于资金未落实，重建工程一直未实施。

另据《寿县农业灌溉供水保障规划》，为提高正阳分干

渠灌区供水保证率，规划结合肖严湖排涝站扩建刘帝灌溉站，

自肖严湖和淮河提水补给正阳分干渠，解决该区灌溉用水问

题，补给灌溉面积 15 万亩。

因此，实施寿县肖严湖排灌站涵工程是十分必要和迫切

的。

（二）投入经济性。

1、预算科学性:

预算支出内容与部门职责相匹配。

预算明细清晰明确。

2、经济合理性：

预算遵循勤俭办事、量力而为的原则。

预算测算依据充分，符合定额等支出标准。

（三）绩效目标合理性

1、规范完整性

绩效目标填报格式规范、填报内容完整、准确、翔实,



无缺项、错项。

绩效目标明确，内容具体，能够反映项目的主要内容。

2、科学合理性：绩效指标细化、量化，便于监控和评

价；难以量化的，定性描述充分、具体。

预期绩效显著，能够体现实际产出和效果的明显改善，

符合行业正常水平或事业发展规律。

（四）实施方案可行性。

1、实现可能性：

实施方案明确，包括各项活动内容、范围、时间节点等。

实施方案合理，经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

2、条件充分性：

具备适用项目的完整、可操作的管理制度，如合同管理

制度、采购制度、质控机制、风险应对机制等。

具备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计划

落实办法或预案。

（五）筹资合规性。

项目资金来源、筹资渠道合法合规，

项目资金来源构成明确、合理，

项目筹资成本经济合理，

项目筹资风险可控。

（六）总体结论。



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得分 100 分，等级为优。

项目绩效评估汇总得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分） 得分（分）

立项必要性 20 20

绩效目标合理性 20 20

投入经济性 20 20

实施方案可行性 20 20

筹资合理性 20 20

汇总得分 100 100

四、评估的相关建议

1 严格按省市有关文件制定预算，按规定内容及时公开

预算决算信息.。

2 建立健全项目绩效管理长效机制，严格绩效目标和预

算约束，积极宣传《预算法》和部门预算绩效评价制度，增

强工作人员对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主观能力性和约束效

力。

3 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一方面通过对过程绩效的



跟踪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偏；另一方面，绩效评价后

要及时总结与评估，使之形成下期绩效改善的良性驱动力。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