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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我们接受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社工委”）委

托，自 2018 年 3 月起对财政预算资金“2017 年市级社会组织党建创

新”（以下简称“党建创新”）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按照财政部门关于财

政预算绩效评价的要求，根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开展实地考察、访

谈、问卷调查、资料及数据收集和核实等评价工作，在项目专家组的

指导下，在市社工委相关处室配合和支持下完成评价工作。 

 

一、项目实施背景 

为了巩固归口单位行业党委在“十二五”期间的党建工作成果，深

入推进党委和全体党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升全体党

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学习和创立区域化党建的工作模式和经验，探索

创新服务企业发展、服务基层一线、服务党员职工的有效载体和方法

手段，提升党建队伍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路径的能力，

适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二、项目评价情况 

本项目基本实现了绩效目标，主管部门强化项目管理监管，实施

单位加大项目管理力度，根据项目计划任务的相关要求，实施单位结

合党建工作实际，建立相关党建工作制度，指导行业开展党建工作，

进一步扩大了党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完善了党的组织和党员

信息数据库，子项目了构建党建信息发布平台和相关机制，有效地整

合了各子项目的党建资源，积极开展共建联建活动，完成项目计划任

务的数量、质量和时效较好、项目效果明显，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进入新时代，充分反映了实施单位对党建工作的支持。本项目财政专

项经费预算资金 2,498,687.00 元，实际决算支出为 2,287,583.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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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率为 91.55%。项目绩效指标综合得分为 87.22 分，综合评

价等级为良。 

 

三、项目存在的问题 

1.实施单位项目管理制度不完善 

部分项目的计划管理、跟踪检查、资料保管、档案管理和问责制

等方面的规定不完善，项目实施过程痕迹不明显，无法保障项目圆满

实现绩效目标，落实项目管理责任，规避项目风险。 

2.个别子项目预算执行力尚不足 

实施单位项目决算实际使用金额 2,287,583.01 元，预算执行率

为 91.55%，财政资金结余 211,103.99 元，在预算编制、执行方面项

目投入管控能力不足。 

3.项目资料搜集、整理归档不足 

有的子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没有及时、完整地搜集各类项目资

料，项目计划、组织活动、召开会议、开展培训、项目调研等工作痕

迹不充分。 

 

四、改进措施和建议 

1.进一步健全项目管理制度 

更具项目实际情况健全《项目管理办法》明确项目管理目标与风

险、内部职责分工与授权，健全、完善业务流程管理和资金使用规定，

使《项目管理办法》更切合项目实际操作情况，进而更好的管理和运

行，提高项目实施的效率、障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 

2.进一步加强项目预算管理 

建议实施单位加强预算管理力度，提高项目预算执行率。采取积

极措施按照项目进行必要投入，项目预算调整应及时与相关处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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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对项目财政资金使用调整部分应做出说明，对财政资金项目的

结余要按照财政部门规定进行处理。 

3.进一步强化项目档案管理 

建议实施单位制定、完善项目档案管理办法，确定项目资料档案

目录，指定专人及时、全面的收集各类项目资料，项目调研计划大纲、

方案审批和项目总结资料要完整保管，会议纪要、论坛交流材料、外

单位参观、交流登记台账、党建活动中心活动台账记录等资料要记录

完整、妥善保管，全面保留项目实施全过程的工作痕迹，以充分反映

项目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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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 

“2017 年市级社会组织党建创新”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 

 

我们接受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社工委”）委

托，自 2018 年 2 月起对财政预算资金“2017 年市级社会组织党建创

新”（以下简称“党建创新”）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按照财政部门关于财

政预算绩效评价的要求，根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开展实地考察、访

谈、问卷调查、资料及数据收集和核实等评价工作，在项目专家组的

指导下，在市社工委配合和支持下，完成评价工作。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背景及绩效目标 

1.立项背景 

根据市社工委党委 2017 年工作计划，由党组织关系所属其他大

口党委、部门的 14 家社会组织申请创新项目经费，采取党建创新项

目带动工作方式，向相关社会组织下拨项目经费，联手推动市级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有效性探索与研究，学习和创立区域化党建的工作模式

和经验，探索创新服务企业发展、服务基层一线、服务党员职工的有

效载体和方法手段，提升党建队伍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

路径的能力，适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2.立项依据 

本项目主要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

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关于本市贯彻<关于加强社会

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实施意见》等有关文件规定。 

3.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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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有十四个社会组织提出申请： 

1：中共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商会)联合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在

沪企业商会”）《推进异地在沪商会党的组织覆盖》； 

2：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党支部（以下简称“演艺者联合会”）《做

在主旋律上舞动的蒲公英》； 

3：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以下简称“民办教育协会”）《民办学前

教育机构党建工作的调研与培训》； 

4：中共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工经联”）《加

强行业协会党的建设》（自筹 10.04 万元，财政拨款 30 万元，合计

40.04 万元）； 

5：中共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联合”）《“三个建

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推进项目》； 

6：中共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地产

估价师协会”）《中共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支部委员会》； 

7：中共上海市浙江商会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江商会”）《精准服

务、凝心聚力，打造红色“引力波”工程的实践与研究》； 

8：上海市质量协会（以下简称“质量协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标准化管理研究》； 

9：中共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区体育协

会”）《上海社会组织基层党支部建设研究》； 

10：中共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物业

行业协会”）《深入推进物业行业党建工作两覆盖，努力塑造物业企业

社区治理新形象》； 

11：中共上海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注会委员会”）

《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站》（财政拨款 17.2 万元，自筹 35.2 万

元，合计 5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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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共上海市注册税务师行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注税委员会”）

《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站》； 

13：中共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委员会（以下简称“会展协会”）《会

展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创新与思考》； 

14：中共上海两新组织党建服务中心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两

新服务中心”）《“上海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信息库”推进》。 

4.绩效目标 

子项目一：在沪企业商会《推进异地在沪商会党的组织覆盖》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着重做好党委的自身建设、积极协助市合作交

流工作党委推进异地商会党的组织覆盖、着力加强异地商会新建党组

织的党务基础工作。联合会党委及异地商会党组织均为新成立的党组

织，需要上级组织给予经费支持，以便更好地落实各相关工作。 

子项目二：演艺者联合会《做在主旋律上舞动的蒲公英》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联系统计艺联党支部社会文艺工作者党员团

队中党员的数量和基本情况，以及本市重要民营文艺团体党员及党建

情况；新组建 2 个党建活动小组，对纳入活动范围的党员和积极群众

纳入活动范围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将上海社会文艺工作者党建服务

站规范化运行。对接市党建服务中心的建设要求，建立工作委员会、

制定运行规则；服务党员引领思想（集体学习）。以纪念全民族抗战

爆发 80 周年为主题，创作抗战主题的舞台艺术作品。加强志愿服务。 

子项目三：民办教育协会《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党建工作的调研与

培训》 

项目的主要目标一是针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党建现有政策、工作

经验与问题的梳理；二是对上海市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党建工作的问卷

调研；三是开展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党建工作专项培训；四是提升民办

学前教育机构党建工作实效性研究。 



 7 

子项目四：工经联《加强行业协会党的建设》 

项目的主要目标一是落实书记党建责任制；二是抓好党员队伍建

设；三是推动“党建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四是用“互联网+”扩展党建阵

地建设；五是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完成党建项目。 

子项目五：商联合《“三个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

推进项目》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一是抓好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

聚力：加强分类指导，落实工作举措、落实各支部的主体责任、创新

特色组织生活；二是抓好思想建设，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坚持学习引

领，提升党员队伍综合素质、创新党建联建工作的形式与内容、关注

党员的党内政治生活、做好劳模先进的关爱工作、提升党建工作的活

力。三是抓好作风建设，增强党员的责任担当意识：发扬党的优良作

风，创先争优带好头、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锐意进取的行为取向。 

子项目六：房地产估价师协会《中共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支

部委员会》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贯彻中央和市委关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文

件精神，突出党组织的政治属性，发挥本市房地产估价行业党组织的

政治核心作用，紧紧抓住扩大“两个覆盖”，探索党组织、党员在社会

组织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行业工团组织、从业

人员，加强自治自律建设。 

子项目七：浙江商会《精准服务、凝心聚力，打造红色“引力波”

工程的实践与研究》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两新”组织存在的“两张皮”、“跷拐脚”现

象；解决“两新”组织存在党员身份形象边缘化和党员作用发挥不够和

文化氛围不浓等现象。 

子项目八：质量协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标准化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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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龙头聚

合作用，以标准化手段规范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对党建工作

组织管理、队伍建设等制度体系进行优化提升，以提高党建工作的效

率和质量，实现党建工作与社会组织管理机制的协同，促进行业内社

会组织的有序发展和有效运作。 

子项目九：社区体育协会《上海社会组织基层党支部建设研究》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开展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打好基础。分别通过调

研围绕社会组织党支部工作建设开展调研和制定社会组织党支部工

作基本规范两个项目来制定《社会组织党支部工作的规范化建设指导

手册》和《社会组织党支部定位升级评定标准》，推进社会组织党支

部工作规范化建设发展。最后通过加强实践探索，做好党支部规范化

建设工作，以调研和制定社会组织党支部工作规范为契机，加强协会

党建工作的创新探索。 

子项目十：物业行业协会《深入推进物业行业党建工作两覆盖，

努力塑造物业企业社区治理新形象》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深入推进、创新成果年。体现协会行业党建工

作的成效，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扩大物业管理的社会影响，协会

将以在本市物业行业广泛开展评选“最美物业人”的活动为契机，总结

推广一批先进经验，树立一批行业先进典型。 

子项目十一：注会委员会《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站》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针对行业基层党组织聘请专职党务干部困难、

党员相对分散、党建资源不足等问题，深入挖掘工作站的功能作用，

提升党建工作站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辖区内事务所党组织和党员，

同时加强与地方党建资源的对接，为基层党组织融入区域化大党建格

局发挥纽带作用。 

子项目十二：注税委员会《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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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在已建立的三家党建服务中心的基础上，以具

体活动、培训等为载体，通过指导、服务、监督和网络等功能，进一

步发挥党建指导员的作用，使得党建服务中心功能延伸，成为“党员

之家”。 

子项目十三：会展协会《会展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创新与思考》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结合会展行业会员人员流动性强，人员构成复

杂，素质参差不齐和会员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往往不是领导核心层，缺

少独立性和自主性，对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等行业协

会的自身特点和党建工作的现状，探索下一步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创

新与思考，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党建工作,创新党建理念，夯实党建

工作思想基础。 

子项目十四：两新服务中心《上海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信息库》 

项目的主要目标一是建立上海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先进典型信息

库；二是建立两新组织党建政策法规信息库；三是创办上海两新组织

党建活动信息摘编；四是开设上海两新组织党建热线电话。 

（二）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本项目资金来源是市级财政资金，项目预算资金 250.725 万元，

预算与决算情况如下： 

表 1：项目预算与决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元  

序 实施单位 市级财政预算 
市级财政预算

实际投入 

市级财政预

算执行率 
配套资金 

1 中共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 303,000.00 232,406.00 76.70% -- 

2 
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党

支部 
160,000.00 160,000.00 100.00% 7,022.50 

3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 200,000.00 170000.00 85.00% -- 

4 
中共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

会委员会 
300,000.00 300,000.00 100.00% 88,747.95 

5 中共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委 202,250.00 202,25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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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实施单位 市级财政预算 
市级财政预算

实际投入 

市级财政预

算执行率 
配套资金 

员会 

6 
中共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

协会支部委员会 
174,997.00 174,997.00 100.00% 11,263.00 

7 
中共上海市浙江商会委员

会 
50,040.00 50,040.00 100.00% -- 

8 上海市质量协会 50,000.00 50,000.00 100.00% -- 

9 
中共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

支部委员会 
169,900.00 169,900.00 100.00% 77,531.10 

10 
中共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

协会支部委员会 
308,100.00 308,100.00 100.00% -- 

11 
中共上海市注册会计师行

业委员会 
172,000.00 172,000.00 100.00% 387,400.00 

12 
中共上海市注册税务师行

业委员会 
60,000.00 60,000.00 100.00% 21.572.20 

13 
中共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

委员会 
50,000.00 50,000.00 100.00% -- 

14 
中共上海两新组织党建服

务中心支部委员会 
298,400.00 298,400.00 100.00% -- 

 合计 2,498,687.00 2,287,583.01 91.55% 571,964.55 

（三）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情况 

1.项目主管部门和具体实施部门职责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市社工委，由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处负责项目管

理，进行项目开发、申报、组织、监管、验收和考核评价。上述十四

家为项目实施单位，各部门职责如下： 

表 2：项目相关单位职责 

序 单位名称 
项目
定位 主要职责 

1 市社工委 
主管
部门 

按照规定，向上海市财政局申请预算，做好项目立
项申报、组织实施、转移支付和考核验收，组织开
展绩效目标评审、绩效跟踪和绩效评价工作，承担
项目的监管责任， 

2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处 
执行
部门 

按照政府采购规定委托招标、参与投标、议标活动，
签订项目委托合同，对合同执行进行跟踪管理，对
实施服务单位承担监管责任。 

3 
在沪企业商会、演艺者联合会、
民办教育协会、工经联、商联合、
房地产估价师协会、浙江商会、

实施
单位 

按照招投标文件和合同规定实施，及时提供项目预
算与决算、项目总结报告，承担项目的实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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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协会、社区体育协会、物业
行业协会、注会委员会、注税委
员会、会展协会、两新服务中心 

2.项目管理组织架构 

本项目由市社工委进行项目监管，社会组织党建处进行项目审

批，与项目实施单位签订《计划任务书》，组织考核验收、跟踪检查

等管理；实施单位指定项目负责人和联系人，认真完成项目的申请立

项、项目管理与总结、验收资料、项目经费管理等各环节的执行工作，

严格项目管理与财务管理，完成各项绩效指标、努力实现绩效目标。 

项目成立后，十四位项目负责人情况详见下表： 

表 3：项目负责人名单 

序 子项目名称 姓名 

1 在沪企业商会《推进异地在沪商会党的组织覆盖》 郭兆强 

2 演艺者联合会《做在主旋律上舞动的蒲公英》 顾志叶 

3 民办教育协会《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党建工作的调研与培训》 金兵 

4 工经联《加强行业协会党的建设》（自筹 100400，财政拨款 300000，合计 400400） 朱琦 

5 商联合《“三个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推进项目》 周伟珠 

6 房地产估价师协会《共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支部委员会》 李增 

7 浙江商会《精准服务、凝心聚力，打造红色“引力波”工程的实践与研究》 蔡卫杰 

8 质量协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标准化管理研究》 郭政 

9 社区体育协会《上海社会组织基层党支部建设研究》 黄春颖 

1

0 

物业行业协会《深入推进物业行业党建工作两覆盖，努力塑造物业企业社区治理

新形象》 
苗琳琳 

1

1 

注会委员会《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站》（财政拨款 17.2 万，自筹 35.2 万，合

计 52.4 万） 
章佳伟 

1

2 
注税委员会《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站》 臧文昭 

1

3 
会展协会《会展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创新与思考》 于莉 

1

4 
两新服务中心《“上海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信息库”推进》 彭丽君 

3.项目具体实施流程 

 

 

发出 

通知 

评标 

情况 

公开

招标 

立项

审批 
签订

合同 

审核

付款 

 

项目

实施 

总结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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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立项 

在 2017 年初，市社工委发布开展“2017 年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处

市级社会组织党建”项目，经市社工委确认申报、审核立项通过、予

以立项； 

（2）签订任务书 

2017 年 6 月 1 日，市社工委分别与实施单位在沪企业商会、演

艺者联合会、民办教育协会、工经联、商联合、房地产估价师协会、

浙江商会、质量协会、社区体育协会、物业行业协会、注会委员会、

注税委员会、会展协会、两新服务中心等十四家实施单位签订《项目

计划任务书》，包括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等。 

（3）审核付款 

由市社工委统一拨款。 

（4）总结考核 

实施单位项目结束后收集整理资料、撰写工作总结，由主管部门

检查、考核; 

（5）汇报审核 

社会组织党建处先后组织专家对本项目进行立项评审、跟踪评

审，实施单位汇报工作，委托中介机构对项目的实施进行绩效评价。 

（6）项目实施 

 本项目实施时期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7）总结评价 

本项目十二月底结束并编制工作总结;2018 年 2 月起开展项目

2017 年度绩效后评价。 

（四）评价依据及数据采集情况 

1.评价目的和依据 

（1）评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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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绩效评价是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

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

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结果为导向，对项目运行过程进行科

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发现决策和执行中的问题、

提出改进的方向，促使预算单位和实施单位及时改进预算管理、优化

资源配置。 

（2）评价依据 

本项目评价依据一是国家、本市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主

要有《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1〕285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沪府办发[2013]55 号“上

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财政局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意见

的通知”，上海市财政局沪财绩[2014]22 号“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

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

社会团体管理局联合颁发的沪财绩[2016]18 号《上海市政府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二是国家、本市各级政

府制定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方针政策；三是预算管理制度、

政府采购管理制度、资金及财务管理办法、财务会计资料；四是预算

部门（单位）的职能职责、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五是相

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六是预算批复、绩效目标、

专项转移支付、年度决算报表和报告及相关资料等。 

2.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对象 

本绩效评价的对象是各单位党建创新项目管理活动和预算资金

投入产出活动的实施情况。 

（2）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是 2017 年本项目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项目管理和目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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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完成情况：一是绩效目标战略规划、工作发展的适应性；二是财

政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状况，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其收益管

理情况；三是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投资、项目实施、成本控制、

财务监理、合同管理、质量控制情况等,跟踪评价的建议的整改情况；

四是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采取的保障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跟踪评价的建议的整改情况；五是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产出、

效果和影响力等。 

3.绩效评价内容 

（1）评价绩效目标：包括绩效目标与战略规划、事业发展的适

应性，绩效目标与单位党建工作需求的合理性； 

（2）评价资金使用：包括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状况，

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其收益管理情况； 

（3）评价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情况包括政府采购、合同管理、

项目投资、项目实施、成本控制、财务监管、业务统计、信息反馈、

质量控制情况等； 

（4）评价保障措施：包括为加强项目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所制

定的相关制度、采取的保障措施及其执行情况等； 

（5）评价目标实现：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预计产出、效果、

受益人满意度和相关单位满意度和影响力等。 

4.评价时段的确定 

本项目自 2018 年 2 月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 

（1）准备阶段 

项目告知：2018 年 2 月市社工委在大沽路 100 号 602 室组织了

2017 年度财政项目支出实施绩效评价工作会议。 

开进点会：2018 年 2 月，市社工委组织了 2017 年度绩效评价

工作进点会，市社工委各相关处室、实施单位和中介机构的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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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议，明确工作要求、建立联系渠道、要求提供资料； 

初步调查：2 月 26 日-3 月 15 日，评价小组对市社工委相关处

室、实施单位开展就地初步调查，了解项目情况、收集相关资料、现

场踏勘取证、进行座谈交流； 

撰写方案：3 月 1 日-3 月 25 日，撰写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

案》，3 月 20 日前《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初稿）》与被评价方完成充

分沟通，3 月 25 日前提交市社工委。 

（2）实施阶段 

3 月 25 日-5 月 15 日，实施项目绩效评价，开展访谈、座谈，

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编写评价工作底稿、综合各类评价信息、确

定评价结果。 

（3）报告阶段 

5 月 10 日-6 月 25 日，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5

月 31 日前将《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与被评价方完成充分沟

通，《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于 6 月 20 日前报送市社工委，

评审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递交修订稿。 

5.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是依据细化量化的绩效目标而形成的衡量绩效目

标实现程度的考核工具。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指标框架、指标权重

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就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等方面全面设

计。指标设置考虑其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充分体现和真实

反映评价项目的绩效状况和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评价的政策需

要。 

（1）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 

本项目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是按照上海市财政局沪财绩

[2014]22 号“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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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联合颁发的沪财

绩[2016]18 号《上海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针对项目经费收支活动具体

内容，按照定性指标可衡量、定量指标应量化的要求，依据本项目特

点和评价工作需要，对评价指标逐级分解和细化。遵照相关性原则、

重要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的要求；绩效评

价指标标准的选用坚持客观公正、规范有效，采用计划标准、行业标

准和历史标准；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

本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 

在投入管理方面重点关注项目预算实际执行的情况、资金使用情

况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情况等方面；在项目过程管理方面重点关注实

施单位内控体系建设、管理制度保障和资金使用规范等方面；项目产

出方面重点关注活动的质量、数量、时效和成本；在项目效果方面重

点关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社会评价方面重点关注受

益人满意度和相关单位满意度等情况。评价工作要关注管理决策措施

等方面情况。 

项目绩效评价体系详见附件一。 

 

 

二、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果 

1.评价结论 

本项目基本实现了绩效目标，主管部门强化项目管理监管，实施

单位加大项目管理力度，根据项目计划任务的相关要求，实施单位结

合党建工作实际，建立相关党建工作制度，指导行业开展党建工作，

进一步扩大了党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完善了党的组织和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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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据库，构建了党建信息发布平台和相关机制，有效地整合了各

子项目的党建资源，积极开展共建联建活动，完成项目计划任务的数

量、质量和时效较好、项目效果明显，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进入新

时代，充分反映了实施单位对党建工作的支持。本项目评分 87.22 分，

综合评价等级为良。 

2.评价分值 

（1）“A 项目决策”类指标 

“A 项目决策”类指标是共性通用定性类指标，分值权重 10%，中

介评分 9.4%，其中：“A1 项目立项”分值权重为 6%，中介评分 6%；

“A2 项目目标”分值权重为 4%，中介评分 3.4%。有的子项目绩效目

标未细分、应用效果尚不足；产出指标的目标值较明确，效果指标尚

有不足，四级指标详见下表： 

表 4：“A 项目决策”类指标绩效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A1 项目立

项（6%） 

A11 项目目标的

适应性(1.5% 

A111 项目目标支持度 
定性 

指标 

0.50  0.50  

A112 发展政策符合度 0.50  0.50  

A113 购买需求合理性 0.50  0.50  

A12 立项依据充

分性(1.5%) 

A121 立项合规性 定性 

指标 

0.80  0.80  

A122 委托相关性 0.70  0.70  

A13 项目立项规

范性(1.5%) 

A131 立项程序合规性 
定性 

指标 

0.50  0.50  

A132 立项文件完整性 0.50  0.50  

A133 项目决策合理性 0.50  0.50  

A14 公共财政的

符合性(1.5%) 

A141 项目服务公益性 定性 

指标 

0.80  0.80  

A142 政府购买符合性 0.70  0.70  

A1 项目立项小计   6.00  6.00 

A2 项目目

标（4%） 

A21 绩效目标合

理性(2%) 

A211 目标依据充分性 

定性 

指标 

0.50  0.50  

A212 绩效目标切实性 0.50  0.40  

A213 绩效目标合理性 0.50  0.40  

A214 投入产出相关性 0.50  0.50  

A22 绩效指标明A221 绩效目标细分化 定性 0.50  0.40  



 18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确性(2%) A222 目标指标明确性 指标 0.50  0.40  

A223 目标与当年计划的一致性 0.50  0.40  

A224 目标与预算的一致性 0.50  0.40  

A2 项目目标小计   4.00  3.40  

 
A 项目决策类合

计 
  10.00  9.40  

（2）“B1 投入管理”类指标 

“B1 投入管理”类指标是共性通用定量指标，分值权重为 2%，中

介评分 1.86%，四级指标详见下表： 

表 5：“B1 投入管理”类指标绩效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B1 投入管

理（2%） 

B11 预算执行

率(2%) 

B111 预算单位预算执行率 100% 1.00  1.00  

B112 实施单位预算执行率 100% 1.00  0.86  

B1 投入管理小计 2.00  1.86  

（3）“B2 财务管理”类指标 

“B2 财务管理”类指标是共性通用定性指标，分值权重 8%，中介

评分 6.1%。财务监控机制有执行、稽核、财务主管职责明确、监控

基本有效；监控措施基本到位；财务制度基本执行。本项目的财务监

控基本有效。四级指标详见下表： 

表 6：“B2 财务管理”类指标绩效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B2 财务管

理(8%) 

B21 资金使用

的合规性（2%） 

B211 资金使用范围合规性 

定性 

指标 

0.50  0.50  

B212 资金拨付程序合规性 0.50  0.50  

B213 资金支出相关性 0.50  0.50  

B214 重大支出程序合规性 0.50  0.50  

B215 财政资金使用合理性 0.50  0.50  

B22 财务(资产)

管 理 制度 健全

性(1.5%) 

B221 财务制度的完善度 
定性 

指标 

1.00  0.50  

B222 内控制度的可控性 1.00  0.50  

B223 内控报告的完整性 1.00  0.50  

B23 财务监控 B231 财务监控机制的有效性 定性 0.5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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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有效性(1.5%) B232 监控措施的执行到位 指标 0.50  0.30  

B233 财务制度的执行度 0.50  0.50  

B234 项目决算的真实性 0.50  0.50  

B235 预算控制的执行度 0.50  0.40  

B2 财务管理小计 8.00  6.10  

（4）“B3 项目实施（购买主体）”类指标 

“B3 项目实施（购买主体）”类指标是共性通用定性指标，分值权

重 8%，中介评分 6.95%。项目管理程序合规、经费支出程序合规，

人财物基本保障，未发现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项目资料归档的及时

性与完整度尚有不足，风险管控的安全管理机制需要健全。四级指标

详见下表： 

表 7：“B3 项目实施（购买主体）”指标绩效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B3 项目实

施（购买主

体） 

(8%) 

B31 项目管理

制度的健全性

(1%) 

B311 项目管理办法的完善度 

定性 

指标 

0.25  0.20  

B312 项目管理办法的合理性 0.25  0.20  

B313 项目责任制度的明晰性 0.25  0.20  

B314 项目档案管理的有效性 0.25  0.20  

B32 项目管理

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1.5%） 

B321 项目管理程序的合规性 

定性 

指标 

0.25  0.20  

B322 项目调整程序的合规性 0.25  0.20  

B323 项目资料归档的及时性 0.25  0.20  

B324 项目人财物的保障度 0.25  0.25  

B325 工作质量标准的执行度 0.25  0.25  

B326 项目总结验收的合规性 0.25  0.25  

B33 服务项目

采购的规范性

(2%) 

B331 项目采购程序的合规性 

定性 

指标 

1.00  1.00  

B332 项目委托金额的合理性 0.50  0.50  

B333 采购合同签订的合规合理

性 
0.50  0.50  

B34 预算单位

服务合同的管

理和执行(2%) 

B341 合同格式要素的合规性 

定性 

指标 

0.50  0.50  

B342 投入产出要求的明晰性 0.50  0.50  

B343 合同执行检查的跟踪度 0.50  0.50  

B344 合同履行的执行度 0.50  0.30  



 20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B35 监督机制

的有效性

(1.5%) 

B351 项目监督机制的有效性 

定性 

指标 

0.40  0.40  

B352 财经纪律的执行度 0.40  0.40  

B353 项目问责机制的完善度 0.30  0.00  

B354 项目风险的管控度 0.40  0.20  

B3 项目实施（购买主体）小计 8.00 6.95  

 

（5）“B4 项目实施（社会组织）”类指标 

“B4 项目实施（社会组织）”类指标是共性通用定性指标，分值权

重 12%，中介评分 10.5%。有的项目资料保管与档案管理不足，项

目管理办法的完善度、制度的实用性、合理性需进一步提高。四级指

标详见下表：四级指标详见下表： 

表 8：“B4 项目实施（社会组织）”类指标绩效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B4 项目实

施（实施单

位） 

(12%) 

B41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1.5%） 

B411 业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定性 

指标 

0.50  0.40  

B412 业务管理制度合理性 0.50  0.40  

B413 业务资料档案规定明确性 0.50  0.40  

B42 项目管理制

度执行的有效性

(1.5%) 

B421 项目管理规定的执行度 

定性 

指标 

0.40  0.30  

B422 人员设施信息的保障度 0.40  0.30  

B423 项目质量标准的达标度 0.40  0.30  

B424 项目管控措施落实程度 0.30  0.20  

B43 实施单位服

务合同的执行和

管理(2.5%) 

B431 合同执行率 
定性 

指标 

1.00  1.00  

B432 合同跟踪检查情况 1.00  0.80  

B433 违约情况 0.50  0.50  

B44 监督机制的

有效性(1.5%) 

B441 项目监督机制完善度 

定性 

指标 

0.40  0.30  

B442 项目违反廉政问题 0.40  0.40  

B443 项目问责机制 0.30  0.00  

B444 项目安全措施 0.40  0.40  

B45 服务资源配

置的合理性(2%) 

B451 项目人员结构合理性 定性 

指标 

1.00  1.00  

B452 项目设施设备配置合理性 1.00  1.00  

B46 服务项目的

组织和管理(3%) 

B461 项目组织管理机制完善度 定性 

指标 

0.50  0.50  

B462 项目方案合理性 0.5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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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B463 项目流程有效性 0.50  0.50  

B464 项目流程透明度 0.50  0.50  

B465 项目信息资料提供完整及

时 
0.50  0.40  

B466 项目项目的跟踪检查情况 0.50  0.50  

B47 违法、违规

行为(-12) 

B471 审计发现重大违法违纪行为 没有发现重大违

法违纪行为，不扣

分 

B472 监察发现重大违法违纪行为 

B473 巡视发现重大违法违纪行为 

B4 项目实施（实施单位）小计 12.00  10.50 

（6）“C1 项目产出”类指标 

“C1 项目产出”类指标是个性定量指标，分值权重 25%，中介评

分 23.70%。项目中期评审质量较好，各个子项目应根据各自评审需

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工作。四级指标详见下表： 

表 9：“C1 项目产出”指标绩效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C1 项目产

出（25%） 

C11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10%） 

C111 项目范围计划完成率 

定量 

指标 

2.50  2.50  

C112 项目内容计划完成率 2.50  2.50  

C113 项目成果计划完成率 2.50  2.50  

C114 成果应用计划完成率 2.50  2.50  

C12 项目研究完

成及时率（产出

时效）（7%） 

C121 项目大纲（方案）及时率 

定量 

指标 

1.00  1.00  

C122 阶段成果及时率 2.00  2.00  

C123 项目报告及时率 2.00  2.00  

C124 成果应用及时率 2.00  2.00  

C13 质量评价达

标率（产出质量）

（8%） 

C131 专家评审达标率 
定量 

指标 

2.50  2.50  

C132 成果质量达标率 2.50  2.20  

C133 成果应用达标率 3.00  2.00  

C1 项目产出小计 25.00  23.70 

（7）“C2 项目效益”类指标 

“C2 项目效益”类指标是个性定性、定量指标，分值权重 35%，

中介评分 28.71%。项目成果的社会效益较好,但是项目成果还有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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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推广，影响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四级指标详见下表： 

表 10：“C2 项目效益”指标绩效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目标值 分值 中介评分 

C2 项目效

益（35%） 

C21 项目成果

的社会效益

（12%） 

C211 社会治理影响度 

定性 

指标 

3.00  2.50  

C212 标准工作影响度 3.00  2.50  

C213 经济建设影响度 3.00  2.50  

C214 社会发展影响度 3.00  2.50  

C22 项目成果

创新（8%） 

C221 成果内容创新度 

定性 

指标 

2.00  1.60 

C222 成果理念创新度 2.00  2.00 

C223 成果方法创新度 2.00  1.60 

C224 成果应用创新度 2.00  2.00 

C23 项目影响

力（8%） 

C231 项目成果应用影响力 

定性 

指标 

2.00  2.00 

C232 项目成果推广影响力 2.00  1.50 

C233 项目成果获奖表彰情况 2.00  0.00 

C234 项目成果新闻媒体宣传情

况 
2.00  1.50 

C24 相关方满

意度（7%） 

C241 受益者满意度 定量指

标 

4.00  3.70 

C242 相关单位及人员满意度 3.00  2.81 

C2 项目效益小计 35.00  28.71 

（二）主要绩效及分析 

本项目基本完成绩效目标，C1 项目产出指标评分为 23.70 分，评

分比为 94.80%；C2 项目效益指标评分为 28.90 分，评分比为

82.57%；项目产出与效益的绩效目标评分为 52.60 分，评分比

87.67%。 

项目的范围、内容、成果完成预定计划，项目申报、项目任务书

和执行情况总结基本及时，项目组织开展了立项申报、中期评审和项

目结情况总结，中期评审质量较好、项目成果质量较好；项目对于本

市党建建设提供很大的社会效益，项目成果的理念、内容与方法具有

一定的创新，受益者与相关单位（人员）的满意度分别为 92.59%、

94.06%。项目的成果应用与成果宣传推广可以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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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实施单位项目管理制度不完善 

部分项目的计划管理、跟踪检查、资料保管、档案管理和问责制

等方面的规定不完善，项目实施过程痕迹不明显，无法保障项目圆满

实现绩效目标，落实项目管理责任，规避项目风险。 

2.个别子项目预算执行力尚不足 

实施单位项目决算实际使用金额 2,287,583.01 元，预算执行率

为 91.55%，财政资金结余 211,103.99 元；在预算编制、执行方面项

目投入管控能力不足。 

3.项目资料搜集、整理归档不足 

有的子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没有及时、完整地搜集各类项目资

料，项目计划、组织活动、召开会议、开展培训、项目调研等工作痕

迹不充分，主要工作方案评审、检查考核和工作总结资料不完整，难

以充分反映项目绩效成果。 

（二）改进措施和建议 

按照上海市财政局沪财绩[2014]22 号“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

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第 19 条、第 36 条及附件“《财政项目支出

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填报说明”和“《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申报表（工作程序和制度保障）》填报说明”要求，上海市财政局、上

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联合颁发的沪财绩[2016]18 号

《上海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统

一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规定，我们

提出如下建议： 

1.进一步健全项目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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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项目实际情况健全《项目管理办法》明确项目管理目标与风

险、内部职责分工与授权，健全、完善业务流程管理和资金使用规定，

使《项目管理办法》更切合项目实际操作情况，进而更好的管理和运

行，提高项目实施的效率、保障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 

2.进一步加强项目预算管理 

建议实施单位加强预算管理力度，提高项目预算执行率。采取积

极措施按照项目进行必要投入，项目预算调整应及时与相关处室进行

沟通，对项目财政资金使用调整部分应做出说明，对财政资金项目的

结余要按照财政部门规定进行处理。 

3.进一步强化项目档案管理 

建议实施单位制定、完善项目档案管理办法，确定项目资料档案目录，

指定专人及时、全面的收集各类项目资料，项目调研计划大纲、方案

审批和项目总结资料要完整保管，会议纪要、论坛交流材料、外单位

参观、交流登记台账、党建活动中心活动台账记录等资料要记录完整、

妥善保管，全面保留项目实施全过程的工作痕迹，以充分反映项目绩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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