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部门决算 

 

第一部分    上海市总工会概况 

 

一、主要职责 

上海市总工会是上海各区、县、局（产业）工会的领导机关，

受中共上海市委和全国总工会领导。根据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党的工运方针，确定全市工会工作的指导方

针和任务，指导全市工会工作；负责工运理论、政策的研究。坚

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依照法律和工

会章程，突出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能，组织、指导本市各级工会履

行工会的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等社会职能；贯彻执行中国工

会代表大会和上海市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开展工会各项业务工

作等。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上海市总工会设 9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

室、研究室、组织部、劳动关系工作部、基层工作部、宣传教育

部、权益保障部、财务资产管理部、经审办。 



第二部分    上海市总工会 2015年度部门决算表 

2015年度财务收支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决算数 项   目 决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15,757.89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95.32 

其中: 政府性基金收入  外交支出  

事业收入  国防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公共安全支出  

其他收入  教育支出 7,662.57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5,757.89 本年支出合计 15,757.89 

动用历年结余  本年结余  

合  计 15,757.89 合  计 15,757.89 

 



 

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95.32  8,095.32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8,095.32  8,095.32 

201 29 01 行政运行 667.81  667.81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818.00  3,818.00 

201 29 03 机关服务 6.27  6.27 

201 29 50 事业运行 300.00  300.00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3,303.24  3,303.24 

205     教育支出 7,662.57  7,662.57 

205 03   职业教育 7,662.57  7,662.57 

205 03 05 高等职业教育 7,662.57  7,662.57 

合  计 15,757.89   15,757.89 

 



 

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基本支出决算数 

经济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01 01   基本工资    

301 02   津贴补贴    

301 03   奖金    

301 04   社会保障缴费    

301 06   伙食补助费    

301 07   绩效工资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 01   办公费    

302 02   印刷费    

302 03   咨询费    

302 04   手续费    

302 05   水费    

302 06   电费    

302 07   邮电费    

302 08   取暖费    

302 09   物业管理费    

302 11   差旅费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302 13   维修（护）费    

302 14   租赁费    

302 15   会议费    

302 16   培训费    

302 17   公务接待费    

302 18   专用材料费    

302 24   被装购置费    

302 25   专用燃料费    

302 26   劳务费    

302 27   委托业务费    

302 28   工会经费    

302 29   福利费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02 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03 01   离休费    

303 02   退休费    

303 03   退职（役）费    

303 04   抚恤金    

303 05   生活补助    

303 07   医疗费    

303 08   助学金    

303 09   奖励金    

303 11   住房公积金    

303 12   提租补贴    

303 13   购房补贴    

303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310 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310 13   公务用车购置    

310 19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合  计    

 

注：上海市总工会2015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机关运行 

经费 

决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预算

数 

决算

数 

预算

数 

决算

数 

预算

数 

决算

数 

预算

数 

决算

数 

预算

数 

决算

数 

预算

数 

决算

数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2015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    计    

 

注：上海市总工会 2015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第三部分  上海市总工会 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情况说明 

上海市总工会 2015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总计 15,757.89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5,757.89万元，占 100%。 

二、关于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部门决算支出情况说明 

上海市总工会 2015年度部门决算支出总计 15，757.89万元，

其中：项目支出 15,757.89万元，占 100%。 

三、关于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

出总计 15,757.8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群众团体事务”8,095.32 万元，

其中： 

“行政运行”667.81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办公用房房租补

贴和职工养老金、医疗保险等费用；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3,818万元，主要用于劳模评选工作

经费、市劳模特殊困难帮扶金、市劳模低收入生活困难补助金、

市劳模节日慰问金； 

“机关服务”6.27 万元，主要用于市总机关及所属部分事

业单位副食品补贴； 

“事业运行”300万元，主要用于退管会及尊老服务经费、



退休职工大学业务经费、职工物价监督工作经费、工人文化宫图

书馆专项补贴；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3,303.24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

及所属部分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费用、支内职工退休回沪定居人

员帮困和困难职工帮扶补助。 

2、“教育支出—职业教育”7,662.57 万元，其中： 

“高等职业教育”7,662.57 万元，主要用于上海工会管理

职业学院教学经费。 

四、关于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无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基本支出。 

五、关于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决算数 

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 19.2万元，与

预算持平。其中： 

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维护费决算 19.2 万元，与预算持平。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9.2 万元，是上海市总工会下属与

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5 年使用

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安排市内因

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

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当年未新购臵车辆，年末



车辆保有量 6辆。 

六、关于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决算数 

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无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 

七、关于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八、关于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政府采购情况 

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无政府采购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九、关于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预算绩效情况 

2015年度，本部门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5个，涉及预

算金额 7,524.57万元。2015年度开展的绩效评价项目 5个，涉

及预算金额 7,524.57万元，平均得分 90分。绩效评级为“优”

的项目 5个。具体重点项目的评价结果详见《绩效评价结果信息

表》。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元旦春节困难企业一次性节日帮困金项目 

预算金额 305万元 

评价分值 91分 

评价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六条规定：工会

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

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

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本市工会帮扶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充分发挥

帮扶资金的使用效能，确保资金安全、规范、

有效运行；加大对困难职工的帮困力度，按时

足额发放节日帮困金，把帮扶和关爱困难企业

职工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改善困难企业职工生

活。 

主要绩效 

通过向困难企业职工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客

观、直接地审视一次性节日帮困金发放工作，

在 2016年春节前对所有应发放一次性节日帮

困金的困难企业职工全部一次性支付，其中在

规定时间内资金到位率达 96.32%，银行卡发

放率达 100%，效好执行了全国总工会和上海

市总工会的规定要求。（1）逐户排摸，动态

管理。按照“依档帮扶”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原

则，在集中开展帮困送温暖之前，各级工会组

织开展逐户排摸工作，对辖区、系统行业所属

的困难职工家庭开展调查排摸，全面掌握困难

职工家庭的生活状况、子女就学、就业情况，

及时进行统计和分析，为分级、分类开展帮扶



打下基础。同时，根据排摸情况，及时调整帮

扶档案和帮扶信息，完善和更新全总帮扶管理

系统和上海工会困难职工帮扶管理系统。（2）

走访慰问、情暖职工。元旦春节期间，市总工

会领导及机关各部室集中“双百”行动，即走

访百户困难劳模、困难职工家庭，慰问百家困

难企业。各级工会深入企业和困难职工家庭，

集中开展一次性上门走访慰问，实地了解困难

职工生活情况和困难企业的实际需求，加强信

息对接，采取多种措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让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切实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爱。 

存在问题 

（1）个别帮扶金实际受助企业名单与分配方

案中名单不一致。（2）区县局（产业）工会

未在规定时间内将银行代发明细复印件报市

总帮困办。（3）个别区县总工会在发放本项

目帮困金时，与本单位行政和工会的一次性节

日帮困金一并发放，未做区分。 

整改建议 

（1）困难企业名单一经确认，无合理原因不

得轻易改变。建议市总工会出具相关细则，对

已申请、且通过审核后自愿退出帮扶名单设立

专门的操作流程，规范退出手续、明确需提供



的资料供市总工会留档，以便内部审计及外部

审计查阅。（2）及时向各区县局（产业）工

会收回实际发放清单，以便与审核情况相对

比。（3）统一规范化申请程序。建议今后在

项目实施前期，将申报程序在企业内公示并告

知具体操作流程、申请表填写要求，以方便由

困难职工本人完成申请。 

整改情况 

(1)对困难名单的确定，明确通过审核后自愿

退出帮扶名单的资料留档工作。(2)及时收回

各单位的发放清单。(3)完善申请流程。由职

工本人提出申请，保证职工困难情况的真实完

整。 

十、关于上海市总工会 2015 年度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市总工会拥有车辆 6 辆，其

中一般公务用车 6辆，无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