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及部门评价报告

第一部分 安庆市妇女联合会部门绩效自评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1 妇女慰问帮扶活动经费

2 妇儿工委办公室经费



1.妇女慰问帮扶活动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妇女慰问帮扶活动经费

主管部门 安庆市妇女联合会
实施

单位
安庆市妇女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分

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71 1.71 10 100.00% 10

其中：本年财

政拨款
1.71 1.71 - -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

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按照省市帮扶工作计划，开展贫困

妇女送温暖、贫困女大学生救助等各类慰问

帮扶活动。

目标 1 完成情况：各级妇联积极开展婚姻

家庭矛盾纠纷排查 5758 次，发现婚姻家庭

矛盾纠纷 758 件，成功调解 590 件。注重

源头维权。市直单位专题述法评议获得第

五名，联合市中院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市

检察院建立妇女儿童案件线索共享、司法

救助等工作合作机制，加大源头维权力度。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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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分)

数

量

指

标

贫困妇女送温暖、

贫困女大学生救助

慰问帮扶次数

≥30 人次

达成

预期

目标

10 10

质

量

指

标

资金使用规范

按政府会

计制度执

行

达成

预期

目标

10 10

时

效

指

标

经费支出时效性

年度内及

时完成相

预算资金

支付

达成

预期

目标

15 15



成

本

指

标

人均帮扶成本： 500 元 500 元 15 15

效

益

指

标

经

济

效

益

指

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达成

预期

目标

5 5

社

会

效

益

指

标

贫困妇女送温暖 逐步提高

达成

预期

目标

10 10

生

态

效

益

指

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达成

预期

目标

5 5

可

持

续

影

响

指

标

贫困女大学生救助 逐步提高

达成

预期

目标

10 10

满

意

度

指

标

(30

分)

服

务

对

象

满

意

度

指

标

帮扶群众满意度调

查
100%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2.妇儿工委办公室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2 年度 ）

项目名称 妇儿工委办公室经费

主管部门 安庆市妇女联合会
实施单

位
安庆市妇女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

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4 4.9 10 66.22% 6

其中：本年财政

拨款
7.4 4.9 - -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

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协调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强化职能，制定措

施， 实施妇女儿童纲要，整体推进妇女儿

童事业

对市妇儿工委成员单位和各县（市、区）“两

纲”实施情况进行中期督查,召开全市座谈

会、赴各地督查场地；召开“两纲”监测培

训工作会议。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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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分)

数量

指标

开展目标责任制考核

会议次数
1次 1次 5 5

开展“两纲”监测培

训会议次数
1次 1次 5 5

印刷宣传材料
500

份
600 份 5 5

调研次数 2次 2次 5 5

质量

指标
印刷宣传材料合格率

≥

95%
100% 10 10

时效

指标
调研完成时间

每年

年底

前完

成

年底前

完成
10 10



成本

指标
预算资金

不超

预算

数

达成预

期指标
10 10

效益

指标

（30

分）

经济

效益

指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

标不

适用

达成预

期指标
5 5

社会

效益

指标

提升“两纲”监测水

平，促进“两纲”目

标实现

优
达成预

期指标
5 5

关爱未成年成长，为

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优

达成预

期指标
5 5

生态

效益

指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

标不

适用

达成预

期指标
5 5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困难儿童关爱
逐步

提高

达成预

期指标
10 10

满意

度指

标

(10

分)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6



第二部分 部门评价报告

2022 年度妇女专项经费经费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用于解决妇女儿童发展民生问题，配套省妇女创业扶持

资金项目支出等。针对全市各层次妇女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

培训和慰问帮扶活动。根据工作调研，开展基层妇女干部培

训、下岗妇女就业创业指导、农村妇女实用技能学习培训等。

按照省市帮扶工作计划，开展贫困妇女送温暖、贫困女大学

生救助等各类慰问帮扶活动。

（二）项目绩效目标

目标 1：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目标 2：评选表彰市级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开

展妇女各类宣传活动。

目标 3：妇女素质提升，发挥优秀妇女示范带动作用。

目标 4：创建妇女之家、妇女徽家、徽姑娘等示范点，

发挥妇女之家阵地作用，强化妇联组织建设。

目标 5：其他妇女活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单位绩效评价目的是对项目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

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公正的测量、分析和评判。评价

对象为妇女专项经费。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绩效评价原则。遵循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

及公开透明原则。

2.评价方法。本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

比较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3.评分标准。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

指标值相比，完成指标值的，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

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要分析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

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

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定性指标得

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

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由办公室牵头，组织相关负责人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

行了专题研究，并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局下属

综合股、各中心根据局机关组织建设情况，分别成立了以主

要负责人和财务等组成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上下

高度重视，组织领导坚强，为积极稳妥地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2 年度妇女

专项经费项目支出全面开展了自评，涉及资金 114.19 万元。

从评价情况看，2022 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考评得分 99.93

分，项目绩效目标合理，各项目较好完成了目标任务，产生

了较好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分析。

本部门组织开展 2022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经过对

各指标得分进行汇总，2022 年度妇女专项经费支出绩效考评

得分 99.93 分，其中：年度主要任务完成情况 10 分，产出

指标 50 分，效益指标 30 分，满意度指标 10 分。评价结果

显示，我单位对绩效管理工作重视程度加强。从制定的绩效

目标以及执行效果来看，预算资金在产出、效益和满意 度

绩效指标方面均取得较好的执行效果，基本支出保障单位运

转，项目支出管理规范性整体较好。

（二）项目过程情况分析。

通过各类宣传培训，指导妇女援助联络中心、家庭暴力

伤残鉴定中心工作，为受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和社会服务，

促进了妇女就业，提升妇女的综合素质和发展能力。

（三）项目产出情况。

经评价，市妇联 2022 年度各项预期目标已全部完成，

部分存在超目标完成的情况。



（四）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部门相关工作的开展，有效实现了各项履职效益。

一是加强妇联自身建设及队伍的建设工作，提升了妇女基层

干部的自身及业务素质。二是团结和动员全市妇女投身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市妇联明确了年度主要工作内容和总体目标，但对绩效

目标的细化分解够清晰、明确，部分绩效指标可考核性不高。

下一步结合业务科室建立健全指标体系，细化效益指标。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主要问题：

1.对绩效管理认识不足，比较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

绩效，绩效管理观念有待加强。

2.绩效管理水平有差距。绩效指标编制科学论证不够充

分，绩效事前评估和事中监控需要进一步深入。

七、有关建议

强化宣传、提高认识，加大绩效考核人员的配备与综合

素养的培训与学习，使绩效管理工作真正地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