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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及绩效目标 

1、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 

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做好新形势下党史工作，对运用党的

历史经验和总结党的新鲜经验、提高党治国理政水平，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

先进性；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广大党员特别是领

导干部素质和能力；对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认真总结党的历史，更好地发挥党

的鉴今、资政作用，是新形势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迫切需

要。2010 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党史工作的意见》（〔2010〕10号），提出“要抓紧党史资料征编，妥

善保存党的历史财富。要积极开展党史资料征集、保护、编纂工作，

抓紧征集领导干部及社会人士个人留存的党史资料……按照有关规

定做好收藏和出版工作。”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党的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

聚集到上海。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

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29 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

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

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30 年３月２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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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

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

成立。10 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

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

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

动。 

2007 年开始，研究一处将“上海左翼文化研究”系列作为重要

内容纳入长期规划，并作为党史一卷正本修订的重要基础性研究，每

年启动或完成 2-3项子课题及书稿。2017年底启动“语联”、“记联”

以及“教联”3项课题。由研究一处协同科研处等，在本市范围内选

择在左翼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符合我室研究路径的研究

机构和团队，按照本室课题管理办法，填报《课题申请表》，经 2017

年 10月 23日室科研管理小组暨学术委员会集体讨论投票评审，确定

予以立项委托。 

本项目的是通过启动研究课题，寻找合适的研究团队，根据相关

规定及协议，完成课题的研究，挖掘早期中国共产党左翼团体的工作

经验，填补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研究的空白，进一步充实上海党史研究

成果，为当代新闻宣传、教育工作等提供历史借鉴，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服务。 

2、绩效目标 

（1）总目标 

党史研究室通过实施本项目，挖掘和整理左翼文化运动的相关史

料，填补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研究的空白，为当代新闻宣传、教育工作

等提供历史借鉴；也进一步充实上海党史研究成果，丰富本单位党史

出版资源。 

（2）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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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出目标 

三个课题形成较为成熟的课题框架、收集资料、形成初稿（各二

三十万字资料文稿）。 

2）效果目标 

填补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研究的空白，并有一定理论创新，为书稿

成稿及出版积累资料打下基础。 

（二）预算资金规模、来源及使用情况 

本项目为一次性项目，2018 年预算为 60,000.00 元，资金由市

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语联”、“记联”以及“教联”各 20,000.00元，

预算支出内容为图书资料的购置、打印，以及调研交通费等。 

本项目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44,000.00 元，其中

“记联”支出 22,000.00 元，“教联”支出 22,000.00 元，预算资金

执行率 73.33%。 

（三）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情况 

本项目有效的执行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关于课题管理的

规定（试行）》，严格执行了课题申报、日常课题跟踪、财务报账符合、

结题审核等各项工作程序，合理保证了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时效性，但

预算编制准确性以及资金使用合规性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四）评价依据及数据采集情况 

1、评价依据 

（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秘书处 2016年颁发的《中共上海

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规程》；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关于本项目的绩效目标申报表、

工作总结、编写方案等； 

（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关于课题管理的规定（试行）》； 

（4）“记联”课题申请表、结项表； 

（5）“教联”课题申请表、结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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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语联”课题申请表、大纲； 

（7）相关会议记录。 

2、数据采集情况 

根据简易绩效评价的需要，财务部门提供了财务管理制度、资金

支出明细账以及资金支付凭证。业务部门提供了相应的项目基本情

况、立项依据、整套的项目管理制度、协议以及课题相关资料等。 

二、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果 

针对项目实施及结果情况，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规则，

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经过全面绩效分析和各个指标逐项打分，对项

目的财政支出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最终确认本项目绩效评分结果 84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良”。详见表 2-1所示。 

表 2-1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一览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权重 自评分 
1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5 5 

2 绩效目标合理性 8 5 

3 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14 5 

4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5 5 

5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4 4 

6 实际完成率（产出数量） 12 8 

7 完成及时率（产出时效） 10 10 

8 质量达标率（产出质量） 12 12 

9 效果达标率 30 30 

10 合计 100 84 

（二）主要绩效及分析 

根据绩效目标申报表，课题承接人需要在 2018 年完成相应课题

各二三十万字的初稿，2019年下半年完成定稿，实际“记联”和“教

联”提前于 2018年 12月完成结项， 2018年第四次学术委员会会议

完成对上述两个课题的结项审核，此外，“语联”预计 2019 年 12 月

完成，2018年度本项目计划圆满完成。 

三、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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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执行率偏低。编报预算时没有准确的预估课题结项的速

度，多报了“语联”的预算，年中也没有及时调整预算。 

2、合作协议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添加了补充条款，预算资金一部

分用于购买上海交大两个数据库 2年的使用权，不符合项目范围。 

3、已结项的“记联”、“教联”文稿字数不符合总目标“分别拿

出较为完整的文稿定稿（各二三十万字资料文稿）” 

（二）改进措施和建议 

1、今后在编报预算时，业务部门应更加科学合理的预估项目进

行的速度，提高预算编制的精确性；或者在年中及时调整预算，增加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提高预算执行率。 

2、党史研究室为了党史研究，需要购买数据库的使用权，应独

立编报预算以购买相应服务。 

3、项目成果应较好的与项目目标对应，业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

文稿字数预估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