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妇女儿童服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甘肃省妇女儿童服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评价年度 2023年度 评价类型 部门评价 

委托评价单位 
甘肃省妇女 
联合会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迅敦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评价对象名称 甘肃省妇女儿童服务中心 

实 
施 
目 
的 

通过运用规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科学的绩效评价方法，全
面、客观地对甘肃省妇女儿童服务中心部门整体收入、支出情况及
履职效能进行评价。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分析存在的问
题，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合理的工作建议，促进服务中心从
整体上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
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为
以后年度预算编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资 
金 

情 
况 
（万 
元） 

预算安排资金 462 实际到位资金 427.23 

其中：中央财政 - 
其中：中央财

政 
- 

省级财政 462 省级财政 427.23 

实际支出资金 332.39 结转结余资金 94.84 

预算执行率 71.95% 

二、部门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服务中心 2023 年度计划助力漳县乡村振兴 4次、
开展妇女儿童公益活动 10 场次、慰问退休职工人数 3
人、业务外出培训 4 人次、业绩考核发放 6 人次、物
业维护面积 12632 平方米、办公区域整洁率达到 100%、

办公区域运营正常率达到 100%。 

三、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甘肃省妇女儿童服务中心 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进

行评价，涵盖预算资金 462万元。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号）；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

见》（国发〔2021〕5号）；

5.《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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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
办法》等 6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 
7.《甘肃省妇女儿童服务中心 2023 年度部门工作计
划》； 
8.《甘肃省妇女儿童服务中心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目标表》。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根据甘肃省妇女儿童
服务中心部门整体职能、年度工作计划及绩效目标设
置，围绕部门组织管理、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部门履
职与效果等重要内容，结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

则及设计方法，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方面进
行综合评价。共设置 4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
27 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的数据源于部门履职各项资
料、基础数据表及问卷调查等。决策、过程、产出、效
益四个一级指标占比分别为 12%、24%、30%、34%。 

评价办法 
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成本效益分析

法等。 

数据采集及处理办法 
信息与数据收集采取文案调查法、实地调查法、问

卷调查法等方式进行，数据处理采取预处理方法、数据

挖掘方法、数据分析方法开展。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项目绩效评价实施分为前期准备、组织实施、分析

评价和撰写报告四个阶段。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 
评价 
结论 

评价得分 90.21 评价等级 优 

绩效 
分析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率 91.67% 75.38% 100% 91.53% 90.21% 

五、存在问题 

项目资金执行效率不高。一是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偏低，2023年度甘肃省
妇女儿童服务中心项目支出全年预算 368.33 万元，实际支出 238.72 万元，项
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64.81%。二是结转结余资金较多，年度结余资金 94.84 万
元，较上年度增加 25.5万元且结转结余变动率达 36.78%。 

部分数据填报审核不严谨，绩效自评过于简单。一是甘肃省妇女儿童服务
中心《2023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中“编制人员数”未填写。
二是《2023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中“全年支出全年预算数
243.67 万元”与《2023 年度决算报表》中“本年支出全年预算数 462 万元”
不一致。三是《2023 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中“项目支出全

年预算数 150万元”与《2023年度决算报表》中“项目支出全年预算数 368.33
万元”不一致。四是《2023年度甘肃省妇女儿童服务中心绩效自评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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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简单，未针对 2023 年度部门履职情况进行详细分析，无实施情况及经验
做法、问题及整改等内容的表述。 

长效管理机制不健全。一是档案管理工作有待完善，由于甘肃省妇女儿童
服务中心还处于功能恢复期，档案管理体系未形成，相关制度不完善。二是人
才培育工作不到位，年度内开展培训次数较少，业务素质培训机会不足。 

六、有关对策建议 

重视预算执行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一是要提高对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监督等措施，不断提
高预算意识，了解和掌握预算执行管理的要求，确保项目预算执行高效合理，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科学细化编制预算，在预算编制中贯彻政策
相符、目标相关、经济合理、依据充分等原则，根据国家规划、要求和项目储

备，结合部门实际，按轻重缓急合理安排资金，尽可能细化，增强预算的可行
性，减少和避免预算调整。三是建立预算执行与预算安排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
预算单位依据项目任务和经费需求，做好预算执行计划和前期工作；对照预算
执行计划，定期检查执行进度并进行通报。强化部门预算的约束力和刚性，将
预算执行进度和决算结果作为编制下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 

精准填报数据，规范撰写报告。一是建议服务中心可加强对报表填报人员
的培训，提高其对相关业务的熟悉程度，确保其充分理解并遵循数据填写的规
范，准确、及时地完成数据填报工作。二是单位应强化审核流程的严谨性。建
立严格的审核机制，确保数据在提交前经过仔细核对，避免数据缺失或出错。
三是在今后的自评工作中，单位应做细、做实绩效自评范围，提高自评质量，

确保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完善管理机制，确保长效发展。一是建议服务中心建立健全档案管理相关

的制度，落实档案管理工作，把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纳入日常工作议事日程，
由专门人员具体从事档案管。二是为职工创造更多培训机会。加强业务知识学
习，提高其业务水平，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妇女儿童工作队伍。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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