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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圩 

2013年01月28日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 100017） 

党的十八大，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继

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是新形势下推动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推进“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

须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大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工业和信息化部

组建以来，结合大部门制改革和推动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使命，积极探索行政管理方式创新，大

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对于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绩效管理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有效渠道。绩效管理有助于加强对政府工作的过程控制和

结果考评，有助于推动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近年来，我们在推动淘汰落后产能、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信

息化和网络信息安全、中小企业发展等重点任务时，探索运用目标责任制、关键业绩指标考核等绩效考评

方法，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开展工作，创新了管理方式，促进了职能转变，推动了工作落实。同时，使社

会公众广泛了解、有效监督各项工作，提升了工作透明度，增强了政府公信力。 

推进绩效管理是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的有效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大部制改革试点单位，承担创新

行业管理方式的重要任务。如何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行业管理范围广、任务重的特点，把管规划、管政

策、管标准、加强行业指导与完善行业管理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是大部门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推

行绩效管理，建立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责一致、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管理体制，强化责权

利的统一，才能提高行政效能，推动重点工作落实，增强政府履职能力。 

推行绩效管理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的有效手段。通过绩效管理和干部考核评价相结

合、增强考评结果运用，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关及全系统营造了讲团结、比奉献、重廉洁的浓厚氛围，积

极引导和促进广大干部干事创业、勤勉履职、开拓创新，推动行业发展，努力创造让群众满意、经得起检

验的工作实绩。 

二、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政府绩效管理 

一是继承创新，循序渐进。在开展绩效管理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继承创新、试点先行、分层深入、

融合发展，注重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积极稳妥推进工作。2009年开始，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关及直属单位

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并积极开展以关键业绩指标（KPI）为核心的绩效管理研究，为全面推行绩效管理

打下了基础。2011年，开始在3个司局试点绩效管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12年在机关司局全面铺

开，同时研究探索将绩效管理向处室、个人和直属单位延伸。 

二是量化标准，注重规范。制定科学的政府绩效考评指标是个难题。我们在职能分析、工作提炼、指

标量化上下了很大功夫，着力将繁杂的工作凝炼为简洁直观的具体指标。2012年，围绕部中心工作，我们



将56项部重点工作逐一细化，分解成973件目标责任制任务，提炼出119项关键业绩指标，并明确工作标准

和完成时限，确定指标考评的计分规范，从质量、数量、时限、进度、程度等不同角度细化责任，努力实

现绩效指标具体、量化、易考核，做到了“千斤重担人人挑、司局肩上有指标”。 

三是突出重点，推动工作。在设置考核指标时，根据部重点工作和各司局职责，精简数量，设置下达

有限指标，大幅度提高重点指标权重，强化了任务导向、业绩导向、效率导向，引导各司局突出重点、攻

坚克难，集中优势资源解决难点问题。比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按照中央“保增长、保就业、保

稳定”的决策部署，在实施实施目标责任制时，确定了技术改造、两化融合试点示范、工业产品质量品牌

建设、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9大任务，为国民经济实现企稳回升做出了贡献。2012年，按照中央

“调结构、转方式”的决策部署，在实施绩效管理时，我们重点组织开展了产业基地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百项技术创新推进工程、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和中小企业服务年活动、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年活动、两化

融合深度行活动以及改进机关作风年活动等“6+1”行动计划，在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 

四是多维评价，着力改进。按照多元化、多角度、全方位考评的要求，采取司局自评、部领导打分和

司局互评的方式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测评。对计划外的重点工作、临时追加的重大任务以及奖惩情

况，由相关职能司局进行加减分评价。测评结果上网公示、接受评议并予以通报。全年考评结果形成司局

绩效反馈报告，提出改进建议。从实行情况看，评价结果与平时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成为评价工作、改

进工作、加强管理的重要依据。 

五是统筹兼顾，提高效率。在实际操作中，把关键业绩指标考核与目标责任制结合起来，增强了合

力，激发了干劲，推动了工作，体现了点与面的结合。把绩效管理与领导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和其他考

核检查结合起来，探索将司局绩效考评结果与司局级干部个人考核直接挂钩，集约考核资源，降低考核成

本，减少重复考核、多头考核，体现了管事与管人的结合，为干部管理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三、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深化绩效管理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推行政府绩效管理，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这对绩效管理提

出了明确要求。通过几年探索，工业和信息化部绩效管理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工作才刚刚起步，还面临

许多困难和问题，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大部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完善。一是要加强绩效管

理研究。总结工业和信息化部经验，借鉴国内外政府部门的有益做法，深入把握绩效管理的规律，探索实

施的具体方法和路径，不断提高绩效管理科学化水平。二是要解决绩效管理难题。加强对绩效指标设置、

考核评价、结果运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实绩导向、过程控制、社会评议、信息化管理上作文章，推动

绩效管理和业务工作协同发展。三是要拓展绩效管理实施范围。探索将绩效管理逐步向岗位、部属单位、

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延伸，使绩效管理与行业管理、干部人事工作密切结合，为推进信息化和工业

化深度融合、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有力支撑保障。 

[作者简介]苗圩，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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