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绩效自评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自评得分

1
“委员活动、
视察、培训等
经费”项目

279.21 279.02 99.90% 91.99

2
“政协会议经

费”项目
198 197.95 100.00% 93

3
“参政议政经

费”项目
86.03 85.98 99.90% 92.99

4
“公务接待费

”项目
18.9 5.01 26.50% 92.15

5
“2022年政协
系统补助经费

”项目
10 10 100.00% 93

 



“委员活动、视察、培训等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委员活动、视察、培训等经费

主管部门 00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六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实施单位
00200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六

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资金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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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279.21 279.02 10 99.9% 9.99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89 279.21 279.02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成组织政协委员开展视察 、调研、培训，为委员订购
政协报刊等工作内容 ，实现为委员履职提供必要保障的工作目标 。

结合市政协民主监督协商计划 ，精心调研考察，形
成综合调研报告和考察材料 11件，征集发言材料160
件，提交建议案和专项建议 8件；聚焦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开展情况通报、视察调研
和协商讨论；围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

展主席会议成员集体视察 ；组织180多人次各级政协
委员开展40多场现场商量，提出300多条具体意见；

组织委员履职培训2期；委员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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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

数量指标

组织视察活动次数 ≤9次 9 8 8

委员履职能力、政协委员及政协干部能力 、市政
协领导及机关干部参加全国政协 、省政协等组织
的专项培训班

≤3次 3 8 8

住六安省政协委员视察项目数量 ≥1次 0 4 0

偏差原因：受疫情影
响。改进措施：以后
年度编制绩效指标时
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
素，提高绩效指标的
科学性、合理性、实

用性。

老委员、港澳台侨届委员、民宗届委员联谊活动
开展次数

≤2次 1 4 4

质量指标 委员活动参与率 ≥95% 96 6 6

时效指标

委员视察时限 ≤12月 12 5 5

培训完成时限 ≤12月 12 5 5

成本指标

委员视察单位成本
≤450元/人

/天
450 5 5

委员参训单位成本
≤560元/人

/天
560 5 5



绩
效
指
标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对发挥政协委员专长和作用的影响程度
影响程度

较高

部分达成
预期指标
并具有一

定效果

5 3.5

偏差原因：受疫情影
响，部分活动未能开
展，影响政协委员发
挥主体作用。改进措
施：积极组织调研、
考察、视察、培训等
活动，提高政协委员

履职能力。

政协委员本职胜任率 ≥95% 95 15 1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对政协委员履职的可持续性影响程度
影响程度

较高

部分达成
预期指标
并具有一

定效果

10 7.5

偏差原因：受疫情影
响，部分活动未能开
展，影响政协委员发
挥主体作用。改进措
施：积极组织调研、
考察、视察、培训等
活动，提高政协委员

履职能力。

经济效益
指标

0

生态效益
指标

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政协委员满意度 ≥98% 98 10 10

总分 100 91.99



“政协会议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专项会议费-政协会议经费

主管部门 00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六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实施单位
00200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六

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资金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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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198 197.95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98 198 197.95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成召开市政协六届一次全体会议 、主席会议、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常委会议、对口协商会、专委会会议等工作内容 ，实
现向委员报告政协工作 ，听取委员意见建议，审查委员提案，为我市发展

建言献策的工作目标 。

组织各类会议160余场4700余人次。六届一次会议收到
提案404件，立案358件，立案率88.6%；提交建议案和

专项建议8件；参会对象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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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

数量指标

市政协对口协商会 ＝9次 8 5 4

偏差原因：受疫情影响
。改进措施：以后年度
严格按照序时进度完成

年度工作任务。

市政协专委会 ＝18次 18 5 5

市政协常委会（全会期外） ＝4次 3 5 4

偏差原因：受疫情影响
。改进措施：以后年度
严格按照序时进度完成

年度工作任务。

市政协全体会议 ＝1次 2 5 3

偏差原因：按照以往惯
例，每年年初召开1次

全体会议，市政协六届
二次会议经市委常委会
研究决定于2022年年末
召开。改进措施：以后
年度编制绩效指标时要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
提高绩效指标的科学性

、合理性、实用性。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50分)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率 ≥95% 100 2.5 2.5

经费支出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

指标
2.5 2.5

会议出勤率 ≥95% 96 5 5

时效指标

会议召开时间 ≤2024年 2024 5 5

项目完成时限 ≤12月 12 5 5

成本指标

二类会议经费标准
≤350元/人

/天
350 2 2

例会经费

常委会按
二类会议

标准350元/
人.天；其
余例会按
三类会议

标准300元/
人.天

达成预期
指标

2 2

一类会议经费标准
≤450元/人

/天
450 2 2

全会经费

一类会议
标准450元/

人.天

达成预期
指标

2 2

三类会议经费标准
≤300元/人

/天
300 2 2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逐步提高
达成预期

指标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与会各位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从我市发
展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议意见 ，促进我市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

逐步提高

部分达成
预期指标
并具有一

定效果

5 3.5

受疫情影响，部分活动
未能开展。改进措施：
以后年度严格按照序时
进度完成工作任务，不
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

和水平。

会议提案采纳率 ≥60% 88.60 5 5

生态效益
指标

无 无
达成预期

指标
0 0

会议期间资料、纸张等可循环垃圾回收处理
全部回收

处理
达成预期

指标
10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对委员履职、促进六安经济可持续发展 影响深远

部分达成
预期指标
并具有一

定效果

5 3.5

受疫情影响，部分活动
未能开展。改进措施：
以后年度严格按照序时
进度完成工作任务，不
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

和水平。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委员及参会对象满意度 ≥98% 98 10 10

总分 100 93.00



“参政议政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参政议政经费

主管部门 00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六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实施单位
00200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

六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资金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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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86.03 85.979 10 99.9% 9.99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29 86.03 85.979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成编印出版有关文史资料 ，审查、交办、督办委员
提案，征集、编印社情民意信息，参加或承办三省政协主席座谈会议等工

作内容，实现参政议政的工作目标 。

编报《六安政协信息》44期，其中省政协采用
12件，省领导批示4件、市领导批示20件；编报《
社情民意》120期，市领导批示批办16件；编辑出
版《青墩驻村记》1500册；重点提案6条；提案督

查督办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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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

数量指标

编印文史资料等 ≤1000册 1500 8 6

偏差原因：考虑到
疫情因素，保守估
计编印册数，但实
际编印数因赠阅文
史资料范围扩大而
增加。改进措施：
以后年度编制绩效
目标时要综合考虑
各方面因素，提高
绩效指标的科学性
、合理性、实用性

。

参加鄂豫皖三省政协主席座谈会 ≤1次 1 8 8

重点提案数量 ≤11条 6 8 8

质量指标 重点提案督查督办完成率 ＝100% 100 8 8

时效指标 重点提案督查督办完成时限 ≤12月 12 8 8

成本指标

报刊征订及文史资料编印费 ≤15万元 15 5 5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50分)

成本指标
参加或承办三省政协主席联席会议 ≤6万元 0 5 3

偏差原因：受疫情
影响，会议以视频
方式召开，未产生
费用。改进措施：
以后年度编制绩效
目标时综合考虑各
方面因素，提高绩
效指标的科学性、
合理性、实用性。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提案被党委、政府采纳率 ≥60% 88.6 20 2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聚焦民计民生，用高质量履职成果服务党政
科学决策

逐步提高

部分达成
预期指标
并具有一

定效果

10 7

偏差原因：受疫情
影响，部分工作未
开展。改进措施：
以后年度严格按照
序时进度完成年度
工作任务，不断提

升履职成效。

经济效益
指标

0

生态效益
指标

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委员满意度 ≥98% 98 10 10

总分 100 92.99



“公务接待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运转维护费-公务接待费

主管部门 00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六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实施单位
00200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

省六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资金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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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8.9 5.01 10 26.5% 2.65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0 18.9 5.01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成接待全国、省及兄弟市政协来六安考察 、调研、学
习的工作内容，实现加强同各级政协之间的沟通交流 ，展示六安良好形象的

工作目标。

认真做好全国政协、省政协来六安调研、视察和
外地政协来六安考察期间的接待工作 ，共接待35
批次360人次，接待对象满意度100%，加强同各
级政协之间的沟通交流 ，展示六安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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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

数量指标 公务接待人数 ≤300人次 360 12.5 12

偏差原因：考虑
到疫情因素，保
守设定绩效指标
值。改进措施：
以后年度编制绩
效指标时要综合

考虑各方面因
素，提高绩效指
标的科学性、合
理性、实用性。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率 ≤100%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12月 12 12.5 12.5

成本指标 公务接待单位成本
≤100元/人/

天
100 12.5 12.5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展示六安良好形象 效果良好
达成预期

指标
30 3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无 无
达成预期

指标
0

经济效益
指标

0

生态效益
指标

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公务接待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92.15



“2022年政协系统补助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政协系统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00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六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实施单位
00200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六

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资金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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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0 10 1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围绕当前中心任务组织开展的调研等相关工作 ；用于帮助县区政协改
善工作环境和进一步提高委员履职水平和质量 。

2022年度，将补助经费拨付给县区政协 ，用于县区政
协改善工作环境和进一步提高委员履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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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

数量指标 每年补助次数 ＝1次 1 10 10

质量指标 资金支出合规性
符合财经规
定和预算要

达成预期
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时间 ≤2022年 2022 10 10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 2022 10 10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率 ≤10万元 1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无 无
达成预期

指标
0

社会效益
指标

促进县区政协工作提升

大力推进实
现政协之间
上下联动，
为展示六安
形象、凝聚
发展合力、
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部分达成
预期指标
并具有一

定效果

15 11.5

偏差原因：受疫情影
响，年底将经费拨付
给县区，可能会影响
其支付进度，无法及
时了解资金使用情况
。改进措施：以后年
度提早谋划，尽量在
年中拨付经费，便于
动态掌握经费使用绩

效。

生态效益
指标

无 无
达成预期

指标
0



绩
效
指
标

效益指标
(30分)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对政协委员履职，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的可持续性影响程度 。

影响明显

部分达成
预期指标
并具有一

定效果

15 11.5

偏差原因：受疫情影
响，年底将经费拨付
给县区，可能会影响
其支付进度，无法及
时了解资金使用情况
。无法改进措施：以
后年度提早谋划，尽
量在年中拨付经费，
便于动态掌握经费使

用绩效。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县区政协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93.00



2022年度“政协会议经费”项目绩效                              
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政协会议经费

    项目背景：政协会议经费项目的实施，为市政协履职和政协
委员参政议政提供保障。该项目是常年性、延续性项目，市政协
通过召开会议，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动员和组织政协
委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新阶段现代化幸
福六安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项目主要内容：召开市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
、专委会会议、对口协商会议、县区政协座谈会等。

    项目实施情况：召开市政协全体会议2次；常委会议（含全
会期间）8次；主席会议17次；党组会议9次；专委会各类会议18
次；对口协商会8次；机关党组会议26次；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19次；机关党委会议16次；县区政协主席及秘书长座
谈会1次；征集发言材料160件，提交建议案和专项建议8件。

    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市政协会议经费2022年预算为198万
元，全年执行数为197.95万元，执行率为99.97%。

    （二）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组织市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委员通过全体会议
、常委会议、资政会、对口协商会等形式，紧扣党政中心工作和
群众关注关切，深入调查研究，向市委、市政府提交建议案、专
项建议等，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阶段性目标：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成召开市政协全体会议
、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对口协商会、专委会会议等工作内容，
实现向委员报告政协工作，听取委员意见建议，审查委员提案，
为我市发展建言献策的工作目标。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对象和范围



    目的：以绩效评价为契机补缺补差，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
强财政支出管理，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

    对象和范围：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对口协
商会、专委会会议等工作内容。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等    绩效评价原则：坚持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级分类和绩效
相关的原则，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    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采用三级指标体系，设置一级指标
4个，分别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的评
价。绩效评价实行百分制，其中：决策12分、过程22分、产出36
分、效益30分。设置二级指标14个，结合项目特点，从指标的适
用性出发，在决策指标中分设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等
二级指标；在过程指标中分设资金管理、组织实施等二级指标；
在产出指标中分设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等
二级指标；在效益指标中分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二级指标。设置三级指标32
个，是对14个二级指标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划分。
    评价方法：目标管理法。

    评价标准：项目绩效评价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部门
制定的强制性标准；遵循独立、客观、科学、公正的原则;建立
畅通、快捷的信息管理和反馈机制。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认真学习领悟绩效评价相关文件精神，明确绩效评价的目的
、方法和原则，科学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标准。通
过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指标评分和报告撰写等环节，保障本次
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完成。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2年度“政协会议经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综合得分为93
分，评价等级为“优秀”。其中：决策指标得分为12分，得分率
100%；过程指标得分为22分，得分率为100%；产出指标得分为33
分，得分率为91.67%；效益指标得分为26分，得分率为86.67%。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结合市政协职责、年度工作安排和上一年度预算编制及执行
情况进行项目决策。

    （二）项目过程情况

    召开市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对口协商会、
专委会会议等各类会议。

    （三）项目产出情况

    召开市政协全体会议2次；常委会议（含全会期间）8次；主
席会议17次；党组会议9次；专委会各类会议18次；对口协商会8
次；机关党组会议26次；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19次；
机关党委会议16次；县区政协主席及秘书长座谈会1次；会议出
勤率96%；征集发言材料160件，提交建议案和专项建议8件；经
费支出合法合规。以上各类会议及履职成效均于2022年底前完成
。    （四）项目效益情况

    与会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从我市发展的各个领域提出建
议和意见，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经验及做法：加强项目实施的动态监控，定期或不定期
对项目实施情况、经费使用情况开展检查，对进展缓慢、预期绩
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
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存在的问题：预算绩效指标与预算执行情况有时会存在局部
细微偏差。

    原因分析：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专业性强，编制绩效指标时未
能全面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一定程度影响绩效指标的科学性、
合理性和实用性。

         六、有关建议
    （一）绩效管理涉及面广，要求科学精细，建议财政部门适
时开展业务培训，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二）建议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对预算项目的分类评价，探
索对保运转类项目评价结果的直接引用，减少常规性连续项目年
年都要评价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