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

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科研教育活动项目 

决算金额 352.29万元 

评价分值 91.60分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项目的设立着眼于学校实际发展需要，项目实施有序

推进；项目各子项目目标明确，总体进度符合要求，

按计划完成；关注细节、追求精致、重视过程，精细

化管理课题成果推动幼儿园管理水平提升；“华保•市

立”的 70 华诞活动成功实施，有利于华保精神传承

和发扬。 

存在问题 项目名称与项目内容经费支出结构匹配度不够；气质

课题、亲子教育活动研究水平和成果应用水平有待提

高。 

整改建议 建议调整项目名称，以匹配项目支出结构；研教结合，

促进幼儿园品牌活动持续发展。 

整改情况 已提升研教结合，增强幼儿园品牌活动持续发展。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促进妇女发展工作经费项目 

决算金额 339.65万元 

评价分值 94.90分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高度匹配妇联部门工作职能；项

目管理制度完善，全面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项目

产出效益显著，创新实干妇女发展工作业绩 

存在问题 项目管理专业性有待进一步提升；项目满意度自查工

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整改建议 提升职能工作项目化管理的专业性；建立健全满意度

自查机制，强化产出效益及时反馈 

整改情况 已提升职能工作管理的专业性。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第十五次妇女代表大会 

决算金额 478.25万元 

评价分值 93.0分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加强组织保障，确保妇代会完成预定目标，取得预期

成果；拓展宣传渠道，积极营造妇女事业发展的有利

社会环境；加强经费规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存在问题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部分子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与

预算有较大差距；部分预算经费的使用效率还需提

高。虽然从总体上看，项目的预算执行率较高，但有

三个子项目均有一定的节余量；部分项目的预算在科

目设置上有待细化。 

整改建议 进一步加强前期市场调研；提高预算执行的科学性；

注重规范设置预算科目。 

整改情况 更加规范设置预算科目。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妇女儿童公益咨询项目 

决算金额 165.04万元 

评价分值 89.1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整合社会专业资源，提升妇女儿童公益活动专业性；

依托心理健康体验，扩大妇女儿童公益咨询影响力；

完善项目管理制度，确保妇女儿童公益服务规范化； 

存在问题 存在部分预算延期使用，项目立项的可行性分析有待

加强；个别项目实施的进度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整改建议 加强立项可行性研究，避免部分预算无法执行；完善

项目进度管理，避免执行进度发生偏差。 

整改情况 已加强立项可行性研究，完善项目进度管理。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妇女儿童工作先行先试项目 

决算金额 1188.56万元 

评价分值 83.60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2018年度妇女儿童工作先行先试资金项目完成

了10项课题研究。其中，托育课题研究的成果作为决

策咨询参考，推动实施了0-3岁托育点实事项目，出

台了幼儿托育的“1+2”文件，其他课题研究也转化

成提交市“两会”的议题，受到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开展了家庭教育、反家庭

暴力、失独家庭、“老三八”和创变客五大类，共计

97个服务项目，完成16218场活动，服务334,163人次。

其中，“五进”项目1402场，完成率76.92%；亲子阅

读指导194场，完成率100%；家庭教育指导微视频600

个，完成率100%；家庭暴力干预服务338场，完成率

85.71%；公益创变客项目8,505场，完成率87.50%；

失独家庭活动3259场、服务失独家庭293户，完成率

100%；“老三八”关爱活动2146场，服务746人，完

成率58.82%。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完成了对项目的

370次督导和所有项目的评估。近三年妇女儿童工作

先行先试资金项目中百万家庭育儿行项目和失独家

庭项目逐步实现了上海市16个区全覆盖。反家暴项目

也逐渐探索出了一套反家暴工作社会化运作的模式，

各区妇联目前已申请区级资金推广并固化这些做法，

使之常态化。 

总体而言，项目符合国家和上海保障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提升上妇女儿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政

策要求，通过创新服务方式，在满足妇女儿童家庭的

美好生活要求的同时，培育了一批女性社会组织，对

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存在问题 1、项目未能充分体现服务妇女儿童家庭的职责

作用。 

2、购买服务项目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3、信息化管理平台的优势未充分发挥。 

4、预算编制和财务核算环节管理不规范。 

整改建议 1、明晰市、区、街镇妇联在此项目中的职责定

位，进一步完善项目实施方式。2、建立健全社会组

织管理机制，提升项目管理质量与效益。3、进一步

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保障项目实施效果。4、进一

步完善预算编制，发挥绩效管理作用。 

整改情况     计划进一步发挥目录化管理的优势，扩大项目覆

盖面和“先行先试”项目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