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2019年市级部门预算

预算主管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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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主要职能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和中央、市委要求，领导全市共青团工作，保持和增强共青团的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在市青联中发挥核心作用，指导市学联工作，受党的委托领导本市少先队工作；依法依规对市级青年社团和青少年
教育、活动、服务阵地等进行归口管理或业务指导。
    2.教育和引导本市团员青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努
力为党输送新鲜血液，为国家培养青年建设人才。
    3.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维护和发展各族各界青年的团结友爱，推动本市青少年对外交流和合作，加强同港澳台青年同胞和海外青年侨
胞的团结，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世界和平。
    4.坚持党建带团建，把党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团的建设之中，提高团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巩固团建工作基础，扩大团的组织覆盖，加强
对相关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引导，完善纵横交织的青年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5.适应本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需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和工作，充分发挥青年的生力军和
突击队作用。
    6.关心青少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围绕青少年所急、党政所需、共青团所能，切实服务青少年； 积极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有效预
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7.加强网上共青团建设，综合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实现对青少年的有效服务、联系和凝聚，加强对青少年的网上宣传教育，开展网络文
明志愿行动，弘扬网上主旋律。
    8.调查研究本市青少年生存发展和青少年工作状况，参与本市青少年和青少年事业相关法规、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向党和政府
反映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9.加强全市团干部队伍建设，推动选好配强各级团的领导班子；落实从严治团，强化团员和团干部教育管理，严格团干部考核监督。
    10.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机构设置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部门预算是包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本部以及下属6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部
门中，行政单位2家，事业单位5家,具体包括：
　　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2.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3.上海市少年儿童研究中心
　　4.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
　　5.上海市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6.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
　　7.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市青年发展服务中心）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
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
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
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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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



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19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预算支出总额为24,17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0,501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20,501万元。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目13,144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共青团服务工作、网上共青团等项目支出。

    2. “教育支出”科目4,121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青年研究工作、全国团干部、公益创业培训等项目支出
。

    3. “科学技术支出”科目231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少先队理论研究、课题研究工作等项目支出。

    4.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科目1,000万元，主要用于团市委下属青年报改革专项工作经费支出。

    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982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费等支出。

    6. “卫生健康支出”科目366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

    7.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657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支出。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05,008,41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5,932,56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05,008,411 二、教育支出 48,177,315

2. 政府性基金 三、科学技术支出 2,368,284

二、事业收入 21,785,877 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0,000,0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09,728

四、其他收入 14,952,239 六、卫生健康支出 4,771,272

七、住房保障支出 7,387,368

收入总计 241,746,527 支出总计 241,746,527

2019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5,932,560 131,444,231 12,738,329 11,750,000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
务

10,272,539 10,272,539

201 03 01 行政运行 4,016,722 4,016,722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255,817 6,255,817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31,103,561 106,615,232 12,738,329 11,750,000

201 29 01 行政运行 17,166,957 17,166,957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1,429,289 59,679,289 11,750,000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42,507,315 29,768,986 12,738,329

201 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556,460 14,556,460

201 99 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556,460 14,556,460

205 教育支出 48,177,315 41,214,632 4,750,000 2,212,683

205 02 普通教育 48,177,315 41,214,632 4,750,000 2,212,683

205 02 05 高等教育 48,177,315 41,214,632 4,750,000 2,212,683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368,284 2,307,876 60,408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2019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项目 收入预算

其他收入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项目 收入预算

其他收入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206 06 社会科学 2,368,284 2,307,876 60,408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1,865,384 1,804,976 60,408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502,900 502,9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207 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207 99 02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09,728 9,821,008 2,704,092 584,628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3,019,728 9,731,008 2,704,092 584,628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160 2,1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3,840 103,8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支出

9,191,616 6,842,544 1,931,484 417,588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675,312 2,735,664 772,608 167,04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46,800 46,8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90,000 90,000

208 11 05 残疾人就业和扶贫 90,000 9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771,272 3,655,440 917,472 198,36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735,272 3,619,440 917,472 198,3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47,700 1,247,700



类 款 项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项目 收入预算

其他收入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487,572 2,371,740 917,472 198,36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6,000 36,000

210 99 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6,000 36,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387,368 6,565,224 675,984 146,16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387,368 6,565,224 675,984 146,16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274,568 3,452,424 675,984 146,16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112,800 3,112,800

241,746,527 205,008,411 21,785,877 14,952,239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5,932,560 50,747,779 105,184,781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0,272,539 4,016,722 6,255,817

201 03 01 行政运行 4,016,722 4,016,722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255,817 6,255,817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31,103,561 46,731,057 84,372,504

201 29 01 行政运行 17,166,957 17,166,957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1,429,289 71,429,289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42,507,315 29,564,100 12,943,215

201 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556,460 14,556,460

201 99 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556,460 14,556,460

205 教育支出 48,177,315 24,967,713 23,209,602

205 02 普通教育 48,177,315 24,967,713 23,209,602

205 02 05 高等教育 48,177,315 24,967,713 23,209,602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368,284 1,865,384 502,900

2019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项目 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206 06 社会科学 2,368,284 1,865,384 502,900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1,865,384 1,865,384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502,900 502,9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207 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207 99 02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09,728 12,972,928 136,8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3,019,728 12,972,928 46,800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160 2,1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3,840 103,8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191,616 9,191,616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675,312 3,675,312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46,800 46,8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90,000 90,000

208 11 05 残疾人就业和扶贫 90,000 9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771,272 4,735,272 36,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735,272 4,735,272



类 款 项

项目 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47,700 1,247,7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487,572 3,487,57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6,000 36,000

210 99 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6,000 36,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387,368 7,387,36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387,368 7,387,36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274,568 4,274,56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112,800 3,112,800

241,746,527 102,676,444 139,070,083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05,008,41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1,444,231 131,444,231

二、 政府性基金 二、教育支出 41,214,632 41,214,632

三、科学技术支出 2,307,876 2,307,876

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821,008 9,821,008

六、卫生健康支出 3,655,440 3,655,440

七、住房保障支出 6,565,224 6,565,224

收入总计 205,008,411 支出总计 205,008,411 205,008,411

2019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1,444,231 38,009,450 93,434,781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0,272,539 4,016,722 6,255,817

201 03 01 行政运行 4,016,722 4,016,722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255,817 6,255,817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06,615,232 33,992,728 72,622,504

201 29 01 行政运行 17,166,957 17,166,957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9,679,289 59,679,289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29,768,986 16,825,771 12,943,215

201 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556,460 14,556,460

201 99 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556,460 14,556,460

205 教育支出 41,214,632 22,838,049 18,376,583

205 02 普通教育 41,214,632 22,838,049 18,376,583

205 02 05 高等教育 41,214,632 22,838,049 18,376,583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307,876 1,804,976 502,900

206 06 社会科学 2,307,876 1,804,976 502,900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19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1,804,976 1,804,976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502,900 502,9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207 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207 99 02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821,008 9,684,208 136,8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9,731,008 9,684,208 46,800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160 2,1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3,840 103,8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842,544 6,842,54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735,664 2,735,664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46,800 46,8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90,000 90,000

208 11 05 残疾人就业和扶贫 90,000 9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655,440 3,619,440 36,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619,440 3,619,44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47,700 1,247,7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371,740 2,371,74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6,000 36,000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 99 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6,000 36,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565,224 6,565,224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6,565,224 6,565,22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452,424 3,452,424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112,800 3,112,800

205,008,411 82,521,347 122,487,064 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9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9,687,030 59,687,030

301 01 基本工资 9,868,584 9,868,584

301 02 津贴补贴 13,883,456 13,883,456

301 03 奖金 261,222 261,222

301 07 绩效工资 17,284,632 17,284,632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6,842,544 6,842,544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2,735,664 2,735,664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249,732 3,249,732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69,708 369,708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615,684 615,684

301 13 住房公积金 3,452,424 3,452,424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123,380 1,123,38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920,437 21,920,437

302 01 办公费 1,395,990 1,395,990

2019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项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项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02 印刷费 152,000 152,000

302 03 咨询费 30,000 30,000

302 04 手续费 10,400 10,400

302 05 水费 265,000 265,000

302 06 电费 2,380,000 2,380,000

302 07 邮电费 664,000 664,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7,573,143 7,573,143

302 11 差旅费 487,000 487,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646,832 646,832

302 13 维修（护）费 1,588,000 1,588,000

302 14 租赁费 48,479 48,479

302 15 会议费 118,420 118,420

302 16 培训费 291,000 291,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754,130 754,130

302 25 专用燃料费 150,000 150,000

302 26 劳务费 132,500 132,5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400,500 400,500

302 28 工会经费 940,171 940,171



类 款

项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29 福利费 1,356,480 1,356,48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2,654 402,654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833,400 833,4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300,338 1,300,338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6,000 106,000

303 01 离休费 103,840 103,840

303 02 退休费 2,160 2,160

310 资本性支出 807,880 807,88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802,600 802,6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5,280 5,280

82,521,347 59,793,030 22,728,317 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259.21 64.68 136.26 58.27 18.00 40.27 757.15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19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59.21万元，比2018年预算减少7.40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64.68万元，与2018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8.27万元，比2018年预算减少6.4万元，主要原因是下属单位减少1辆公务用车并节约车辆运行费。
   （三）公务接待费136.26万元，比2018年预算减少1万元，主要原因是接待计划减少。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19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部门）下属2家机关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757.15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9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4286.6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96.65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881.06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2208.95万元。2019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2159.30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
为515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7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19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46个，
涉及项目预算资金12164万元。



网上共青团运营推广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提升共青团组织对青年群体的有效覆盖，从而将青年更好的凝聚到党的周围，上海共青团大力探索“网上共青团”项目建
设，通过项目化的运营，提高共青团服务内容的吸引力，并不断扩大服务品牌影响力，使青年能够在网上找到团的组织、参加团的活动，
解决实际问题，做好青春上海各服务平台的宣传、推广工作。同时，为保障青年数据的安全性，持续加强对平台的日常安全检测及安全加
固。此外，基于平台运行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挖掘和研判，为科学化提升项目运营成效提供数据参考。
    “网上共青团”项目是在群团改革背景下确立的重点项目，力求通过全面拥抱互联网，把互联网的组织、引导和服务方式真正转化为
共青团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方式，作为打破共青团传统工作模式的创新探索，必然需要依靠专业的项目团队，并以“互联网+”思维和手
段，实现对青年的服务覆盖，落实改革目标。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上海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及《上海市总工会改革实施方案》、《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改革实施方案》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委办发〔2015〕43号）：要着力打造网上群团。依托群团组织网站、微博、微信、APP
客户端等新媒体工作平台，设立具有宣传教育、素质提升、服务维护、工作评价等功能的工作板块，把群团服务功能和服务项目有机加载
到网络平台上。探索通过网络渠道线上线下维权服务联动机制。
    2.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关于印发《关于群团组织开展网上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
经信推〔2015〕778 号）：2016年全面开展网上群团建设，2016年底，基本建立网上群团工作模式。深化完善网上共青团建设，加强“青
春上海”网上活动和宣传阵地建设，与“青年中心”、“梦创空间”、“青年创业学院”等实体“门店”共同打造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共
青团工作新模式。
    3.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同志在市委群团改革工作推进会上指出，群团组织要坚持做好网上群团工作，进一步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
    4.时任市委副书记应勇同志在调研群团改革推进情况时指出，网上群团建立后，要研究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真正使群众能在网上找到
组织、参加活动、解决问题。
    5.共青团上海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坚定不移 “往网上去”是未来五年上海共青团的核心目标，要依托网上共青团项目建设
大力推进新时代上海共青团建设工程，努力当好推进改革的 “突击队”、团结奋进的 “引路人”、服务青年发展的 “店小二”。"



    三、实施主体

    为更好落实群团改革目标，上海共青团于2016年初成立“网上共青团”项目组，全面负责网上共青团建设各项任务，力求以互联网思
维改革共青团组织的工作方式和服务模式，实现共青团工作、资源和活动线上线下互动融合，进一步密切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沟通交流，
提高团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效能，打造“触手可及”的上海共青团。
    项目组下设“青春上海”运营团队，通过运营好智能化、移动化的共青团服务平台，加强各级团组织之间的沟通协调，促进资源流动
共享，为团员青年持续提供优质的“团”字号服务产品。同时，通过开展数据挖掘等工作，更好地掌握青年诉求，服务青年发展，不断提
升团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实施方案

    1.产品研发：包括开展贯穿全年的合作伙伴系列活动及亲子公益系列活动，策划实施10场左右全市性大型活动的配套项目。
    2.活动组织及青年大数据分析：包括4个左右年度新活动项目的组织以及延续性的4个即有活动项目的开展、与上马等外部合作型项目
的组织及推广，青年行为数据研究、网上阵地建设研究以及共青团工作相关研究等。
    3.技术维护：包括应用系统日常维护、功能调优、数据库管理以及系统管理与优化等。
    4.客户服务：包括对外客服中心服务、平台短信通讯服务、积分商城运营以及支付功能财务管理等。
    5.客户推广：包括活动及福利的上架及维护、优质服务资源的引入等。
    6.平台安全服务：包括每季度1次以及重要时间节点的安全扫描及加固。
    7.社会营销：包括微信微博大V及知名社区垂直频道宣传、H5互动宣传、户外屏、灯箱及公交等渠道宣传，共青团新媒体及活动评选
、社区服务系列活动、特殊时间节点推广活动等。
    8.文化产品制作：包括日常福利采购、衍生品制作以及其他文化产品设计开发等。"

    五、实施周期

    2019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1.各平台的推广费用及数据分析费，共计445万元，使用内容主要为平台运营推广以及大数据分析等。
    2.网络安全测试及加固费，共计25.2万元，使用内容主要为重大时间节点以及每季度一次的安全检测及安全加固等。"



    七、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1）实现平台的不断迭代升级，丰富服务平台的功能建设，实现内容的分类推送、活动报名参与的便捷提升以及福利享受的一键到
达。
    （2）实施“客户经理”模式，全面布局整合体制内外资源，项目团队秉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有效服务用户的理念，真正做到和
资源客户以及目标用户的无缝对接。
    （3）聚焦重点领域，依托权威平台，吸引权威客户的入驻，实现和客户之间的战略合作，建立客户与青春上海的排他合作。
    （4）构建传输渠道，强化社群覆盖，做实资源推广。通过各级团组织微信群的矩阵建设，及时推送各种活动、服务和福利资源。充
分发挥资源的多窗口快捷传递，并不断拓展粉丝群的数量，形成线上推广的强大辐射效应。
    （5）提升客服服务，改善用户体验，通过客服专员，贯通活动的上下游，解决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加强和主办方的沟通，加快内容
审核速度，提升活动发布的效率，提升用户体验。
    （6）实现平台安全运行，强化日常的安全检测和加固工作。
    2、年度绩效目标：
    服务覆盖青年150万人次，通过加强产品设计和对外合作，进一步提升共青团服务青年水平和网上共青团各平台的知晓度，逐步扩大
上海共青团对青年的覆盖面，并通过强化数据分析和研判，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



项目名称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网络安全检查完成率

计划活动策划完成率

机构引入完成率

全年活动福利数达标情况

活动年度参与人次达标情况

时效目标 网络安全检查报告出具及时性

网上共青团运行故障发生率

网上共青团全年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数

信息共享 数据互通及共享有效性

长效管理措施健全性

长效管理措施执行有效性

青春上海平台使用人员满意度

管理人员满意度
满意度目标

≥85%

经济效益目标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

(2019年 )

网上共青团运营推广项目经费

1.实现平台的不断迭代升级，丰富服务平台的功能建设，实现内容的分类推送、活动报名参与的便捷
提升以及福利享受的一键到达。
2.实施“客户经理”模式，全面布局整合体制内外资源，项目团队秉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有效服
务用户的理念，真正做到和资源客户以及目标用户的无缝对接。
3.聚焦重点领域，依托权威平台，吸引权威客户的入驻，实现和客户之间的战略合作，建立客户与青
春上海的排他合作。
4.构建传输渠道，强化社群覆盖，做实资源推广。通过各级团组织微信群的矩阵建设，及时推送各种
活动、服务和福利资源。充分发挥资源的多窗口快捷传递，并不断拓展粉丝群的数量，形成线上推广
的强大辐射效应。
5.提升客服服务，改善用户体验，通过客服专员，贯通活动的上下游，解决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加强
和主办方的沟通，加快内容审核速度，提升活动发布的效率，提升用户体验。
6.实现平台安全运行，强化日常的安全检测和加固工作。

服务覆盖青年150万人次，通过加强产品设计和对外合作，进一步提升共青团服务青年水平和网上共青
团各平台的知晓度，逐步扩大上海共青团对青年的覆盖面，并通过强化数据分析和研判，提高工作科
学化水平。

分解目标

数量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目标

100%

100%

100%

质量目标
1200场

10万

可持续目标
健全

有效
影响力目标

≥85%

及时

效果目标

≤2%

0次

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