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级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表

 !

"#$% &'()*+,-./

0123

45./6789:&';<=>?@5A5B5CD,-EFGHIJKL&M5&'N,-.OPQRSETUVW:B1XY
Z[5\&'(),]^_.)/K`aJ./67bcd)efghiEjklmnZVK&'(),])opq5rpqJ@F
.)rpqJs 89t]5uvw\;xy)wEd)HIZz5./VK{|},]5~ 5¡¢5£¤¥/.¦§¨©ª«¬
>l{|}nw,®.)5¯,~ )°].¦§ª¬>J89&'(N¨±,]g²³´°S.¦Eµ¶§¨©ª«J·¸¹
º»{¼½¾¿wÀÁÂÃÄ{ÅÆÇÈÉJ ÊË§ª.¦ÌÍ$ZÎ5./ÏÂ\mÐuvÑ./KÒÓJÔÕÖ©)]±×;
]uØÙÐeJÚÛÜÝ.)]umn3ÛZÞ5ßàáªâ5ãä5¹å\;àáæçÐeh7J./èéÐê:4Áëì.5d

5uíî3ÛlmnïðEñòàáçóZ

ôõef
;

àö÷f

45./efø/lùúûüý/?J2þàÿ ĀāĂ$J./ăĄ_#ĀĂ ąJÒĆćÅĈ¡_#ĀĉĊĊąZ[5./]
ċefČ6J°]TUčĎZďĐ āý^_°S]ċJđý.Ē]ċJ×ē,]ĔĕĖJė¶ĀĂýL&M^_Bq°]JĀýL

&M^_Bq°]Ðe"#JĂý&'N^_Bq°]ZĘę]ċĚě./Ĝĝċ5.IĞ5ğĠġ5Ģģ]5ĤĥàRĞ5ĦIĞ
5ħĨĞ5.)ĩäĞ5Īī¶¼5ĬĭĮĜĝċ5øIĞįZ

İıĲĳ
;

ÁWĴĵ

6 İıÿ ćÅÁWÿ

Ķķøĸ ĀĂĹđĊđĺĻ Āā ĹĊđĺđĉ

¬tÁW ĀĻāĊđĉĺāĂ ĀĂ Āđ ĺ

ļÒÁW Ā ĹĀĉĺđĂ Ā ĊĀĂĺđĀ

ĽIľĨÁW ĉĺđđ

./ħĨµĿØÙ ĀĂĹĻ ĀĂĀĺ Ĺ

°ŀeäŁfł āĻĻĀĺĉ ĉĻĻĂĺĹ

Mt}ŃwQńRSTU°ļĶķ ĉ Āāĺāđ

°ļSIł ĊĂĊĺĻĂ ĀĹĹĊĺ ā

4}ŅÓ [}ŅÓ z}ŅÓ
6 ŅÓ
ņ

Ňņ ňŉ1q;ňŇ§Ŋ ćÅŋĿņ ŌŇ

ōŎ

ŏŐĄő

þVŏŐĄőQ6Œ Q6 Ā

ňŉ1qœŔŕŖĄő:ŗŘE !þVŏŐJĚěø
řÒÓ5ćŚ±ś5Ŝŝ5Ķķ5àöįŞş !þV
ŏŐŕŖìř5ŠšVŞŢ !þVŏŐŕŖgġţ2
3³Ť÷Şť !þVŏŐŕŖgġţ¶ŦŧŨũ³Ū
ūZňŇ§Ŋœ\Ŭňŉ1q²ŭĀŮĻŇņJsý1
qůĘĴĵŇKŰĿ5ġŇŰĿ5űŰĿzŲJŇųŴ
ŇņEĀ ŵŶĊ ŵŷŸŹ5Ċ ŵŶā ŵŷŸ
Ź5ā ŵŶ ŵîĠŘőŇņZ

ŰĿİŧ
ÒÓ

Ā

¶Ŧŧ§ŐĄőQ6
Œ

Q6 Ā

ňŉ1qœŔŕŖĄő:ŗŘE¶Ŧŧ§ŐJĚěøř
ÒÓ5þV±ś5Ŝŝå!įŞş¶Ŧŧ§ŐŕŖ×ē
:ġţ6ġ23Jźgġţ23³Ť÷ZňŇ§Ŋœ\
Ŭňŉ1q²ŭĀŮ ŇņJsý1qůĘĴĵŇKŰ
Ŀ5ġŇŰĿ5űŰĿzŲJŇųŴŇņEĀ ŵŶ
Ċ ŵŷŸ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
îĠŘőŇņZ

ŰĿİŧ
ÒÓ

Ā

ÒÓeő

ŻżŅÓŗŘŒ ŗŘ Ā

ňŉ1qœŔŕŖŽġţžřİıŻżÒÓſ©ŇƀK
ìřEBqþVHIŞşġţžř;ļÒEŻżŅÓŕ
ŖƁƂJŅÓņŕŖƃ©5ŠƄƃŞŢŕŖg !Bq
þVHIÿ³ƅƆJźƇWƈ¼ŻżŅÓZňŇ§Ŋœ
\Ŭňŉ1q²ŭĀŮĉŇņJsý1qůĘĴĵŇK
ŰĿ5ġŇŰĿ5űŰĿzŲJŇųŴŇņEĀ ŵ
ŶĊ ŵŷŸ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ĠŘőŇņZ

ŰĿİŧ
ÒÓ

Ā

ŻżÒÓîĠŒ îĠ Ā

ňŉ1qœŔŕŖƉî{|iƊi§5{ƋƌƍlƎ¿
TUøř§Ő5ġţƏzőƐhƑŘőE2ƒŞşŕŖ
ƉîġţĄőE¶Ŧŧ§Ől !þVŏŐŞŢŕŖg
t !ġţİıĶķ³Ť÷ZňŇ§Ŋœ\Ŭňŉ1q
²ŭĀŮĉŇņJsý1qůĘĴĵŇKŰĿ5ġŇŰ
Ŀ5űŰĿzŲJŇųŴŇņEĀ ŵŶĊ ŵŷŸ
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ĠŘőŇ
ņZ

ŰĿİŧ
ÒÓ

Ā

İıăĄ

İıăĄ§¨Œ §¨ Ā

ňŉ1qœŔİıƓƔhƕŕŖ§¨JƓƔ±śŕŖî
Ġ5])5ŋžŞşŕŖƌİı0ƖġţµřōŎÉƗ
ŷƘzB4(ŹZňŇ§Ŋœ\Ŭňŉ1q²ŭĀŮ
ŇņJsý1qůĘĴĵŇKŰĿ5ġŇŰĿ5űŰĿ
zŲJŇųŴŅÓŇņEĀ ŵŶĊ ŵŷŸ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ĠŘőŇņZ

ŰĿİŧ
ÒÓ

Ā

İıăĄ])Œ ]) Ā

ňŉ1qœŔİıăĄŕŖƌƙ])ƚÇŞşİı±ś
gļÒ±śŕŖŤ÷ŞŢİıĸ!ƛı`ƜŕŖƝŇJ
ŴƞÓƟăĄŞťİıŘőEļÒƠĶĸơĶķƃŕŖ
gþVHI³Ť÷ZňŇ§ŊœŅÓŋĿĴĵŇKŰĿ
5ġŇŰĿ5űŰĿzŲJŇųŴŅÓŇņEĀ ŵ
ŶĊ ŵŷŸ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ĠŘőŇņZ

ŰĿİŧ
ÒÓ

Ā



ƙÉ

İıůĘ

ƢƣËºİıŋĿ· ƤĀ ŵ Ā

ƢƣËºİıŋĿ·ƥŷƢƣËºćÅŋĿÿŮƢƣË
ºİıÿŹƦĀ ŵZƢƣËºćÅŋĿÿœġţŷ
"#Źt !ćÅŋĿEƢƣËºÿZİıÿœt !
ġţŷ"#ŹăĄEƢƣËºİıÿZňŇ§ŊœĀĺ
Ƨ·ƨĀ ŵJŌƩŇŞ ĺƧ·ƪĀ ŵJsƫ
ƬĀŵJƭ ŵEƮBŇJƭŋKƯZ

Ā ĉĺĂĉŵ Ā

ęưĪŁůĘ· ƤĀ ŵ Ā

ęưĪŁůĘ·ƥŷćÅęưĪŁķĸŮęưĪŁİı
ÿŹƦĀ ŵŞęưĪŁİıœĪŁô´ƱƜRST
UŏŐlĘęHIăĄE5źƌƙ§őÉƗƲƟE !
ęưĪŁŏŐZƳňŇ§ŊœŌŇƥęưĪŁůĘ·Ʀ
ŇņZ

Ā ĺ ŵ Ā

ƏzĝƌłƐƴc· Ƥ ŵ Ā

ƏzĝƌłƐƴc·ƥƵŷt !ƏzĝƌłƐøĸŶ
Ŭ !ƏzĝƌłƐøĸŹŮŬ !ƏzĝƌłƐøĸ
ƶƦĀ ŵZƏzĝƌłƐœ !İıĲĳEƷĝW
{ŷƸŹł5ĝIƹƺŁf;ƻĘłlĝIÊƼłZň
Ň§ŊœĀĺƧ·ƽ ŵJŌƩŇŞ ĺƧ·ƾ ŵJ
ÔŌŇZ

ĺ ŵ Ā

ĝŀƌłƿĄ· ƽĀ ŵ Ā
ĝŀƌłƿĄ·ƥŷćÅÁWĝŀƌłøĸŮİıĲĳ
ĝŀƌłøĸŹƦĀ ŵZňŇ§ŊœĀĺƧ·ƽĀ
ŵJŌƩŇŞ ĺƧ·ƾĀ ŵJÔŌŇZ

Ā ĂĺĊĹŵ ĺĹĻ

ǀǁǀǂ· Ƥ ŵ Ā

ǀǁǀǂ·ƥǀǁǀǂøĸŮǃžİıÿƦĀ ŵZ
ǀǁǀǂøĸœġţŷ"#Źt !EǀǁĶķgǀǂ
ĶķǄlŷ\ōıÿKƟJƏzĝƐƌłűůĘÿlę
ưĪŁǅǆĶķįǇǈǉÁWŹZňŇ§ŊœĀĺƧ·
ƥ ŵJŌƩŇŞ ĺĀ ŵƽƧ·ƪ ŵJsǊǋĀ
ŵJƭĀ ŵEƮBŇJƭŋKƯZ

ĺ ŵ Ā

İıůĘ· ƤĀ ŵ Ā

Āĺ¬tÁWİıůĘ·ƥŷ¬tÁWİıůĘÿŮ¬
tÁWǃžİıÿŹƦĀ ŵZ ĺļÒÁWİıů
Ę·ƥŷļÒÁWİıůĘÿŮļÒÁWǃžİıÿŹ
ƦĀ ŵZňŇ§Ŋœ\

Şž\

ž

·ł

Ŭ

J ľ Z ŧ ō ĺĀ ŵƽ = Ƨ Ƨ Ŀͧ J ņ ĺıůĘııP İ = ǀ ǁ ŧ F F Ʀ ŦÁ ǀ Ň ž n ǆı W Ŀͧ Ę Ɛ ǎ ŵ I = ġ Ź Ⱦȿ Ź ư t ļ Ò Ǐ Á W Ƹ Ę Ɛ Ī ů Ŏ ɦǀ w I ~ Ə Ǒ ư t Ş ÒĪŁÁ W Ę Ɛ Ī ů ľ Ź ŵŬ=

5

q

Ŋ

ƾ

\ \t ƾ ȿ
Ş

ų Ŭ ľ · ȿ ǂ ŵ Ā q Ă M



Ķķǵŀî§Œ î§ Ā

ňŉ1qœŔŕŖƉî{|Ħƌi§lĦIƖĠĄ!\
;Đ´°ļĶķƖĠĜiE§őŞşŕŖǝßǩǪ5Ƕ
ŭ5ǫŀ5ǷÄÁWįĴĵŞŢĶķǸǖŕŖĐŋžE
ĮƲÉƗlǹǺŞťĝŀƌłŕŖǝß£ÓƟÁWĴĵ
JļÒÁWgĝŀƌłŕŖǝßBǻǓǼZňŇ§Ŋœ
\Ŭňŉ1q²ŭĀŮĻŇņJsý1qůĘĴĵŇK
ŰĿ5ġŇŰĿ5űŰĿzŲJŇųŴŇņEĀ ŵ
ŶĊ ŵŷŸ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ĠŘőŇņZ

ŰĿİŧ
ÒÓ

Ā

Ķ®ƖĠ

Ķ®ƖĠ§¨Œ §¨ Ā

ňŉ1qœŔĶ®ŁfŕŖƉî§őJnŁĶ®ºǧƖ
ĠŕŖ§¨ŷƘăĄĪŁŏŐ5åĘĪŁĮƈ5ǽËį
ŹŞşŕŖőŧƅďĐĶ®åĘƁǾǿŏJŕŖȀć³
ƉŞŢĶ®ĐȁǵŀlĶ®ĞfŕŖ§¨JȂȃËºŕ
Ŗ;ŜȄĸŬǦZňŇ§Ŋœ\Ŭňŉ1q²ŭĀŮĉ
ŇņJsý1qůĘĴĵŇKŰĿ5ġŇŰĿ5űŰĿ
zŲJŇųŴŇņEĀ ŵŶĊ ŵŷŸŹ5Ċ ŵ
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ĠŘőŇņZ

ŰĿİŧ
ÒÓ

Ā

ȅőĶ®ľŀ· ƤĀ ŵ Ā
ȅőĶ®ľŀ·ƥŷćÅßŀȅőĶ®øĸŮȂĐȅő
Ķ®øĸŹƦĀ ŵZňŇ§ŊœŌŇƥȅőĶ®ľ
ŀ·ƦŇņZ

Ā ĺ ŵ Ā

Ķ®ƖĠĄ!Q6Œ Q6 Ā

ňŉ1qœŔŕŖǉĄőơìĐĶ®ƖĠĄ!Şş³´
ĶķƖĠĄ!ŕŖîi5î§5ŋžZňŇ§Ŋœ\Ŭ
ňŉ1q²ŭĀŮ ŇņJsý1qůĘĴĵŇKŰĿ
5ġŇŰĿ5űŰĿzŲJŇųŴŇņEĀ ŵŶĊ
ŵŷŸ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
ĠŘőŇņZ

ŰĿİŧ
ÒÓ

Ā

ļÒƖĠ

ļÒƖĠĄ!ůĘ§
¨Œ

§¨

ňŉ1qœŔļÒƖĠþVôĄŕŖQ6JȆȇ¾ǃŕ
ŖȈȉŞşļÒŕŖŴƞ1Ȋ§¨ȋȌ>ůĘĄ!JĚ
ěŠĘŒƚÇ5ȍı5İı5Śþeŏ5ĶķǸǖ5Ĥ
ĥǙƔ5ęưĪŁ5ÊƠÓ5ĭĠ5¶ŧȎǾ5ȏþǽ
Ë5ĝĈĝȐįZňŇ§Ŋœ\Ŭňŉ1q²ŭĀŮ
ŇņJsý1qůĘĴĵŇKŰĿ5ġŇŰĿ5űŰĿ
zŲJŇųŴŇņEĀ ŵŶĊ ŵŷŸŹ5Ċ ŵ
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ĠŘőŇņZ

ġŇŰĿ
źìĐ4
őżȑ

Ā

ļÒƖĠĄ!Q6Œ Q6 Ā

ňŉ1qœŔŕŖǉĄőơìĐ³ƆEļÒƖĠĄ!Ş
şļÒƖĠĄ!ŕŖîi5î§5ŋžZňŇ§Ŋœ\
Ŭňŉ1q²ŭĀŮ ŇņJsý1qůĘĴĵŇKŰ
Ŀ5ġŇŰĿ5űŰĿzŲJŇųŴŇņEĀ ŵŶ
Ċ ŵŷŸ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
îĠŘőŇņZ

ġŇŰĿ
źìĐ4
őżȑ

ĺĂ

àöƖĠ

àöƖĠĄ!ůĘĐ
żŒ

Đż Ā

ňŉ1qœŔ ȒĤĥýà5Ğŷ]ŹċȓƈJćŚÉ
Ɨ§¨5ĶǯŋžŞşȓƈǀȑȔćƻŀZňŇ§Ŋœ
\Ŭňŉ1q²ŭĀŮ ŇņJsý1qůĘĴĵŇK
ŰĿ5ġŇŰĿ5űŰĿzŲJŇųŴŇņEĀ ŵ
ŶĊ ŵŷŸ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ĠŘőŇņZ

ŰĿİŧ
ÒÓ

Ā

ß2àöƿĄ· ƤĀ ŵ Ā

ß2àöƿĄ·ƥŷß2àöÿŮăĄÿŹƦĀ ŵ
Zß2àöÿœġţŷ"#ŹćÅß2àÿJ\Ħęġ
ŘőEġţōıăĄȕȖKƟZăĄÿœôõăĄġţ
ƈőƲǻEġţŷ"#ŹEàöăĄÿZňŇ§ŊœĀ
ĺƧ·ƽĀ ŵJŌƩŇŞ ĺƧ·ƾĀ ŵJs
ǊǋĀŵJƭĂŵEƮBŇJƭŋKƯZ

ĊĀĺ ŵ Ā

àöƖĠĄ!Q6Œ Q6 Ā

ňŉ1qœŔĐŗŘEĤĥȗõl2ƒŇþŞşàö÷
äŕŖƝȄJŕŖ3ȘPș"#Ț2ǡ1ŞŢŕŖǝß
\ęưŁțȜIƴ³ŀþĴĵZňŇ§Ŋœ\Ŭňŉ1
q²ŭĀŮĉŇņJsý1qůĘĴĵŇKŰĿ5ġŇ
ŰĿ5űŰĿzŲJŇųŴŇņEĀ ŵŶĊ ŵŷ
Ÿ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ĠŘő
ŇņZ

ŰĿİŧ
ÒÓ

Ā

ôõÐe

SI)ȝgª«;Ŝ
ŋĿ·

ƤĀ ŵ Ā
SI)ȝgª«;ŜŋĿ·ƥŷćÅ;ŜŋĿESI)
ȝgª«ÿŮŏŐSI)ȝgª«ÿŹƦĀ ŵZň
Ň§ŊœŌŇƥSI)ȝgª«;ŜŋĿ·ƦŇņZ

Ā ĺ ŵ Ā

ĬȎĭȞþVĐżŒ Đż Ā

ňŉ1qœŔĬȎĭǟþVćŚÉƗ§¨5³´Ķǯŋ
žŞşĬȎĭǟǀȑȔćƻŀZňŇ§Ŋœ\Ŭňŉ1
q²ŭĀŮ ŇņJsý1qůĘĴĵŇKŰĿ5ġŇ
ŰĿ5űŰĿzŲJŇųŴŇņEĀ ŵŶĊ ŵŷ
ŸŹ5Ċ ŵŶā ŵŷŸŹ5ā ŵŶ ŵîĠŘő
ŇņZ

ŰĿİŧ
ÒÓ

Ā

ĤĥÐeþV;Ŝŋ
Ŀ·

ƤĀ ŵ Ā
ĤĥÐeþVŋĿ·ƥŷćÅ;ŜŋĿEĤĥÐeþV
ÿŮŏŐĤĥÐeþVÿŹƦĀ ŵZňŇ§ŊœŌ
ŇƥSI)ȝgª«;ŜŋĿ·ƦŇņZ

Ā ĺ ŵ Ā

4}ŅÓ [}ŅÓ BqþV z}ŅÓ
6 ŅÓ
ņ

Ňņ ňŉ1q;ňŇ§Ŋ ćÅŋĿņ ŌŇ

Ț2

89,-ȟà
EFGHIJ
ÜÝ.OȜI

ȠØ

Üȡ.OȜI
ȠØ

ţȢ5¥/ȣȤà
ȥǊȦ

Üȡ ĺĂ
ŰĿİŧ
ÒÓ

ĺĂ

.OȜI3Û Üȡ ĺĂ
ŰĿİŧ
ÒÓ

ĺĂ

ȧȨȩ./Ðe bå ĺĂ
ŰĿİŧ
ÒÓ

ĺĂ

ƙÉ

İıƖĠ



ţȢàȥÿgW/
àȥÿƧ

ƽĉ Ǡ ĺĂ đĺĂ Ǡ ĺĂ

ÜÝ.OȜI
Ȫƃ

W/ȣȤǹȫŭƧ ƨĉ ŵ Ā ĉĺđāŵ ĺđĹ

W/ȣȤȬmǹȫ
ŭƧ

ƨ Ċŵ Ā ĂĺāĹŵ ĺĹ

W/ȣȤÎ}ǹȫ
ŭƧ

ƨ Ăŵ Ā Ċĺ ŵ ĺĉĉ

ȭȪğĠȜIȟȮ
Ǳē·

ƨĀ
ŵ

Ā Ā ĺ ŵ Ā

W/ȤØȯ¥/Ȱ
ÿ

ƽāȰ Ā ĂĺāāȰ Ā

_#ǵŀ· ƨĊĂŵ Ā đĊĺĊ ŵ ĺĹĉ

ţȢȣȤØȯİǆ
ȢO·

ƨā ŵ Ā đĊĺĻĹŵ Ā

bcd)ef
ghiEjk
lmnJ89
t]5uvw
\;xy)w
Ed)HI

ȱ©,]d)
jkgƖĠ

uvwƙÉƖĠ ĈU ĺĂ
ŰĿİŧ
ÒÓ

ĺĂ

ÈÉjk bå ĺĂ
ŰĿİŧ
ÒÓ

ĺĂ

89d)HI

rpuvwÊwà
ÿ

ƤĀ đ
à

Ā Ā Ċĺ à Ā

89xy)wd)
HI

ŋĿ ĺĂ
ŰĿİŧ
ÒÓ

ĺĂ

d)ȲSàÿ
ƤĀ
à

Ā Ā Āĺ à Ā

89d)HIœd
)ƚȳÿ

ƤĀ ȴ Ā ĺ ȴ Ā

opuvwÊwà
ÿ

ƤāĊà Ā ĂĹĺ à ĺĊđ

Ĥĥ¥/.¦
§¨©ª«ȵ

c

¥/.¦§ª
¬>Ðe

¥/.¦§¨©ª
«Ą!Ðe

Ǐć Ā
ŰĿİŧ
ÒÓ

Ā

¥/.¦§¨©ª
«¬>Ðe

ŋǮ Ā
ŰĿİŧ
ÒÓ

Ā

89&'(N¨
±,]µ¶§¨©

ª«
ŋĿ Ā

ŰĿİŧ
ÒÓ

Ā

¥/.¦§¨
©ª«

¥/.¦§¨©ª
«ǀSàÿ

ƨĊ à Ā ĊĀĺ à Ā

¥/.¦ǀSȓƈ
ȇƙ·

ƨĹĂŵ Ā ĹĊĺđĊŵ Ā

Ö©)]±×
;]uØÙÐ
eJÚÛÜÝ
.)]umn

3Û

Bq)]g°
]Ðe

{|,-?Ė.O
¶¼Ðe

Ðe Ā
ŰĿİŧ
ÒÓ

Ā

L&M^_Bq°
]

ƨ ý Ā Āĺ ý ĺĂ

M}°]ğpª«
¬>

ƤĀý Ā Āĺ ý Ā

]u]ĒĿȑ

ƈ¼ŧȶƚȳTȷ
ÿ

ƨĀĂ
ȴ

Ā ĀđĊĺ ȴ Ā

{ȸȹ])¬ķļ
Ò

ƨĀ ý Ā Āĉĺ ý Ā

²Ⱥ])ĒȫȻ ƨ ļ Ā Āđĺ ļ ĺĊĂ

ćŀnÑlTŗ°
ľÿ

ƨ ý Ā ĊĀĺ ý Ā

Ðê4Áëì
.5d5uí
î3Ûlmn
ïðEñòà
áçó

¹åȡ}.)
àá

ȼ&ŃwȽȾàá ƤĀà ĺĂ Ā ĺ à ĺĂ

L&MƏȿmŏŐ
Ɛ¹åàá

Ƥ à ĺĂ Ā ĺ à ĺĂ

¹åop\Ŭàá ƨĀ à ĺĂ ĀĀĺ à ĺĂ

/±àáªâ
ļÒ

ȃŌMN}\Ŭà
áɀɁ

ƤĀà ĺĂ ĉĻĺ à ĺĂ

)ɂÜÝàÿ ƨ à ĺĂ Ĺĺ à ĺ ĉ

ĶɃàáªâļÒ
ƤĀ
Ʉ

ĺĂ Ļ ĺ Ʉ ĺĂ

{±yåɅàÿ

àÿ

�Á



żƌ

sƽ Ă ŵĉ ĺ ĉ ŵĉ

sƽ Ă ŵĉĉ ĺ đ Ā ŵĉ

ƩƩŰƅɋŰƎ.ƨ ŵŶ ĺ ĉ ŵ.ƨ ŵĀ Ă ĺ ĉ Ċ ŵ

.ƨ ŵđ ĺ Ċ ŵw.ɋŰ.ƤĀ ĺ ŵŠȡƨ Ā ā ŵĉĀ đ ĺ ŵĉdƨ Āĉ ĺĉ

°ƨ ŵĺ ĉ Ċ ŵƩȜţƨ Ċ ā ŵĂĹ Ĺ ĺ ĉ Ă ŵĂ¥ƨ Ĺ ŵĂĹ Ĺ ĺ Ļ Ă ŵĂî



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表

2022年度
填报单位
: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项目名称: 省本级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概况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创建于1959年，隶属于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是一所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三甲儿童专科医院。经过60年的发展
，医院拥有总院和景德路两个园区，总占地面积7.8万平方米，目前有职工2000余名，医院编制床位1500张，目前开放床位1388张。
作为江苏省儿科类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医院全面承担了苏州及周边地区危急重疑难儿童的救治任务，承担江苏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紧急医学救援任务，同时医院作为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和专科医师规培基地，承担苏州大市范围内儿科与各相关专业医
师的集中规范化培训。根据国家医改要求，医院已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减少试剂耗材支出收入，重点体现医务人员技术服务劳动价
值，为支持医院医教研防各方面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系列省级医疗卫生机构发展运行补助、重点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医疗卫
生机构能力建设经费支持。

评价指标
全年指标
值

分值 评价要点及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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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4

评价要点：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
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
同规定的用途；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权重，
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
100%-80%（含）、80%-60%（含）、6
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4

预算执行率
＝100
%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
0%。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
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评分规则：得分=资金到位率×
分值。

98.40% 2.95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2

评价要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
等制度；②财务和业务管理等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
整。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
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
%-80%（含）、80%-60%（含）、60%-
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6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实施过程
中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并按照规定
程序实施项目，进度是否符合计划；②项目调整及支出
调整手续是否完备，资产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开展监督
检查、绩效监控和评价；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
术鉴定、监督检查、绩效管理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
档；④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
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
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
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
%（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6

产出

数量指标

教学毕业人数
≥100
人

3 121.00人 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人数

≥80人 3 81.00人 3

国内外进修人才 ≥15人 3 52.00人 3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100
%

3 100.00% 3

出院患者手术占比 ≥30% 3 23.76% 2.38

床位使用率 ≥85% 3 78.82% 2.78

住院医师结业考核
通过率

≥95% 3 98.78% 3

时效指标 经费到位及时性 及时 3
达成预期
目标

3

成本指标

公用支出成本控制
情况

可控 3
达成预期
目标

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补助标准

＝3万元
/年/人

3
3.00
万元/年
/人

3

效益

经济效益 医疗盈余率 ≥0% 10 -0.03% 5

社会效益

对促进事业发展的
影响程度

显著 5
达成预期
目标

5

满足周边地区儿童
疾病救治需求

满足 5
达成预期
目标

5

生态效益
医疗废物处置合规

率
≥100
%

10 100.00% 10

可持续影响
对医疗事业发展的
可持续影响程度

明显 10
达成预期
目标

10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

度

总计 100 94.11

绩效等级 优

过程

资金管理



主要成效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梳理项目目标实现情况，总结成果的同时能及时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对照年初设立绩效目标
方案，该项目本年度预算资金执行率100%，经费支出合规，支付及时，项目主要用于医院学科专科发展、规陪基地
人才建设、医疗机构能力建设，为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预算资金监管到位，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良好。

存在问题

质量指标中床位使用率低于年初目标设定值，主要原因是2022年疫情爆发对医院影响较大，一二季度住院患者大幅
减少；出院患者手术占比目标值设定应根据专科医院特色有所调整，实际完成值本年度已较去年度有所上升；因新医改
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之基本建设贷款还款压力，医院运营举步维艰，本年度医疗盈余率仍未转正，运营效率有

待提升。

整改措施
结合儿童专科服务特殊性，配合政府DRG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合理补偿机制，有效体现医疗服务项目价值，继续深化
公立医院改革；调整门诊住院结构，合理规划医疗床位资源，提高床位使用率；推动业务工作与运营管理工作深度融合

，加强运营管理工作，提升运营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快补齐内部运营管理短板和弱项。



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表

2022年度
填报单位
: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项目名称: 医院信息集成平台

项目概况

为了进一步加快医院信息化的发展，按照江苏省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的通知精神以及三级儿童医院评审标准，结合职能管理科
室及临床部门的需求，我院需要完善医院临床信息系统，这些系统的实施将会进一步改善服务流程、方便群众就医、提升就医
质量，加强医疗管理。该项目年度预算数为1594万元，全年执行数151.29万元，执行率为9.49%，资金主要用于医院信息化项目

建设和维护。

评价指标
全年指标
值

分值 评价要点及评分规则
实际完成
值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2

评价要点：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
规划和政策要求；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属于部门履职所需；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
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项
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0%权重，每个要点执
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
80%（含）、80%-60%（含）、60%-0%
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2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②审
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
体决策。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
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
00%-80%（含）、80%-60%（含）、60
%-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2

"评价要点：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评分规则
：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
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
含）、80%-60%（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要点：（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其他工
作任务目标）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②项目绩效目标
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
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
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
各占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
、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
60%（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2

评价要点：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②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
是否按照标准编制；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
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
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
%（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要点：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②资金分配
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评
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点执行
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
0%（含）、80%-60%（含）、60%-0%评
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
到具体项目的资金。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
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评分规则：得分
=资金到位率×分值。

达成预期
目标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4

评价要点：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
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
同规定的用途；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权重，
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
100%-80%（含）、80%-60%（含）、6
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4





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表

2022年度
填报单位
: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项目名称: 债务利息支出

项目概况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园区总院建设历时4年半，已于2015年6月1日试运行。整个项目总投资8.5个亿，其中银行项目贷款6.3个
亿，于2016年起归还本金8000万，2017年归还本金8000万，2018-2020年归还本金5770万，2022年按目前银行项目贷款五年期以
上贷款利率计算，我院将支付给国家银行贷款的利息支出约为2000万元。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园区总院贷款利息。该项目年

度预算数为2000万元，全年执行数2003.77万元，执行率为100.19%。

评价指标
全年指标
值

分值 评价要点及评分规则
实际完成

值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2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②审
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
体决策。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
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
00%-80%（含）、80%-60%（含）、60
%-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2

评价要点：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
规划和政策要求；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属于部门履职所需；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
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项
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0%权重，每个要点执
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
80%（含）、80%-60%（含）、60%-0%
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2

"评价要点：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评分规则
：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
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
含）、80%-60%（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要点：（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其他工
作任务目标）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②项目绩效目标
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
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
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
各占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
、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
60%（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2

评价要点：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②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
是否按照标准编制；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
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
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
%（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要点：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②资金分配
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评
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点执行
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
0%（含）、80%-60%（含）、60%-0%评
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
0%。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
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评分规则：得分=资金到位率×
分值。

100.
00%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4

评价要点：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
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
同规定的用途；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权重，
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
100%-80%（含）、80%-60%（含）、6
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4



资金到位率 100%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
到具体项目的资金。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
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评分规则：得分
=资金到位率×分值。

达成预期
目标

3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6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实施过程
中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并按照规定
程序实施项目，进度是否符合计划；②项目调整及支出
调整手续是否完备，资产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开展监督
检查、绩效监控和评价；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
术鉴定、监督检查、绩效管理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
档；④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
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
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
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
%（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6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2

评价要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
等制度；②财务和业务管理等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
整。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
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
%-80%（含）、80%-60%（含）、60%-
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产出

数量指标 贷款利息支付情况
≥100
%

10 100.00% 10

质量指标
足额偿还贷款利息

情况
≥100
%

10 100.00% 10

时效指标
贷款利息归还的及

时性
及时 5

达成预期
目标

5

成本指标
预算安排资金归还
贷款的情况

合理 5
达成预期
目标

5

效益

经济效益
债务利息归还对医
院经济发展的影响

程度
促进 15

达成预期
目标

15

社会效益
债务利息归还在促
进行业发展方面的

影响
促进 15

达成预期
目标

15

可持续影响
债务利息归还在医
院长期发展方面的

影响
促进 10

达成预期
目标

10

总计 100 100

绩效等级 优

主要成效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梳理项目目标实现情况，总结成果的同时能及时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对照年初设立绩效目标

方案，该项目本年度预算资金执行率100.19%，经费支出合规，按时足额归还了贷款利息，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良
好。

存在问题 未发现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无

过程

资金管理



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表

2022年度
填报单位
: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项目概况

2022年，医院完成门急诊量234万余人次，出院病人7万余人次，实际占用总床日数超39万，总收入16.8
3亿元，总支出16.84亿元。医院主要承担苏州及周边地区危急重疑难儿童的救治任务，承担苏州大学儿科临床医

学院每年的学生教学任务以及苏州大市范围内儿科与各相关专业医师的集中规范化培训，同时医院坚持以创建研究型医
院为目标，不断强化学科内涵及科研平台建设，不断在医、教、研各个方面继续深入，努力突破。为了支持医院各项事
业的发展需求，在日常公用经费之外仍需投入相关专项业务费用，主要涉及取暖费、租赁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其
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费用的开支。该项目年度预算数为2858.45万元，全年执行数1998.06万元，执行率为69.9%。

评价指标
全年指标
值

分值 评价要点及评分规则
实际完成
值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2

评价要点：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
规划和政策要求；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属于部门履职所需；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
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项
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0%权重，每个要点执
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
80%（含）、80%-60%（含）、60%-0%
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2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②审
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
体决策。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
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
00%-80%（含）、80%-60%（含）、60
%-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要点：（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其他工
作任务目标）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②项目绩效目标
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
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
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
各占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
、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
60%（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2

"评价要点：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评分规则
：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
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
含）、80%-60%（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2

评价要点：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②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
是否按照标准编制；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
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
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
%（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要点：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②资金分配
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评
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点执行
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
0%（含）、80%-60%（含）、60%-0%评
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4

评价要点：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
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
同规定的用途；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权重，
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
100%-80%（含）、80%-60%（含）、6
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4

资金到位率 100%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
到具体项目的资金。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
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评分规则：得分
=资金到位率×分值。

达成预期
目标

3





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表

2022年度
填报单位
: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项目名称: 专用设备购置费

项目概况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是省卫生厅直属唯一的一家三级甲等儿童医院，已有60年历史，也是苏州大学医学部儿科临床
学院和苏州大学儿科医学研究所所在单位，主要承担着苏南及部分苏中地区乃至全省儿童疑难病症诊治以及全国小儿血
液病的诊疗中心的任务。目前医院专科齐全，拥有26个临床科室、7个医技科室，涵盖儿科诸领域，同时医院拥有1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小儿血液病专业），16个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含建设单位），9个苏州市临床重点
专科，在教学上已经成为临床医学儿科学方向学士、儿科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点。现医院每年门急诊量超250万余人次
，为了满足医院的公共服务需求和临床建设需求，紧密结合医院“十四五”规划路线，在拥有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医院
也需配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雄厚的技术力量。根据两个院区医疗事业规划发展情况，将配置一批必需

的医疗专用设备，以及鼓励临床医疗新项目、新技术的开展和一批趋老化需要更新的设备。

评价指标
全年指标
值

分值 评价要点及评分规则
实际完成

值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2

评价要点：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
规划和政策要求；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属于部门履职所需；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
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项
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0%权重，每个要点执
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
80%（含）、80%-60%（含）、60%-0%
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2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②审
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
体决策。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
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
00%-80%（含）、80%-60%（含）、60
%-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2

"评价要点：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评分规则
：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
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
含）、80%-60%（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要点：（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其他工
作任务目标）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②项目绩效目标
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
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
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
各占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
、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
60%（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2

评价要点：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②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
是否按照标准编制；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
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
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
%（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要点：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②资金分配
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评
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点执行
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
0%（含）、80%-60%（含）、60%-0%评
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
0%。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
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评分规则：得分=资金到位率×
分值。

53.50% 1.6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4

评价要点：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
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
同规定的用途；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权重，
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
100%-80%（含）、80%-60%（含）、6
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4



资金到位率 100%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
到具体项目的资金。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
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评分规则：得分
=资金到位率×分值。

达成预期
目标

3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2

评价要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
等制度；②财务和业务管理等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
整。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
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
%-80%（含）、80%-60%（含）、60%-
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6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实施过程
中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并按照规定
程序实施项目，进度是否符合计划；②项目调整及支出
调整手续是否完备，资产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开展监督
检查、绩效监控和评价；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
术鉴定、监督检查、绩效管理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
档；④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
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
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
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
%（含）、60%-0%评分。

达成预期
目标

6

产出

数量指标
设备采购数量达到
预算目标情况

≥100
%

4 57.84% 2.31

质量指标

设备购置验收合格
率

≥100
%

4 100.00% 4

设备更新率
≥100
%

4 100.00% 4

经费支出合规性
＝100
%

4 100.00% 4

时效指标
采购计划完成及时

性
≥100
%

4 57.84% 2.31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644
1万元

5
3445.92万

元
5

设备采购成本控制
情况

≤100
%

5 100.00% 5

效益

经济效益
专用设备经济效益

影响程度
显著 7

达成预期
目标

7

社会效益

对保障各项业务工
作正常开展，促进
公共服务效率的提
升或改善程度

显著 7
达成预期
目标

7

对单位履职、促进
事业发展的影响或

提升程度
显著 7

达成预期
目标

7

生态效益
对减少污染排放量
的影响程度

显著 7
达成预期
目标

7

可持续影响

对单位履职、促进
事业发展的持续影

响程度
显著 6

达成预期
目标

6

设备投入运行对行
业管理水平的持续

影响程度
较好 6

达成预期
目标

6

总计 100 95.22

绩效等级 优

主要成效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梳理项目目标实现情况，总结成果的同时能及时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对照年初设立绩效目标
方案，该项目年度预算6441.3万元，实际执行数3445.92万元，本年度预算资金执行率53.5%，资金

执行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大型设备采购流程较长，部分设备到2022年底流程未实施完毕，预计2023年才能验收
入库，因此资金执行较缓慢，其他绩效目标实现均良好。

存在问题 由于部分大型设备采购流程复杂、周期较长，年度设定采购计划有时未能在当年度完成，影响项目绩效评估。

整改措施
细化年初项目预算，充分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优化采购流程，适当延长项目实施周期和评价周期，合理

制定项目绩效目标指标。

过程

资金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