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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合作交流工作业务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52,750.00 182,300.00 175,972.00 10 96.53% 9.6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52,750.00 182,300.00 175,972.0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切实做好援藏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本市援藏工作。促进两
地交流不断深化。促进沪藏两地政务交流，服务经贸往来。 

切实做好援藏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本市援藏工作，促进两地交流不断深化，促
进沪藏两地政务交流，服务经贸往来。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课题数 ≥1 1 10 10 
 

质量指标 
完成项目预期规模及要

点要求 

按照课题研究、培

训工作年度总体要

求和计划安排 

按照课题研究、培

训工作年度总体要

求和计划安排，但

是上半年课题研究

进度较慢 

20 17 

偏差原因：疫

情影响。改进

措施：进一步

提高工作计划

执行效率。 

时效指标 项目启动及时性 及时 比较及时 10 7 

偏差原因：疫

情影响。改进

措施：进一步

加快项目的落

实。 

成本指标 支出标准的合理性 

项目支出标准符合

规定，力争节省支

出 

项目支出标准符合

规定，较能节省支

出 

10 9 

偏差原因：项目

内部资金的分

配不够合理。改

进措施：进一步

精打细算开支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课题转化成果率 =100% =100%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合作交流工作支撑作用 支撑作用明显 支撑作用明显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与相关地区（单位 

）建立长效交流机

制 

与相关地区（单位 

）建立长效交流机

制 

5 5 

 

 

人员配置情况 

单位有人员分工机

制，人员配置能有

效完成项目 

单位有人员分工机

制，人员配置基本

能满足于有效完成

项目 

5 4 

偏差原因：岗位

有兼职情况。改

进措施：进一步

完善人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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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协助 

项目实施过程中， 

项目单位内部机构

分工合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 

项目单位内部机构

分工基本合理 

5 4 

偏差原因：人员

配置不足。改进

措施：进一步提

高项目单位内部

机构分工合理性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88% 10 8 

偏差原因：由

于高原自然环

境恶劣，工作

细致性还不

够。改进措

施：进一步做

好服务工作，

提高服务对象

满意度。 

总分 100 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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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合作交流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30,000.00 630,000.00 630,000.00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30,000.00 630,000.00 630,0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设立合作交流专项工作经费项目，确保各类援藏团组的服务保障

工作顺利开展，为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提供必要保障。 

通过设立合作交流专项工作经费项目，确保各类援藏团

组的服务保障工作顺利开展，为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

的工作任务提供必要保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接待团组 ≥90个 158个 10 10  

 

质量指标 完成项目预期规模及要点

要求 

 
根据要求保质保量

完成 

 
符合要求，基本
保质保量完成 

 

20 

 

18 
偏差原因：工作精细

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改进措施：进一步提

高在高原地区的工作

质量。 

 

时效指标 

 

项目启动及时性 
考核项目发挥影响

作用的时间早晚及

合适程度 

 

项目启动比较及

时 

 

10 

 

8 
偏差原因：疫情影

响。改进措施：进一

步加快项目的落实。 

 

成本指标 支出标准的合理性 项目支出标准符合

规定，力争节省支

出 

按照标准执行，

较能节省支出 

 

10 

 

8 
偏差原因：项目统筹

规划还不够科学。改

进措施：进一步精打

细算开支。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力 

促进两地经济建设

进一步发展 

促进两地经济建

设进一步发展 

5 5  

社会效益指标 合作交流工作支撑作用 支撑作用明显 支撑作用比较

明显 

10 9 
偏差原因：由于高原自

然环境恶劣，工作细

致性还不够。改进措

施：进一步提升支撑

力度。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比较完善 

 

5 

 

4 
偏差原因:个别制度随

客观条件变化更新不够

及时。改进措施：进一

步完善有关管理制度 

 

人员配置情况 
单位有人员分工机

制，人员配置能有

效完成项目 

单位有人员分工

机制，人员配置

基本能完成项目 

 

5 

 

4 
偏差原因：岗位有兼职

情况。改进措施：进一

步完善人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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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协同有效性 
项目实施过程中， 

项目单位内部机构 

分工合理 

项目实施过程

中，  项目单

位内部机构分

工基本合理 

5 4 偏差原因：人员配置

不足。改进措施：进

一步提高项目单位内

部机构分工合理性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0% 

 

10 

 

9 
偏差原因：部分服务

对象出现高原反应。

改进措施：进一步做

好服务工作，提高服

务对象满意度。 

总分 
100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