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项目名称： 青少年研究专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1-30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上海市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于2019年3月变更为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成为上海市唯一
一家专门从事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的学术机构，变更后的职能除原有的“分析少年儿童
发展状况，努力构建少年儿童研究体系，推进少先队队伍建设的专业化进程，实现少先队事
业的可持续发展。”之外增加承担团市委研究室职能，建立青少年智库和团市委智库，为政
府青少年政策制定与决策提供智力支持。2020年本中心青少年研究项目有课题研究、科
研管理、科研队伍建设、科研成果推广活动和学科建设五个内容。第一，课题研究。包含青
少年思想动态研究、青少年现象及问题研究、青少年整体发展状况研究共十二个课题。立足
共青团、少先队政治引领的主责主业，系统把握并敏锐捕捉青少年思想动态，高度关注与政
治引领有关的敏感趋势。及时发现问题，勇于碰触核心，剖析背后原因，并对发展趋势做出
预判，为团市委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第二，科研管理。对标上海城市定位与发展，把握青
少年优先发展、积极发展理论，开展青少年研究课题的过程性管理。对上海市青少年发展整
体状况进行研究，为编辑、出版年度上海市青少年发展皮书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第三，科研
队伍建设。除加强教研员队伍建设外，组建全市青少年科研信息员队伍，捕捉敏感青少年问
题，并对信息员进行定期培训及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坊活动。第四，科研成果推广活动。在2
020年形成《十三五上海少先队科研成果集》（公开出版）。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青少年
研究成果推广活动。第五，学科建设。根据《上海少先队改革实施方案》在《少先队学》和
《上海少先队发展史》基础上，创立少先队学分支学科。2020年将继续开展少先队理论
研究和实务研究，构建少先学科理论体系，完成全国战略课题《学校少先队工作标准化》队
务手册。本项目通过课题研究、科研管理、科研队伍建设、科研成果推广活动和学科建设五
个内容的研究开展，进行青少年思想动态、青少年现象及问题、青少年发展状况的研究；承
担少先队学科建设；承担给上海市委报送的《青年动态》调研、撰写等工作；承担《上海青
年发展报告》等重大项目，组织申报、承接、实施纵向或横向的重点课题，组织实施少先队
、青年及共青团工作调研课题研究及申报评审等工作；负责青少年研究智库的建设；负责科
研管理，承担成果认定、科研配套和科研考核奖励等工作；负责科研团队建设，承担研究人
员培训、研究基地的认定、考核工作；负责青少年研究数据平台建设；承担上海市青少年研
究会秘书处职能。同时与“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联合，形成系
统性的共青团史研究。

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青联发〔
2004〕8号），《上海少先队改革实施方案》，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上海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20
19年2月编办批复的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三定方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2025》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上海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最前沿，当前青少年群体出现的新情况、
新特点层出不穷，上海共青团迫切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青少年研究机构来捕捉、研究、归纳青
少年群体的最新动态数据和现象特点。作为上海唯一专门从事青少年研究的机构，上海市青
少年研究中心将围绕市委、市政府、团市委关心的青少年问题，围绕青少年发展过程的趋势
和现象及问题开展课题研究，以调研专报或参阅材料形式报送中办、市委市政府、团中央和
团市委，为政府青少年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制度：财务按照规定流程进行专项管理。本单位正陆续制定和出台相应的制度，如《上
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暂行）》《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项目管理办
法（暂行）》《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信息员制度（暂行）》《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财务
管理制度（暂行）》《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人员进修管理办法（暂行）》《上海市青
少年研究中心三重一大制度（暂行）》《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暂行）
》等，本单位的全体职工都安排在此项目中，每人有相应的分工和任务，确保本项目的落实
。2、措施：按照团市委要求推动项目落实。具体开展过程中，制度也将不断完善，并进行
适当调整。
一、课题研究1. 决策咨询课题全年：课题开题，课题研究（可委托专家团队），撰写调
研报告，专家论证和修改，转化决策专报。2.青少年发展跟踪课题2020年1-2月课
题开题（下半年7-8月课题开题），专家论证；2020年3-5月课题研究阶段；20
20年6月中期调整；2020年7-9月课题研究、撰写结题报告；2020年10-1
2月结题论证、形成成果。二、科研管理课题管理工作2020年3月年度课题发布；20
20年4-6月课题培训；2020年7-10月课题调研；2020年11-12月课题
上报、评审。三、科研队伍建设1.教研员及名师工作室队伍建设2020年1月第一季度
教研员培训；2020年6月第二季度教研员、名师工作室队伍培训；2020年9月第三
季度教研员；2020年11月第四季度教研员总结培训、名师工作室队伍培训。2.科研
骨干能力培训及信息员队伍建设2020年1月信息员队伍培训及工作坊活动；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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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计划：

3月科研骨干、信息员培训及工作坊活动；2020年5月科研骨干、信息员培训及工作坊
活动；2020年9月科研骨干、信息员培训及工作坊活动；2020年11-12月科研
骨干、信息员培训及工作坊活动。四、科研成果推广活动1.重点课题成果推广活动202
0年1-2月下发通知，收集十三五期间的科研课题成果资料；2020年3-4月科研课
题成果整理、分类；2020年5月联系出版社、合同制定；2020年6月初稿定稿；2
020年7-8月三审三校；2020年10月出版、基层学校赠送。2.少先队创新成果
推广活动2020年3月组织专家论证本年度活动内容；2020年4-6月基层学校走访
调研；2020年7-8月确定并撰写方案；2020年9-10月活动筹备；2020年
11月开展成果推广活动、专家现场论证；2020年12月活动总结。五、学科建设1.
少先队理论研究2019年12月撰写开题报告；20120年1-2月开题论证、开题报
告修改；2020年3-5月课题调研、学校走访、文献检索；2020年6月中期论证、
课题调整；2020年7-9月课题研究、撰写结题报告；2020年10月结题论证、形
成成果。2.少先队实务研究2019年12月撰写开题报告；20120年1-2月开题
论证、开题报告修改；2020年3-5月课题调研、学校走访；2020年6-8月手册
编撰；2020年9月撰写结题报告；2020年10月专家论证、手册印制。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预期总目标：创新探索青少年研究的新方法。持续推出跨学科研究成果，收集青少年发展中
重要指标和数据，与青少年问题现象相结合，作为预测和研判青少年发展趋势的参考，提升
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时效性。形成捕捉青少年特点及问题的快速响应研究体系。立足上
海青少年工作前沿，汇聚国内外青少年研究的力量，搭建与各部委、青少年研究者、青少年
工作者以及各类互联网企业和数据中心之间广泛联系的开放性平台，构建上海青少年研究新
型特色智库。实现青少年工作和共青团、少先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性目标：课题研究
：计划完成12个左右课题，以青少年发展的整体目标为核心，推进团队改革，并形成相关
决策专报报送市委市政府。搭建起青少年研究专家咨询库，并组织开展学术研讨活动2场。
科研管理：根据课题管理相应细则，开展青少年立项课题的过程性管理，推动青少年群众性
科研工作。联合团市委发布上海市青少年研究调研课题，并组织专项评审。科研队伍建设：
根据改革要求，特别强调加强共青团、少先队理论和专业素养的培训，培养团队干部专业化
梯队。2020年组建青少年信息员队伍，召开3-4次青少年舆情的捕捉和研讨培训。通
过开展信息员队伍的培训，加强对新时代少年儿童和少先队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
与研究，并形成相关研究成果。科研成果推广活动：在2020年形成《十三五上海少先队
科研成果集》（公开出版）。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青少年研究成果推广活动。学科建设：2
020年将继续开展少先队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构建少先学科理论体系，开展少先队工作
三个时代性课题的研究，完成全国战略课题《学校少先队工作标准化》队务手册。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074,58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74,58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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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实施管理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市委领导批示 =1份

团市委领导采纳 =8个

课题计划完成数 =12个

信息员队伍培养人数 >=10个

课题成果推广活动 >=1场

质量

课题研究质量达标率（结题通过率） 结题通过

立项全国级课题 >=1个

基层立项课题完成率 >=80%

时效 计划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成本控制率 严格执行相关标准支出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课题采纳率 >=80%

科研成果转化 =1项

课题成果转化 =2项

公开刊物刊登数 >=3篇

满意度

科研人员满意度 >=80%

主管部门满意度 >=80%

基层骨干少先队辅导员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青少年智库建设 不断提升

形成市级少先队标准化建设材料覆盖全市 >=1项

部门协助 团市委部门 >=5个

信息共享 妇儿委采纳数据 >=1项

其它
沟通机制健全性 建立并健全

研究能力提升情况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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