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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强化政府部门履职效能，切实提高财政专项资金

使用效益，省财政厅根据《预算法》、《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粤府〔2015〕50 号）、《关于做好 2017 年省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组成评价工作组，对广东省 2016 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以下简称“两项补贴”）专项支出实施了绩效评价，并形成本

绩效评价报。

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背景。

为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2012 年，省残联、省财政厅联合印

发《广东省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粤残联〔2012〕116 号）和《广东省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粤残联〔2012〕120 号），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建

立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和重度护理补贴制度。2014 年 3 月，省财政厅、省残联联合下

发《关于我省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财社〔2014〕39 号），对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加以完善。2015 年 9 月，广

东经验在全国推广，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的

部署安排，广东省于 2015 年 11 启动了残疾人两项补贴贯彻落实文件的起草工作，并

与 2016 年 5 月 4 日正式出台了《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关于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粤民发

〔2016〕66 号），经省政府同意并正式印发实施，从健全工作机制、调整完善申领程

序和管理办法、加强工作保障三方面明确贯彻落实的目标和任务。

（二）资金概况。

根据《关于预安排 2016 年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的通知》

（粤财社〔2015〕218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6〕22 号）；《关于安排 2016 年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6〕75 号）；《关于提前下达省财政

2016 年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6〕385

号），省残联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时办理资金请拨手续，省财政足



额将专项资金拨付到相关县市财政部门及省民政厅,相关县市财政部门在规定时间内

将专项资金拨付至用款单位,资金拨付情况见下表 1-1。我省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所需资金由省和市、县(市、区)各级财政从一般预算、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省财政根据各地人均财力水平和补助对象人数，将粤东

西北等欠发达县(市、区)划分为三类补助地区分别按 50％、60％、70％的比例给予补

助，珠三角地区自行解决。省财政补助资金由省财政预算安排 1/3，在省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和省福利彩票公益金计提残疾人事业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 2/3。包含珠三角地

区在内，2016 年广东省共计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 195409.2062 万元，其中省

财政累计下达资金 70101.3471 万元，累计补贴 72.75 万残疾人：其中下拨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资金 23497.2817 万元，补贴生活困难残疾人 31.26 万人；下拨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 46604.0654 万元，补贴度重度残疾人 41.49 万人。2016 年全省财政补助

人数比 2015 年全省财政补助人数递增了 4.8%，其中湛江市递增了 4.9%，其他地市根

据资金额度也做了相应微调。2016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两项补贴金额分配情况如表

1-2 与图 1-1。

表 1-1 2016 年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两项补贴）下拨表

序

号
资金文件号 发文时间 金额（元）

1 粤财社[2015]218 号 2015 年 7 月 14 日 93,960,000.00

2 粤财社[2015]385 号 2015 年 11 月 11 日 511,707,300.00

3 粤财社[2016]22 号 2016 年 3 月 1 日 32,169,687.00

合计 637,836,987.00



表 1-2 2016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两项补贴金额分配表

地市 生活补贴金额(元) 护理补贴金额(元) 两项补贴金额(元)

汕头市 14,652,951.00 32,557,152.00 47,210,103.00

韶关 13,368,841.00 24,409,487.00 37,778,328.00

河源 21,265,613.00 30,252,499.00 51,518,112.00

梅州 39,413,838.00 62,592,109.00 102,005,947.00

惠州 8,736,597.00 11,131,193.00 19,867,790.00

汕尾 13,207,366.00 21,984,408.00 35,191,774.00

江门 7,209,067.00 16,104,498.00 23,313,565.00

阳江 11,536,016.00 24,882,370.00 36,418,386.00

湛江 30,707,722.00 59,353,679.00 90,061,401.00

茂名 18,423,003.00 44,500,767.00 62,983,770.00

肇庆 7,931,030.00 17,447,766.00 25,378,796.00

清远 15,691,528.00 38,189,866.00 53,881,394.00

潮州 9,201,859.00 29,163,894.00 38,365,753.00

揭阳 14,249,414.00 35,803,720.00 50,053,134.00

云浮 9,377,973.00 17,067,243.00 26,445,216.00

省本级 0 540,000.00 540,000.00

合计 234,972,818.00 466,040,651.00 701,013,469.00



图 1-1 2016 年度广东省两项补贴补助金额分配图

（三）项目绩效目标。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2015 年国务院决定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主要用于改善困难残疾人家庭生活质量，提升

重度残疾人护理水平。该战略部署对保障残疾人生存权、发展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2016 年广东省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总体目标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明显改善困

难残疾人家庭的生活质量，有效提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水平，努力做到应补尽补，确

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扩大补

贴对象范围。在总体目标的框架内，2016 年两项补贴的具体目标详见表 1-3。

表 1-3 2016 年两项补贴的具体目标

序

号

内容 备注

1

省财政补助全省 14 个财政转移支付地区及江门

市台山、开平、恩平三县（市）和广东省民政

厅 7 所集中托养机构的残疾人生活补贴与重度

珠三角地区由当地财政负责

支付本地区的残疾人生活补

贴与重度护理补贴；



二、绩效分析

评价工作组依据既定的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1），评定 2016 年两项补

贴资金的整体绩效得分为 85.25 分，绩效等级为“良”。从 8个二级指标的评价得分

情况来看，两项补贴资金在量化指标、资金管理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而在目标

的设置和专项资金的效果性和公平性则有待进一步加强。（详见图 2-1）

护理补贴资金；

2

省财政投入两项补贴比例实行差别化管理措

施；省财政根据各地人均财力水平和补助对象

人数，将粤东西北等欠发达县(市、区)划分为

三类补助地区分别按 50％、60％、70％的比例

给予补助；

珠三角地区在补助标准、补

助范围上基普遍高于省的标

准；

3 明显改善 31.26 万困难残疾人家庭生活质量；
将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

疾人列为生活补贴对象；

4 有效提升 72.75 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水平；

将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重

度残疾人列为护理补贴对

象；

5 2016 年补贴人数比 2015 年递增 4.8%；

6 及时准确足额发放；



图 2-1 2016 年两项补贴资金使用绩效得分图

（一）绩效目标。

1.目标设置。

该指标主要考察两项补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设置的完整性、科学性、可衡量性。

该项指标分满分为 15 分，综合评价得分 12 分，得分率为 80%。

（1）完整性。指标分值 5分，评价得分 5分，得分率 100%。该指标反映的是总

目标、阶段性目标的设置情况。评价发现两项补贴资金的总目标是改善困难残疾人家

庭生活质量，提升重度残疾人护理水平，每年增加补贴人数，逐步实现应补尽补。两

项补贴的阶段目标是改善 31.26 万困难残疾人家庭的生活质量，提升 72.75 万重度残

疾人的护理水平。两项补贴的目标设置考虑到了预期产出的数量、质量和时效，目标

设置完整。

（2）科学性。指标分值 5分，评价得分 2分，得分率 40%。该指标反映的是所设

置的目标是否符合实际，科学合理。从现场评价和自评材料来看，各地残联虽然开展

了前期调查摸底，但工作不够细致深入，存在部分地区两项补贴预算发放人数和实际

发放人数差距过大的情况，如龙川县 2016 年预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0107 人,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8003 人，但实际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6769 人,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 8931 人。据此，扣 1分。此外，评价还发现，阶段性目标中的“及时发

放”也存在问题。根据粤财社〔2016〕 22 号文及粤民发〔2016〕66 号文规定，两项

补贴的发放时间分两种：按月发放或者按季度发放。部分地区既不按月发放，也不按

季度发放，如罗定市 9月份发了 9个月补贴，次年三月发了后 3个月的补贴。据此，



扣 1分。此外，评价还发现，阶段性目标中的“准确发放”也存在问题。抽查发现两

项补贴发放对象的信息更新不及时，有补贴对象死亡 2个月后仍在继续发放补贴.据

此，扣 1分。

（3）可衡量性。指标分值 5分，评价得分 5分，得分率 100%。该指标反映的是

所设置的目标可测性与可比性情况。评级发现所设置的目标具有明确的可测量行与可

比较性。

2.量化指标。

该指标主要考察预期提供的公共服务或产出的公共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时效情

况，以及预计产生的效果。该指标满分 5分，综合评价得分 5分，得分率为 100%。

（1）预期产出指标。指标分值 3分，评价得分 3分，得分率 100%。两项补

贴预期改善 31 万困难残疾人家庭的生活质量，预期提升 72 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水

平，并预期及时足额发放补贴。指标设计符合数量、质量和时效要求。

（2）预期效果指标。指标分值 2分，评价得分 2分，得分率 100%。两项补

贴预期有效改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质量，明显提升重度残疾人护理水平，符合指标设计

要求。

（二）绩效监控。

1.资金管理。

该指标主要考察两项补贴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到位率以及支付规范性情况。该项

指标满分为 18 分，综合评价得分 17.05 分，得分率为 94.72%。

（1）资金分配情况。该指标反映了补贴资金分配是否明确、合理，是否能够体

现其用途和业务部门职能。综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的分配基本合理，资金用途明确，

资金流向清晰，业务部门对资金的管理基本到位。

（2）资金到位情况。该指标反映了省财政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到位情况。截至

2016 年 4 月，省财政及时将两项补贴财政资金足额拨付至各相关县市区财政局，为

项目如期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但部分县市的配套资金却存在未足额到位的情况。如

源城区残疾人联合会本年预计安排财政补助资金为 317.29 万元，实际收到 302.76 万

元，其中：14.53 万元市级配套资金未按预算计划安排拨付；龙川县残疾人联合会按

预算计划县市配套资金为 796.05 万元，实际到位的县市配套资金为 563.14 万元，原



因在于该县残联在预算编制阶段，对符合补贴条件的残疾人数预估不够准确，预算发

放人数与实际发放人数存在较大差距，县市财政部门按实际发放人数予以配套所致。

（3）资金支付情况。2016 年两项补贴共支出 24854.34 万元，其中残疾人生活补

贴支出 5242.57 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支出 9611.77 万元。现场评价发现，全省

各地两项补贴发放的途径各不相同。两项补贴资金到达县市一级之后，各县市发放给

残疾人的途径不一，有些是由当地残联负责发放，如英德市，有些是由当地民政部门

负责发放，有些是由当地财政部门负责发放，如高要市。此外还有些地方是由县市民

政部门发放到镇财政所，然后再由镇财政所拨付到残疾人个人账户，如阳春市。评价

还发现，补贴资金发放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两项补贴资金到达县市一级之后，各县市

发放给残疾人的时间不一。有些县市是分批次发放，如英德市；有些县市是一次性发

放，如高要市；有些县市是逐月发放。由此导致部分地区专项资金到位不及时，支付

进度滞后。

（4）支出规范性情况。两项补贴资金统一由财政部门进行集中核算，严格按照

相关制度进行国库集中支付，各款项支付证明材料完备，相关会计凭证齐全，资金支

付符合有关管理办法规定。大部分县市也都采取了委托银行发放的方式，将两项补贴

发放到个人账户。评价发现，两项补贴支付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支出不规范的现象，如

英德市残疾人联合会的会计核算不规范，未能对已发放的补贴及时进行账务处理。现

场核查发现，该市残联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制表并向市财政支付中心申请支付两项

补贴 80400 元，市财政支付中心及时支付给了补助对象，截止现场核查日 2017 年 8

月 7 日，市残联会计人员仍未对相关支付情况进行账务处理。评价还发现，个别县市

将补贴资金划拨到下辖各镇，再由各镇财政所下拨到残疾人个人账户的情况，如阳春

市。

2.事项管理。

该指标主要考察资金使用单位和业务主管部门对项目管理与监督的情况。该项指

标满分为 12 分，综合评价得分 10.2 分，得分率为 85%。

实施程序情况。该指标反映的是两项补贴实施过程中的申报、审批、公式、考核

等环节是否合规。评价发现，各地业务主管部门均能按照三公开原则（补贴的申请-

审核-划拨程序公开，补贴的标准公开，补贴的对象公开），发放两项补贴。以肇庆



市高要区为例，申请人自行到村委会领取并填写申请表，在村委会盖章后，申请人将

申请表提交给镇/街民政办、镇/街道残协进行信息核查。经镇街民政办主要领导签字

确认并加盖公章后，由镇/街残协报给区残联，上报过程进行申请人名单公示。区残

联汇总审核后，将汇总表提交给区民政局审核。区民政局审核通过后将名单发回给区

残联，区残联再发回给镇残协，由镇残协进行获批申请人名单公示。公示期满后，由

区残联向区财政局提交资金申请表，区财政局呈请区政府审核批准，最后通过第三方

机构（广东农商银行）将资金发放到个人账户，并通知残疾人确认到账情况。

在关于“您是怎么知道这个补贴的”问题中，调查结果显示：78.9%的受访者因

为街道/村干部的通知而获悉可申领补贴；10.5%的受访者是通过家人的打听而得知，

6.8%的受访者是通过朋友的告知而得知，3%的人是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而得知；

1.5%的受访者是通过自己主动问询而得知（详见下表 2-1）。上述调查结果表明街道

和村干部工作比较到位。

表 2-1 残疾人了解两项补贴政策的途径

类别 受访者数量 占比

街道/村干部通知的 105 78.9%

家人打听的 14 10.5%

朋友告诉的 9 6.8%

广播/电视里听到的 3 2.3%

自己问到的 2 1.5%

合计 133 100%

在关于“通过审批可以领取补贴的残疾人名单有无公示”问题上，调查结果显

示：62.41%的受访者表示看到了宣传栏上张贴的公告；16.32%的受访者表示自身没有

留意，不清楚是否有公告；1.5%的受访者表示今年才看到公告，但也有 5.26%的补贴

对象表示名单没有公示。统计结果表明，对于审批通过可以领取补贴的残疾人名单透

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建议村委和专职委员在家访时提醒残疾人群体关注相关名单的

公示情况。（详见图 2-2）



图 2-2 补贴发放的公示情况

在关于“是否清楚明白自己领取的补贴发放标准和补贴的类型”问题中，调查结

果显示，33.8%的受访者非常清楚补贴的标准和类型；23.3%的受访者比较清楚补贴的

标准和类型；10.5%的受访者大致了解补贴的标准和类型；22.6%的受访者表示不是很

清楚补贴的标准和类型；9.8%的受访者完全不清楚补贴的标准和类型。换言之，超过

1/3 的补贴对象对两项补贴的标准和类型知之甚少，如表 2-2 所示。访谈中受访者对

于自己领取到的补贴数额非常清楚，但对于补贴的标准、补贴的类型，表述不够准

确，表明受访者对于两项补贴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不够全面、具体。

表 2-2 补贴标准和补贴类型了解情况表

类别 受访者数量 占比

非常清楚 45 33.8%

比较清楚 31 23.3%

大致了解 14 10.5%

不是很清楚 30 22.6%

完全不清楚 13 9.8%

合计 133 100%



（2）监督管理情况。该指标反映的是资金使用单位内部管理和上级业务主管部

门监督检查情况。现场评价发现，资金使用单位和业务主管部门虽然制定了相关的管

理制度与实施细则，但未见相关部门单位实施监督检查的会议记录、检查报告等文字

记录材料，除省级业务主管部门曾选取了几个点进行过巡视之外，各地市业务主管部

门尚未对两项补贴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三）绩效结果。

1.经济性。

该指标主要考察两项补贴资金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情况

下，项目资金预算的控制情况。该项指标满分为 5 分，综合评价得分 3 分，得分率

为 60%。

现场评价发现，部分县市两项补贴的实际发放人数与实际发放金额方面，与最初

的预算人数、预算金额存在较大的差距，个别县市，如罗定，甚至出现实际发放数额

超过预算数额 391.98 万元的情况，预算控制有待进一步加强，详见下表 2-3。

表 2-3 2016 年部分县市两项补贴预算金额与实际发放金额差异表

地区
生活困难补贴

预算

实际

支付

实际

较预算

重度护理补贴

预算

实际

支付

实际

较预算

博罗 981.32 1004.79 918.15 894.78

龙川县 906.88 812.28 1513.70 1608.30

高要区 390 346.41 640 548.685

罗定 264 747.41 840 1231.98

开平 210 102.51 300 329.68

（单位：万元）

2.效率性。

主要考察两项补贴项目的实施进度及完成质量，指标分值 10 分，评价得分 7

分，得分率为 70%。



（1）实施进度。各县市的两项补贴由于发放途径不同，导致发放进度各异。现

场评价发现，罗定市 2016 年的两项补贴分 2次发放，2016 年 9 月集中发放了 1-9 月

份的残疾人生活补贴 552.92 万元，护理补贴 895.17 万元，2017 年 1 月集中发放了

10-12 月的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高要区 2016 年的两项补贴分 4次发放，其中 1-9 月

份的补贴在 10 月份一次性发放，10-12 月的补贴按月发放；恩平市 2016 年的两项补

贴中的 1-2 月补贴是一次性发放，以后按月发放；开平市 2016 年的两项补贴中的 1-3

月份补贴是一次性发放，以后按月发放。评价小组认为部分县市在项目实施进度方面

存在程度不一的滞后现象，影响了两项补贴总体绩效目标的实现，据此扣 1.5 分。

（2）完成质量。绝大多数县市都能足额发放两项补贴，只有个别县市存在不

足额发放补贴的问题，如阳春市 2016 年的补贴只发放了 1次，且只发放了 1-5 月的

补贴，既不及时也不足额，据此扣 0.5 分。

进村入户访谈后的问卷调查结果也佐证项目实施进度中存在的问题。在关于“两

项补贴的发放频率”问题中，有 42.8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年领取一次补贴；33.08%

的受访者表示每个月领取一次补贴；14.29%的受访者表示每三个月领取一次补贴；

7.52%的受访者表示每半年领取一次补贴；还有 2.26%的受访者表示两三年才领取一次

补贴。（详见图 2-3）。补贴的领取频率受两项补贴的发放频率影响。统计结果提

示，广东省各县市两项补贴的发放频率有待统一，发放进度有待加快。

图 2-3 发放补贴的频率



3.效果性。

该指标主要考察两项补贴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

的影响。该项指标满分为 30 分，综合评价得分 27.1 分，得分率为 90.33%。

（1）困难残疾人生活水平改善程度和重度残疾人护理水平改善程度。现场评价

进村入户访谈后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3.83%的受访者表示两项补贴对自己非常有帮

助；39.10%的受访者表示两项补贴对自己有帮助；12.78%的受访者表示两项补贴对自

己的帮助一般；9.77%的受访者表示两项补贴对自己没有很大的帮助；只有 4.51%的受

访者表示两项补贴对自己完全没有帮助。统计结果反映出，绝大多数残疾人觉得两项

补贴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改善和护理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少数残疾

人认为“没有很大帮助”、“完全没帮助”，这主要是因为少数重度残疾人支出的护

理费用较高，补贴对于分担其护理费用犹如杯水车薪，结果如图 2-4。

图 2-4 补贴对生活和护理水平的改善

（2）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覆盖率。现场评价发现，针

对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和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

人，两项补贴的覆盖率达到 100%，做到了应补尽补。

（3）残疾人享受康复服务增长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提出，

国家和社会采取康复措施，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者补偿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

力。2015 年，全省 67 个市辖区、58 个县（市）、16185 个社区（村）开展了社区康

复工作，配备 19800 名社区康复协调员。2016 年，全省已有 69 个市辖区和 58 个县



（市）开展社区康复工作，配备 21843 名社区康复协调员，为 110506 人次提供社区

康复服务，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都有了明显增长。两项补贴通过有效改善

困难残疾人家庭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水平，大大缓解了残疾人的

心理压力，增强了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信心，为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注入了生机与活

力，同时也让更多残疾人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获得康复服务。

（4）可持续发展。该指标反映后续的资金、人员、措施等因素对残疾人带来的

影响。该项指标满分为 5 分，综合评价得分 3.1 分，得分率为 62%。现场评价发现，

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县市配套资金到位不及时，后续资金能否跟上都成问题。

4.公平性

该指标主要是通过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来反映受援残疾人对两项补贴项目实施效果

的满意程度和拥护程度，该项指标满分为 5 分，综合评价得分 3.9 分，得分率为

78%。

现场评价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关于“申请和发放补贴的公平合理性”问题上，

21.05%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公平合理，46.62%的受访者认为公平合理；24.06%的受访者

认为一般公平合理。统计结果表明，九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两项补贴公平合理，只有

不到一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主要原因在于少数残疾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误

解和猜忌。调查结果如图 2-5 所示：

图 2-5 两项补贴发放的公平性



三、评价结论

基于现场评价结果，参考自评材料分析情况，广东省 2016 年度两项补贴资金的

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较好，除部分项目因发放途径不一，导致实施进度滞后之外，大部

分项目均能按照预期计划实施完成，并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综合评定广东

省 2016 年度两项补贴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得分为 85.25 分，绩效等级为“良”。（各

指标得分情况详见附件 1）

四、主要绩效

广东省两项补贴紧紧围绕残疾人的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不断创新帮扶工作思

路，拓宽帮扶工作广度，细化帮扶工作精度，科学谋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稳定

推进，成效突显。

（一）不断强化针对残疾人的惠民政策宣传力度。全省各地广泛通过电视、广播

及网络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并组织相关媒体记者采访报道

“两项补贴”制度的重要意义、补助标准、补助范围和申请程序等事项，引导社会各

界关注残疾人的生活状况，使这项惠民政策深入人心，充分保障了残疾人对事关切身

利益政策的知情权。

（二）不断提升两项补贴的标准和覆盖面。与 2014 年相比，目前的困难残疾人

的生活补贴标准提高了 17 倍，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标准提高了 3倍。2014 年，全

省享受生活补贴残疾人约 43.51 万人，享受重度护理补贴残疾人约 44.23 万人；而到

了 2016 年，全省享受生活补贴的残疾人约 51.2 万人，享受重度护理补贴的残疾人约

63.9 万人，分别增长了 17.67%和 44.47%，详见下表 4-1、表 4-2。

表 4-1 两项补贴年度补贴标准一览表

类别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生活补贴标准

（单位：年/人）
600 元 1200 元 1200 元 1800 元

护理补贴标准

（单位：年/人）
1200 元 1800 元 1800 元 2400 元



表 4-2 两项补贴财政投入金额与享受人数一览表

类别 年度 2014 2015 2016

财政投入的总金额（单位：亿元） 10.85 15.3 19.5

省财政投入（单位：亿元） 3.98 6.11 7.01

市县两级投入（单位：亿元） 6.87 9.2 12.5

享受补贴的总人数（单位：万人） 87.74 94.5 115.1

享受生活补贴人数（单位：万人） 43.51 42.1 51.2

享受护理补贴人数（单位：万人） 44.23 54.2 63.9

（三）绝大多数县市确保了两项补贴的足额发放。全省各级财政、民政和残联等

相关部门，建立起了有效的协作机制，共同保障两项补贴的顺利发放。两项补贴有效

改善了困难残疾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重度残疾人的护理水平，让广大残疾

人切实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残疾人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据统

计，2013 年度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72.6%，而在城镇，这一数值仅为 48.9%。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本来就不高，高

昂的医疗护理费用支出更是让残疾人生活雪上加霜。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建

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广东省将两项补贴工作

被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加以推进。“两项补贴”补贴原则从颁布之初的“低标准、广

覆盖”到“定期随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动态调整”，保障了广大残疾人的基本生活，

为提升残疾人福利待遇奠定了良好基础，展示了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残疾人同步进入

小康社会的决心和信心。

五、存在问题

两项补贴资金在取得显著成效，为促进残疾人生活改善和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尚待改进。

（1）部分县市未设专账核算。如恩平市、开平市的两项补贴资金未设立专项账

户。省财政的专项补贴与地方财政收入打包放在一起，难以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进度、

使用效率等情况进行准确把握。两项补贴的特别之处在于，残疾人的数量一直在变化

当中，很多时候年初和年尾的数额都不一样。编制预算时，当年初申报的人数大于年



尾实际发放的人数时，地方获得的省财政补贴资金会超过地方实际发放的补贴金额，

从而产生节余。此时，如地方未设立专项账户，则两项补贴的资金节余有可能被地方

财政用于其他支出，从而影响未来两项补贴资金的可持续性投入。

（2）部分县市预算不够精准。如龙川县 2016 年预算安排生活补贴发放人数为

10107 人，实际发放人数为 6769 人；预算安排护理补贴发放人数为 8003 人，实际发

放人数为 8931 人。又如开平市两项补贴财政预算投入 510 万元，实际投入 432.196

万元，低于预算 77.804 万元。其中，生活补贴预算投入 210 万元，实际支付

102.5122 万元，低于预算 107.4878 万元：重度护理补贴预算投入 300 万元，实际支

付 329.6838 万元，高于预算 29.6838 万元。恩平市财政两项补贴预算投入 389.44 万

元，实际支付 336.8665 万元，低于预算 52.5735 万元。其主要原因或由于领取补贴

的残疾人人数发生变化或因为领取补贴的进度滞后所致，如下表 5-1 所示。

表 5-1 现场评价县市预算人数与实际人数差额一览表

补贴

类

型

市县

生活补贴 护理补贴

15 年实

际发放

人数

16 年预

算人数

16 年实

际发放

人数

增长率

15 年实

际发放

人数

16 年预

算人数

16 年实

际发放

人数

增长率

源城 1547 1621 1675 8.27% 2333 2445 2284 -2.10%

开平 2652 2779 2474 -6.71% 4664 4888 4672 0.17%

翁源 3167 3319 2541 -19.77% 3793 3975 4080 7.57%

恩平 3503 3671 3433 -2.00% 4190 4392 4215 0.60%

英德 5654 5926 6206 9.76% 7632 7998 8220 7.70%

博罗 5921 6205 6172 4.24% 4777 5007 6715 40.57%

罗定 6002 6291 6172 2.83% 5761 6038 6715 16.56%

阳春 6078 6370 5897 -2.98% 9228 9671 9139 -0.96%

龙川 9644 10107 6769 -29.81% 7637 8003 8931 16.94%



（3）多数县市存在两项补贴发放途径不一，发放频次各异，发放进度滞后的问

题。根据 2016 年 5 月 4 日颁发的《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

会关于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粤民发

〔2016〕66 号）规定，两项补贴工作实行由“民政牵头、残联配合、部门协作的工作

机制”。现场评价发现，两项补贴资金到达县市一级之后，各县市发放给残疾人的途

径不一，有些是由当地残联负责发放，如英德市；有些是由当地财政部门负责发放，

如高要市；有些是由当地民政部门负责发放如翁源县；还有些地方是由县市民政部门

发放到镇财政所，然后再由镇财政所拨付到残疾人个人账户，如阳春市。此外，对于

补贴发放时限，根据据粤财社〔2016〕22 号文及粤民发〔2016〕66 号文通知规定，

“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自递交申请当月计发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实行社会化

发放，原则上要在每月 10 日前统一发放；特殊情况下，可以按季度发放。评价发

现，除广州、深圳、河源、惠州、东莞、中山、江门、湛江、顺德等地区按通知规定

实行按月发放之外，其他县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发放频次各异，发放进度滞后的现

象。如罗定市 2016 年的两项补贴分 2次发放；高要区 2016 年的两项补贴分 4次发

放，其中 1-9 月份的补贴在 10 月份一次性发放，10-12 月的补贴按月发放；恩平市

2016 年的两项补贴中的 1-2 月补贴是一次性发放，以后按月发放；开平市 2016 年的

两项补贴中的 1-3 月份补贴是一次性发放，以后按月发放。

（4）部分县市存在补贴对象信息更新不及时，少数补贴标准超标的问题。如开

平市存在补贴对象 10 月份已死亡，补贴资金却一直发放到 12 月的现象（银行因对方

账户已销户，补贴发放不成功，将补贴资金退回给相关部门时，相关部门才开始进行

减员处理）。又如恩平市 2016 年 12 月一次性注销人数达 332 人次，注销的原因既有

补贴对象死亡的缘故，也有补贴对象不合规的缘故（如五保户残疾人不符合享受两项

补贴的条件而被注销）。再如阳春市松柏镇，经常出现预算资金或下拨资金超过实际

发放资金的情况。

（5）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补贴对象甄选是否公平公正有疑虑，政府公信力有待

提高。现场访谈后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在关于“您认识的领取补贴的人当中有无发

现以下问题”上，57.14% 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现象；12.8%的受访

者认为存在“中、轻度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护理补贴”的现象；12%的受访者认为存



在“假冒残疾人领取补贴”的现象；11.3%的受访者认为存在“残疾人过世后其家人

还在领补贴”的现象。从全省 10 个县市随机抽取的 133 位受访者当中，有 57 位受访

者表示存在问题，还有 76 位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清楚是否存在问题，详情如表 5-2 所

示。该调查结果虽然存在少数受访者因个人偏见、心怀不满等主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结

论部分失真的可能，但高达 42.86%的受访者反映有问题，也从另一个侧面提示业务主

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加强对补贴对象的甄别审核工作，消除群众的疑虑。

表 5-2 领取补贴的人中存在的问题一览表

问题类型 受访者数量 受访者占比

不清楚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现象； 76 57.14%

中、轻度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护理补贴； 17 12.8%

假冒残疾人领取补贴； 16 12%

残疾人过世后其家人还在领取补贴； 15 11.3%

一个残疾人领取两份补贴； 1 0.7%

一直没人告诉可以领取，最近才收到通知去领取 8 6%

总计 133 100%

六、相关建议

残疾人作为特殊困难群体，需要社会各界特别的关心、格外的关注。为提高下一

阶段两项补贴资金的使用绩效，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对两项补贴资金的管理，实现残联、卫计、民政等部门的残疾人信息共

享。

鉴于现场评价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预算与支出不符，且常有节余的情况，建议省财

政管理部门督促地方财政部门建立两项补贴资金的专帐核算制度，严格要求专款专

用。与此同时，尽快实现地方残联的残疾人档案管理信息系统与地方卫计委的医疗信

息系统、地方民政部门的社保信息系统对接，实现即时查询、异常预警、变更提示等

功能，以便地方残联根据医疗、民政信息系统提供的补贴对象的健康状况、生存状

况、低保/五保情况，以及家庭成员收入情况等信息，及时更新发放名录，准确制定



预算安排，大力削减预算结余。除此之外，还需加大对两项补贴发放过程的监督检查

力度。建议各级业务主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民政部门开展经常性排查，接受群众举

办报，杜绝弄虚作假现象。

二、统一两项补贴的发放途径与发放频次。

鉴于现场评价发现的两项补贴发放途径不统一，建议地方政府根据《广东省民

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粤民发〔2016〕66 号)文件精神，将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实施

由残联移交给民政部门负责，统一由民政部门负责发放两项补贴。这也是新公共管理

理论运用于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必然要求，地方残联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腾出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把握政策方向，完善申领规则，强化监督检查。另外，还应督促地

方财政、民政、残联等部门统一发放频次，争取各县市全面实现按月发放。

三、推广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重度残疾人护理模式的多元化。建议地方政府在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方面，提供两种实现方式：一是直接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资金；二是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护理服务。与此同时，积极探索集中护理与分散护理

相结合的多种护理模式，引导重度残疾人，利用补贴资金，通过向社工组织购买服务

的方式，获得灵活护理。例如，重度残疾人平时可在家享受由政府购买的社工上门护

理服务，疾病时转入专门的集中护理机构接受集中护理服务。同时发动社会力量，通

过捐赠、冠名等方式，为老年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提供电动轮椅及其他康复必需品，

实现双赢。

四、逐步扩大两项补贴的覆盖面。现有政策条件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条件较高。其中生活津贴的补贴对象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范围的各类残疾人和残疾军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只面向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且

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或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一、二、三、四

级重度残疾军人。评价工作组实地走访发现，低保范围外的四级以上残疾人家庭生活

普遍困难，因为残疾人无法参与劳动，又需要家人照顾，影响了家庭成员外出务农、

务工活动，阻碍了他们改善家庭生活质量的努力。国务院《在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中提出，生活

补贴在“有条件的地方可逐步扩大到低收入残疾人及其他困难残疾人”，护理补贴在



“有条件的地方可扩大到非重度智力、精神残疾人或其他残疾人，逐步推动形成面向

所有需要长期照护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制度”。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可考虑逐步扩大

两项补贴的覆盖面，惠及更多的残疾人。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则，与其“锦上添花”

式的继续增加补贴标准，不如“雪中送炭”式的扩大补贴范围，让更多三级、四级残

疾人也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五、鼓励慈善组织和社会资源参与改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质量，提升重度残疾人护

理水平工作。尽管广东省各级财政对残疾人事业投入逐年加大，但仍难以满足所有残

疾人改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迫切需要。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鼓励社会慈善

组织参与帮扶生活困难残疾人与重度残疾人，调动社会资源资助生活困难残疾人和重

度残疾人，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建议各地市民政部门和残联加强与当地宗教团体、义

工组织和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横向联系，创造条件吸纳这些社会力量参与到残疾

人帮扶工作中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提升两项补贴的效果。

附件：1.2016 年广东省两项补贴资金使用绩效评分表

2.关于我省“残疾人生活补贴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落实情况的调查问卷



附件 1

2016 年广东省两项补贴资金使用绩效评分表

评价指标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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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25

绩效

目标
20

目标

设置
15

完整性 5 完整性 5 5

科学性 5 科学性 5 2

可衡量性 5 可衡量性 5 5

量化

指标
5

预期

产出指标
3

预期产出的数量指标 1 1

预期产出的质量指标 1 1

预期产出的时效指标 1 1

预期

效果指标
2 预期效果指标 2 2

绩效

监控
30

资金

管理
18

资金分配 4 资金分配 4 4

资金到位 2
省财政资金到位率 1 1

县市财配套政资金到位率 1 1

资金支付 6
省财政资金支付率 3 2.87

县市财配套政资金支付率 3 2.79

支出规范性

预算执行规范性 2 1.68

事项支出的合规性 2 2

6 会计核算规范性 2 1.71

事项

管理
12

实施程序 8

申报合规 2 2

审批合规 2 1.95

公示合规 2 1.95

考核合规 2 1.85

管理情况 4
资金使用单位内部管理 2 1.45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2 1

绩效 50 经济性 5 预算(成本) 5 预算(成本)控制 5 3



结果 控制

效率性 10
完成进度及

质量
10

发放进度 5 2.5

完成质量 5 4.5

效果性 30

社会经济效

益
25

困难残疾人生活水平改善程

度
5 4.5

重度残疾人护理水平改善程

度
5 4.5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覆盖率 5 5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 5 5

困难残疾人、重度残疾人享

受康复服务增长程度
5 5

可持续发展 5 可持续发展 5 3.1

公平性 5 公众满意度 5 受益残疾人群体的满意度 5 3.9



附件 2

关于我省“残疾人生活补贴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落实情况的调查问卷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为了解我省残疾人生活补贴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落实情况，分析

我省在残疾人帮扶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受广东省财政厅委托特

开展此次调查，您的积极参与将有助于改善我省残疾人的生活状况，谢谢您的合

作！

被调查者性别 男 / 女 ；被调查者所在地： ；被调查者年龄段：老/

中/青/ 被调查者残疾程度：一级（极重度）、二级（重度）、 三级（中度）、四

级（轻度）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补贴的？

街道/村干部告诉的 B.家人打听到的 C.朋友告诉的 D. 自己去问到的 E.

电视广播里听到的

2. 请问每年那些通过审批可以领取补贴的人的名单有无公示（如在宣传栏上公

开）？

A.有 B.无 C.有些年有，有些年无 D.前几年没有，今年才有

E.不清楚

3. 您是否清楚明白自己领取的补贴发放标准和补贴的类型（是生活补贴还是重

度护理补贴）？

A.非常清楚 B. 大概清楚 C.一般 D.不是很清楚 E.完全不清楚

4. 您隔多长时间领取一次补贴？

每个月领一次 B.每三个月领一次 C.每半年领取一次 D. 每年领取一次 E.

两三年才领取一次

5. 您每年领取多少补贴？

A.600 元 B.1000 元 C.1200 元 D. 1800 元 E.2000 元以上

6. 您认为这个补贴的申请和发放过程是否公平合理？

A.非常公平合理 B. 公平合理 C.一般 D.比较不公平不合理 E.非

常不公平也不合理

7. 您认识的领取补贴的人当中有无发现以下问题（多选题）：



A.假冒残疾人领取补贴；B.中、轻度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护理补贴；C.一个残

疾人领取两份补贴；D.残疾人过世后其家人还在领取补贴；E.一直没人告诉可以领

取，最近忽然才收到通知去领取？

8.您觉得这个补贴对改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质量，提升重度残疾人护理水平有无

帮助作用？

A.非常有帮助 B.有帮助 C.一般 D.没有很大的帮助 E.完全没帮

助

9.您对这个补贴还有什么其他意见和建议（开放性问题，被调查者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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