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 预算单位： 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

具体实施处（科室）： 业务科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132,222,849.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07,941,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130,865,237.61 预算执行率（%）： 99.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满足本市残疾人辅具适配需求，扩大服务对象辅具选择范围，以多种方式为残疾人提供服务。

自评时间： 2020-05-21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我中心根据2019年编报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通过资料搜集、问卷调查、会议讨论等方
式，顺利开展了2019年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项目自评价工作，该项目自评最终得分为90.32分，评
价绩效等级为“优秀”。其中，投入与管理指标总分36分，得分为33分，得分率91.67%；产出指
标总分34分，得分为29分，得分率85.29%；效果指标总分15分，得分为15分，得分率100
%；影响力指标总分15分，得分为13.32分，得分率88.8%。综合自评过程，可以看出此项目立
项规范、支出合规，资金使用有健全的管理制度约束和监督，预算执行率达100%，项目综合绩效状况较
好。 2019年我中心依据计划完成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项目的招标采购工作，过程公开透明。201
9年，我中心顺利完成了辅具适配项目工作任务，根据全国残疾人联合会动态更新数据，2019年上海市
共68429人实际有辅具需求，其中有68127人得到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有需求的残疾人辅助器具适
配率为99.6%，已完成“十三五”规划 80%的任务目标；辅具适配审核与配送工作效率较高，20
19年辅具配发平均时长仅为19.05天；残疾人群体生活质量明显提升，满意度较高。项目的顺利开展
对于更好开展残疾人康复事业，有效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使之融入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问题：

1.预算编制科学性、合理性有待提高。如2019年护理用品配发项目已下放至各区残联，但前期安排预
算不足，欠款未能付清，2020年仍需安排预算；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居家无障碍坡道项目”已列入“常
规辅具适配”，适配数据已合并，在财务操作中2019年仍计入二级明细“居家无障碍坡道适配”项目下
。预算编制结构有待调整，科学性、合理性有待提高。 2.该项目编制的绩效目标较为简单，未能充分体
现项目预算。其中，无障碍坡道配发数量目标值过高，产出和效果指标未涉及下放项目和辅具检测项目。整
体上，该项目的绩效指标有待进一步精细化、具体化，确保绩效指标全面客观、可操作。 3.残疾人对相
关政策了解程度较低，辅具宣传工作有待加强。根据问卷调查，受访者对于辅助器具申请与适配工作的相关
信息和政策的了解程度仅为68%，低于预期目标值；同时通过电话沟通了解到，大部分残疾人的信息渠道
主要是亲朋好友、区残联以及社区的工作人员，宣传方式及渠道有待进一步丰富化，以增进残疾人对辅具相
关政策的了解。

改进措施：

1.规范预算管理，做好阶段性工作。预算编制阶段加强工作调研，统筹年度工作规划与整体预算安排，根
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确定单位年度预算目标，细化预算指标，科学合理编制项目预算，推进预
算编制科学化、准确化；执行阶段做好领导与部门之间的桥梁，及时沟通，随时调整工作思路；总结阶段对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以评促改，为下一年度预算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 2.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优化项目绩效目标。坚持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原则，形成更加细化、量化的绩效指标，确保绩
效指标的客观性、适用性及可操作性，以综合评估该项目的绩效状况；进一步强化项目人员的绩效管理意识
，以评促改，通过绩效评价推动项目质量提升。 3.拓宽和丰富宣传渠道，加深残疾人对辅具适配工作的
认识和了解。一方面，依托街道社区的宣传公告和基层工作人员的走访调查，宣传辅具适配相关知识，普及
相关政策；另一方面，随着在线申请率的不断提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优势，通过广播、电视、阳光
辅具网、微信公众号等电子媒介进行宣传报道，提高辅助器具适配相关信息和政策宣传的深度和广度，消除
“信息孤岛”，确保信息全面覆盖，以保障残疾人群体的权益，不断提高残疾人群体的生活质量。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项目资金使用合规、规范及安
全；项目支出均符合预算批复和合同规
定用途，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

。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5

项目随同预算同时设置和报送
了绩效目标，但绩效目标未能充分体现
项目预算，产出和效果指标未涉及下放
项目和辅具检测项目，无法全面反映该
项目的绩效状况，扣2分；同时，项目
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待提高，

酌情扣1分。该指标得5分。

2019年预算执行率达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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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与管理
(36分)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项目据实执行，预算执行率较高。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我中心《内部控制规范手册》
中规定了较为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项
目严格按照制度开展预算、收入、支出
、转账管理、财务监控，严格按照项目
口径进行成本核算，做好成本控制。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项目设立依据充分，符合部门

中期财政规划，申请和立项过程符合市
残联相关要求，程序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制
度较为健全、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符
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同时采取了必需

的措施以保证项目质量。

产出目标
(34分)

无障碍坡道配发数量
无障碍坡
道配发数量否达到项目目标
。

5 0

2019年无障碍坡道项目的
经费包含前期项目尾款，按照目标与经

费额基本匹配的原则，2019年目标
值定的略高；按照2019年实际计划
完成了6户无障碍坡道配发工作。

高额脑瘫辅具配发数量
高额脑瘫
辅具配发数量是否达到项目
目标。

0 0

由于脑瘫儿童高额康复器具适
配项目计划调整，该项工作暂停实施，
年中预算调整时该项相应调减，故该指
标不适用于自评工作，将权重降为0。

常规辅具配发数量
常规辅具配发
数量是否达到项目目标。

9 9

2019年我中心共完成了9
5479人次的常规辅具配发工作，实
际配发人数超过58000人，超额完

成预期目标。

各类辅具申请对象适配
率

各类辅具
申请对象与所配发辅助器具
适配情况。

10 10
2019年共为6.8万残疾

人提供各类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各类辅
具申请对象适配率达99.6%。

辅具适配时效性
项目配发
辅助器具的及时性。

10 10

通过对2019年所配发的1
37090人次辅具申请时间与领取日
期时间统计，配发平均时长为19.0

5天，辅具配发工作较为及时。

效果目标
(15分)

辅助器具主动弃用率
辅具使用
者主动放弃使用辅助器具的
情况。

7 7
根据问卷调查，辅具使用者主

动弃用率为5%。

残疾人满意度
该项目服
务的残疾人对于项目的满意
程度。

8 8
根据问卷调查，残疾人对于辅

助器具申请与服务工作的整体满意度为
89.2%。

影响力目标
(15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
制度是否完善，保证项目正
常运行并达到预期效果。

8 8
我中心各项规章制度完善，能

够确保项目各项工作有序、依规有效运
行。

政策知晓度

辅具使用
者对于辅具申请与适配工作
相关政策和信息的知晓程度
。

7 5.32

根据问卷调查，辅具使用者对
于辅助器具申请与适配工作的相关信息

和政策的知晓程度为68%,该指标扣
1.68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项目立项
程序是否规范。

0 0
由于该指标与“项目设立的规

范性”指标重复，故将该指标权重降为
0。

合计 100 90.32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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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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