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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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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在中央会议和文件中明确和强调。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对政府绩效

管理工作又做出了新的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促进政

府绩效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在全面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市探索形成了以“走、

转、改”为主旋律的政府绩效管理工作“三部曲”，有力促进了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走改革创新之路，创建科学合理的工作体系 

  2011年6月，国务院批复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北京市等8个省区市和6个部委

开展为期两年的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北京市政府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试

点，强化理论研究，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政府绩效管理工作体系，

为政府各项工作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构建了“三效一创”评价体系。其中，市级机关评价体系以“履职效率、管理效能、服务效果、创新

创优”为主要内容，设置8大指标，13项考评进行评价；区县政府评价体系以“战略绩效、行政效能、服

务效果、创新发展”为主要框架，涵盖10个评价维度、24个评价层面、37个评价要点。该评价体系既吸收

战略管理、平衡计分卡等理论，又立足北京市实际，突出核心绩效指标，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导向。 

  构建了扁平有序的组织体系。建立由常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秘书长任常务副组长、34个部门参加

的市政府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设立了市政府绩效办和绩效管理监察室，初步搭建了政府绩效管理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组织架构，组建了“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成员单位分工

协作、责任单位狠抓落实”的三级工作网络。 

  构建了闭合高效的管理运行体系。年初统筹编制《市政府绩效管理任务书》，确定核心绩效任务，并

分别设置目标值、挑战值，体现部门职责区别和区县功能差异；依托信息管理系统，强化提醒预警，严格

过程监控；统筹开展察访核验和集中检查并跟踪监察；年终组织开展多元、多方、多层级评价和绩效“诊

断”反馈，督促制定整改措施，并将整改内容列为下年度绩效任务，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政府绩效管理工作

流程，推动了绩效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引导可持续发展 

  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北京在人口调控、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日益

严峻。通过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充分发挥绩效管理的导向激励约束作用，引导各级政府树立人与环境和

谐共生，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共同繁荣的发展理念，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度融合，全

面提高城市品质和城镇化质量，走低碳、环保、高效、安全的绿色繁荣之路，成为了政府绩效管理工作的

关键任务。为此，北京市在研究和实施绩效管理工作中，高度重视引导各级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强化对绿色、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和考核，不断完善管理考评细则，较好发挥了绩效管理的“指挥

棒”作用。 

  一是设置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考核各区县在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等方面的增加值比重，引导各区县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通过

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社会满意度调查显示，2012年，北京市公众及企业对北京市政府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给予肯定，认为“动漫、游戏产业基地建设”和“推动动漫及网络文化发展”取得成效。二是设置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指标，考核各区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以及生活垃圾资源化

率、耕地保有量、大气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下降率、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林木绿化

率和污水处理率等，旨在引导各区县既注重发展的效率和质量，更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三是设置科技创

新成果及应用指标，考核各区县科技创新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和应用效果等，旨在引导各区县加强科技创

新驱动，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调查显示，2012年，城乡居民对“中关村引领科技创新情况”持肯定态

度，服务对象对“专利创造或技术标准创新的促进和资助工作”表示满意。严格的绩效考评和刚性的结果

运用，发挥了科学的决策导向和正确的政绩导向作用，各区县绿色、和谐、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不断深

化。近两年，各区县、各部门共采取转变发展方式的创新措施244项，经专家评审，139个项目被评为优秀

创新成果。 

  改进工作作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近期，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此举不仅是对民意的尊

重与顺应，还源自党在新形势下对所面临风险挑战的清醒认识，源自党勇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的高度自信，更源自党对人民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实干兴邦，就应从改进工作作风开始。作为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的工具，打造更加高效务实的政府，绩效管理发挥作用正当其时。 

  一方面，北京市通过开展绩效管理，进一步整合了内部管理资源。在市区两级的评价体系中，设置依

法行政、效能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务员队伍建设、廉政风险防控等指标，将政府内部管理进行有

机集成，克服管理碎片化，形成管理的“拳头效应”。2011年以来，北京市大幅度取消、下放、调整各类

行政审批、许可事项共169项；完善投资审批大厅运行机制，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展前置手续并联办

理，大幅缩短工作周期，审批效率明显提高；强化政府投资项目和公共资金监管，加快推进预算公开和政

府信息公开步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绩效管理措施对促进各级政府部门改进工作作风发挥了有力推动作

用。另一方面，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的公众评价工作。每年，北京市通过公开招标的方

式确定第三方调查机构，开展年度公众评价调查。调查对象涵盖城乡居民和服务对象两大类，采取入户调

查、电话访问、网络调查等方式进行，调查包括政府部门履职情况、服务水平、整改效果等方面内容，公

众评价权重在评价体系中最高，通过系统听取公众声音，帮助各区县、各部门改进工作、提升绩效。另

外，北京市以公众评价为切入点，启动“政风行风热线”民主评议，在首都之窗开通“纠风专项治理专

栏”，并通过政务微博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加强了公共政策在制订、执行和效果评估等环节的社会参

与，积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努力探索一条以绩效管理牵动法治政

府、廉洁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建设的有效途径。 

  （作者：张国兴，北京市人民政府绩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杨凯，北京市人民政府绩效管理办公室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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