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部门名称 天津市民政局

预算
执行
情况

部门预算
金额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分值 得分

执行率
（B/A）

137831.9 114139.7 110540.0 10 9.7 96.8%

偏差原因
分析及改
进措施

按照财务核算抵消规则，殡葬处与其附属单位产生的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与上缴上级费用抵消 2600万元；上级补
助收入与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抵消999.64万元；以上两项共计3599.64万元为全年预算数与全年执行数产生的偏
差。下一步在年初编制预算中充分考虑抵消因素，确保预算更加精准。

年度
绩效
目标
完成
情况

目标
序号

年度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1
通过深化救助改革，完善救助政策
体系，加大救助力度，持续做好困
难群众兜底保障。

2022年全年将15000名新增困难群众及时纳入常规保障
范围。发放临时救助金18385.5万元，救助66909人次；
发放“点球式”救助金809.47万元，救助3229人次；发
放临时价格补贴2444.25万元；发放临时性生活补贴
1496.91万元。修订出台低保家庭、特困人员、低保边
缘家庭认定和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定办法 ，将低保
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
将特困人员未成年人年龄从16岁延长至18岁，增加就业
成本扣减、低保渐退等规定，建立对社会救助家庭货币
财产超标和部分患病、残疾家庭治疗和康复允许拥有车
辆的“豁免”政策，增加救助工作政策弹性，切实做到
“应保尽保”。

2
通过完善健康养老政策体系，加大
养老服务供给，推进养老服务质量
提升。

推动将《天津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纳入立法计划，建
立27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市级联席会议制度，印发了《
关于加快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天津市促进养
老服务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
《天津市“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完善困难老年人居家养老补
贴，试行老人家食堂助餐服务，提升全市578家社会化
运营日照中心，推动建设养老服务综合体101个，建设
家庭养老床位1318张。加强探索智能养老服务、农村养
老服务模式以及探索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

3

通过完善儿童福利及未成年人保护
政策体系，推进服务保障孤儿养、
治、教、康等工作，从而提升儿童
福利服务保障水平。

出台4项儿童福利及未成年人保护政策，提升儿童福利
和未成年人保护水平。

4

通过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工作、乡镇
（街道）服务管理创新、行政区划
等工作，提升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
水平。

2022年，全市民政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工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
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
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委、
市政府关于基层治理工作部署要求，基层政权进一步巩
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服务
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经受住了疫情大考，赢得了市委、
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全市城乡社区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加强了
行政区划管理工作，有序推进了街乡镇界线勘定，提升
了行政区划信息数字化和公开化水平。



年度
绩效
目标
完成
情况

目标
序号

年度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5

通过持续开展临时救助、特殊群体
服务保障、婚姻管理规范化建设、
殡葬管理改革创新等工作，优化社
会事务创新管理，推动公共福利事
业发展。

2022年不断深化殡葬改革，加强殡葬宣传在殡、葬、祭
三方面的引领作用，逐步提升殡葬文化和市民群众对殡
葬改革工作的认知度，营造推动殡葬改革的舆论氛围，
影响和带动市民群众逐步接受并主动宣传绿色 、文明的
殡葬新风尚，为美丽天津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6

通过慈善事业发展与监督、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发挥志愿
服务发祥地优势，发展慈善和社会
工作服务，加强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

1、按照民政部要求，开展基金会抽查审计和重大公益
项目审计，进一步加强对慈善组织（基金会）日常监
管；推进街道（乡镇）社工站建设，加强街道（乡镇）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能力提升培训，开展社工站经验交
流，进一步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和水平。
2、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积极应对风险
挑战，积极推进本市渠道拓展，实现转型发展，努力提
升全市销售场所总量，保证销售网络健康发展。天津福
彩中心继续贯彻平稳紧运行、健康发展方针，强化福彩
销售场所督查检查工作，围绕防范未成年人购彩、销售
非法彩票及销售场所涉赌等违规违法行为紧抓不放 ，确
保天津福彩健康安全向前推进。在销售场所巡检中，未
发现有赌博、销售非法彩票、网络售彩和未成年人购彩
或兑奖等行为。以上督查检查工作有效加强了销售场所
的市场管理工作，规范了代销行为。

7

通过深化社会组织审批改革，加强
社会组织规范建设及监督，激发社
会组织活力，强化党对社会组织的
领导，提升社会组织管理和发展水
平。

1.2022年，完成了2021年度市属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单位（社会服务机构）抽查审计工作，向中标会计师事
务所支付了尾款。并向社会组织反馈了抽查审计情况，
邀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了培训，通过审计和培训，
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组织资金的监管，规范了社会组织
的行为，促进了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完成了
2022年度市属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
构）抽查审计工作的招标工作，与中标的会计师事务所
签订了合同，并支付了启动经费。                                               
2.保障全部社会组织登记事项在法定时限内办结、全部
社会组织登记事项按承诺时限办结，承诺时限较法定时
限缩减90%，提升登记审批效率；提供社会组织免费公
告、免费审计服务，减轻社会组织经济负担，激发社会
组织活力。
3.公益创投项目资金支持95个公益创投项目，极大程度
的提高了我市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增强了社
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感。

8

通过加强党建、民政法制建设、优
化政务服务举措等民政建设工作 ，
推进民政资金规范运行，夯实基础
工作，推进和加强民政事业管理，
加强民政服务能力建设。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
审核，开展民法典、宪法进社区等普法宣传，做好行政
执法人员培训等工作。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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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计划完成低保对象救
助人数

≥15万人 14.64万人 0.5 0.4

一是天津城乡居民收入
持续增长，造成收入增
加，超过低保标准。因
此，主动退出低保。二
是天津低保标准多年未
调整，群众收入增长超
过低保增长。三是政策
有待进一步优化，对重
点人群加大“扩围增效
”力度。

计划完成临时救助人
数

≥6.7万人次 6.7万人次 0.5 0.5

完善社会救助政策、
制度、标准

≥4项 4项 0.5 0.5

开展低收入核对业务
区域

=16个区 16个区 0.5 0.5

质量指标

困难群体救助流程合
规率

=100% 100% 0.5 0.5

社会救助政策、制度
、标准等专家评审通
过率

=100% 100% 0.5 0.5

出具低收入核对报告
准确率

=100% 100% 0.5 0.5

时效指标 

困难群体救助及时性 及时 及时救助困难群体 0.5 0.5

完善社会救助政策、
制度、标准及时性

及时
及时完善社会救助政

策、制度、标准
0.5 0.5

开展低收入核对业务
及时性

及时
及时开展低收入核对

业务
0.5 0.5

成本指标 

困难群体救助成本 ≤727万元 725万元 0.5 0.5

低收入核对业务成本 ≤117.4万元 116.1万元 0.5 0.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持续加大救助力度，
强化兜底保障

持续加大
持续加大救助力度，

强化兜底保障
0.5 0.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建立健全困难群体救
助制度标准、工作开
展流程

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完善困难群体
救助制度标准、工作

开展流程
0.5 0.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被救助困难群众满意
度

≥85% 100% 1 1.0

核对系统使用工作人
员满意度

≥90% 95% 1 1.0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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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2

数量指标

发展家庭养老床位 ≥1000张 1208张 0.5 0.5

护理型养老机构床位
占比

≥50% 55.3% 0.5 0.5

局属老年公寓照料老
人数量

≥1779人次 1994人次 0.5 0.5

新增养老床位数量
（全市）

≥5090张 5722张 0.5 0.5

建设养老服务综合体
（含嵌入式养老机
构）数量

≥100个 104个 0.5 0.5

质量指标

新增养老机构建设评
估合格率

≥80% 82% 0.5 0.5

建设养老服务综合体
（含嵌入式养老机
构）合格率

≥80% 82% 0.5 0.5

时效指标 

出台家庭养老处理办
法及时性

2022年12月之
前

2022年11月29日 0.5 0.5

新增养老床位及时性
2022年12月之

前
2022年12月20日 0.5 0

受本土新冠疫情影响，
导致工期进展缓慢，工
作于12月20日完成，今
后加强对突发事件造成
影响的预判。

成本指标 

养老机构建设补贴金
额

≤4000万元 1448万元 0.5 0.2

一是受本土新冠疫情影
响，养老机构建设缓
慢，社会力量投资养老
机构热情不高。二是新
建养老机构中有部分属
于营利性养老机构，按
规定不享受建设补贴。
截至23年4月，新增养
老机构4家，建设补贴
金 额 240 万 元 。 下 一
步，加强业务知识学
习，增强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和精准度。

津籍老人入住河北省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金
额

≤50万元 46.2万元 0.5 0.5

建设养老服务综合体
（含嵌入式养老机
构）补贴金额

≤5000万元 4980万元 0.5 0.5

局属养老院照料老人
费用

≤16925.6万
元

15810.11万元 0.5 0.5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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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局属养老院床位可用
率

≥88.8% 90.47% 0.5 0.5

提升养老服务能力 持续增强
持续增强养老服务能

力
0.5 0.5

提升养老院服务质量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养老院服务

质量
0.5 0.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
合监管制度

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

综合监管制度
0.5 0.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受照料的老人满意度 ≥90.3% 95.65% 1 1.0

老人家食堂用餐老人
满意度

≥85% 85% 1 1.0

绩效目
标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计划完成养治教康孤
儿数量

≥439人/月 477人/月 0.5 0.5

完善儿童福利及未成
年人保护政策、制度
、标准

≥3项 5项 0.5 0.5

为健全儿童福利保障机
制，完善政策制度，更
好保障困境儿童，制定
出台制度由2项增加至4
项，今后制定指标更加
精准

婚姻中心收养登记、
咨询计划接待人数

≥20人 28人 0.5 0.5

质量指标

养治、收治标准执行
率

=100% 100% 0.5 0.5

儿童福利及未成年人
保护政策、制度、标
准等专家评审通过率

≥100% 100% 0.5 0.5

婚姻中心收养接待人
员专业程度达标率

=100% 100% 0.5 0.5

时效指标 

养治教康孤儿工作开
展及时性

及时
及时开展养治教康孤

儿工作
0.5 0.5

完善儿童福利及未成
年人保护制度、政策
、标准及时性

及时
及时完善儿童福利及
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政策、标准
0.5 0.5

婚姻中心收养接待及
时率

=100% 100% 0.5 0.5

成本指标 孤儿养治教康成本 ≤1297.3万元 1297.3万元 0.5 0.5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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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孤儿养治教康服
务水平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孤儿养治教

康服务水平
0.5 0.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建立健全养治教康制
度标准、业务开展流
程

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
养治教康制度标准、

业务开展流程
0.5 0.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
受助孤儿满意度

≥94.5% 97.5% 1 1.0

有收养需求的群众满
意度

≥97% 100% 1 1.0

绩效目
标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升改造后旧楼区数
量

≤2162个 2161个 0.5 0.5

行政区划变更事项 ≥1项 1项 0.5 0.5

开展街、乡镇勘界 ≥1次 1项 0.5 0.5

区划管理调研次数 ≥1次 1项 0.5 0.5

质量指标

旧楼区长效管理评估
合格率

=100% 100% 0.5 0.5

行政区划变更事项执
行率

=100% 100% 0.5 0.5

2022年度勘界工作完
成率

=100% 100% 0.5 0.5

区划管理调研工作完
成率

=100% 100% 0.5 0.5

时效指标 

旧楼区长效管理补贴
发放及时率

=100% 100% 0.5 0.5

行政区划变更事项及
时性

及时
及时变更行政区划事

项
0.5 0.5

勘界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完成勘界工作 0.5 0.5

区划管理调研工作完
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完成区划管理调

研工作
0.5 0.5

成本指标 

旧楼区长效管理成本 ≤65万元 58万元 0.5 0.5

行政区划变更事项成
本

≤5万元 0万元 0.5 0.0

由于财政资金紧张，在
下达控制数时未安排相
应项目，导致工作无法
开展，下一步加强与财
政部门沟通，争取财政
资金。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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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4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联检、勘界工作成本 ≤20万元 2.98万元 0.5 0.1

由于财政资金紧张，在
下达控制数时安排行政
区划电子地图经费3万
元，下一步加强与财政
部门沟通，争取财政资
金。

区划管理调研成本 ≤2万元 0万元 0.5 0.0

由于财政资金紧张，在
下达控制数时未安排相
应项目，导致工作无法
开展，下一步加强与财
政部门沟通，争取财政
资金。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旧楼区居民生活
环境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旧楼区居民

生活环境
0.5 0.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旧楼区长效管理保障
机制

保障
保障旧楼区长效管理

保障机制
0.5 0.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旧楼区居民满意度 ≥70% 70% 1 1.0

绩效目
标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工
作完成数量

≥1200人次 1038人次 0.5 0.4

受疫情不可抗力影响流
浪乞讨人员数量显著减
少，接下来继续发挥政
府兜底保障作用，做好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三无”残疾人（智
力为主）收养完成数
量

≥256人 276人 0.5 0.5

精神病人住院及门诊
收治完成数量

≥60377人次 86400人次 0.5 0.4

安宁医院门诊患者诊疗
周期变短，诊疗频次增
加。整改措施：根据现
行就诊频次，合理调增
患者收治完成数量指标
。

组织全市婚姻登记员
开展业务培训

≥180人次 186人次 0.5 0.5

婚姻、咨询等计划接
待人数

≥300人 1005人 0.5 0.5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及管控政策变化，导致
涉外婚姻业务咨询人数
大幅增多，下一步我们
将更充分考虑影响涉外
婚姻业务的各外在因
素，更客观合理地预估
指标数值。

管理殡葬机构个数 ≥6个 6个 0.5 0.5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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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流乞救助流程合规率 ≥100% 100% 0.5 0.5

婚姻登记员培训考核
合格率

=100% 100% 0.5 0.5

婚姻中心接待人员专
业程度达标率

≥100% 100% 0.5 0.5

殡葬业务开展流程合
规率

=100% 100% 0.5 0.5

时效指标 

流乞救助工作完成及
时性

及时
及时完成流乞救助工

作
0.5 0.5

婚姻、咨询接待及时
率

≥100% 100% 0.5 0.5

全市婚姻登记员业务
培训完成及时性

年内完成 年内已完成 0.5 0.5

殡葬事务管理、改革
工作完成及时率

≥90% 100% 0.5 0.5

成本指标 

流乞人员救助成本 ≤1126.4万元 1124.04万元 0.5 0.5

收养及外聘护理成本 ≤1429.1万元 1182.45万元 0.5 0.5

收治精神病人成本 ≤327.1万元 313.2万元 0.5 0.5

婚姻中心接待及设备
购置成本

≤3.6万元 3.14万元 0.5 0.5

殡葬机构管理、殡葬
设备购置成本

≤5288.4万元 5288.4万元 0.5 0.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社会事务工作管
理水平

有所提升
提升社会事务工作管

理水平
0.5 0.5

引导群众生态安葬新
风

积极引导
积极引导群众生态安

葬新风
0.5 0.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建立健全流乞救助制
度标准、工作开展流
程

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
流乞救助制度标准、

工作开展流程
0.5 0.5

持续开展殡葬领域排
查整治工作

有效开展
有效开展殡葬领域排

查整治工作
0.5 0.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被救助的流乞人员满
意度

≥98% 98% 1 1.0

精神病人家属满意度 ≥85% 95% 1 1.0

婚姻中心接待的群众
满意度

≥98% 100% 1 1.0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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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基金会年检年报 =1次 1次 0.5 0.5

基金会专项审计和抽
查审计

=1次 1次 0.5 0.5

配合实施社会工作者
职业资格考试

≥1场 1场 0.5 0.5

指导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

≥10个 10个 0.5 0.5

彩票销售系统运行数
量

≥2个 2个 0.5 0.5

福利彩票签订销售额
任务数

≥12.5亿元 13.82亿元 0.5 0.5

质量指标

开展基金会年检年报
完成率

≥90% 90% 0.5 0.5

基金会专项审计和抽
查审计完成率

=100% 100% 0.5 0.5

配合实施社会工作者
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完
成率

=100% 100% 0.5 0.5

销售系统稳定运行率 ≥95% 99% 0.5 0.5

时效指标

开展基金会年检年报
及时性

及时 及时 0.5 0.5

基金会专项审计和抽
查审计及时性

及时 及时 0.5 0.5

组织实施社会工作者
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及
时性

及时 及时 0.5 0.5

指导社会工作项目及
时性

及时 及时 0.5 0.5

彩票系统故障响应及
时性

≤0.5小时 0.2小时 0.5 0.5

运营商开发彩票系统
新功能

≤3个自然月 1个自然月 0.5 0.5

成本指标

基金会专项审计和抽
查审计成本

≤35万元 35万元 0.5 0.5

福彩系统运维成本 ≤2303万元 2220.26万元 0.5 0.5

福彩日常运行工作经
费

≤376万元 334.94万元 0.5 0.5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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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彩票销售同类游戏同
比增长率

≥3% 0.083 0.5 0.4

社会效益
指标

加强基金会监管，规
范基金会行为

持续促进
持续促进加强基金会
监管，规范基金会行

为
0.5 0.5

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建设
0.5 0.5

彩票公益金筹集增长
率

≥上年筹集量
70%

96% 0.5 0.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进基金会健康有序
发展

持续规范促进
持续规范促进基金会

健康有序发展
0.5 0.5

完善彩票发行、销售
等业务工作流程

进一步完善
完善彩票发行、销售

等业务工作流程
0.5 0.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满
意度

≥90% 90% 1 1.0

彩民对于福彩工作的
满意度

≥95% 100% 1 1.0

绩效目
标7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创
投项目数量

≥20项 43项 0.5 0.4

往年有项目需整改后拨
付资金情况。今年项目
评估通过率较高，支付
家数较多。

开展社会组织党建引
领学习活动

≥10次 12次 0.5 0.5

计划开展监督检查社
会组织数量

≥200个 200个 0.5 0.5

为社会组织提供免费
审计服务

≥60件 63件 0.5 0.5

为社会组织提供免费
“一键公告”服务

≥200次 200次 0.5 0.5

质量指标

公益创投项目评审合
规率

≥90% 100% 0.5 0.5

行政许可审批合规性 =100% 100% 0.5 0.5

组织开展社会组织党
建引领学习活动完成
率

=100% 100% 0.5 0.5

计划开展监督检查事
项覆盖率

≤14% 14% 0.5 0.5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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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7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创
投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完成 0.5 0.5

组织开展社会组织党
建引领学习活动及时
性

及时
及时组织开展社会组
织党建引领学习活动

0.5 0.5

行政许可审批压缩时
限

低于法定时限
90%

92% 0.5 0.5

计划开展监督检查工
作及时性

及时
及时计划开展监督检

查工作
0.5 0.5

成本指标

公益创投项目成本 ≤300万元 221.99万元 0.5 0.5

行政许可审批证书耗
材成本

≤2万元 0.5万元 0.5 0.1

组织开展社会组织党
建引领学习活动成本

≤3万元 1.44万元 0.5 0.5

监督检查社会组织工
作成本

≤40万元 35.81万元 0.5 0.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社会组织管理和
发展水平

有所提升
提升社会组织管理和

发展水平
0.5 0.5

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公
益创投项目积极性

有所提升
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公
益创投项目积极性

0.5 0.5

强化党对社会组织的
领导

持续强化
持续强化党对社会组

织的领导
0.5 0.5

可持续影
响

指标

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管
理、监督制度及工作
流程

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
社会组织管理、监督

制度及工作流程
1 1.0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

持续促进
持续促进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
1 1.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行政许可事项“好差
评”差评率

≤1% 0% 1 1.0

社会组织满意度 ≥85% 90% 1 1.0

绩效目
标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编制专项发展规划 ≥1个 1个 0.5 0.5

推进民政法治建设事
项

≥3项 3项 0.5 0.5

局党建教育、培训、
活动开展次数

≥29次 32次 0.5 0.5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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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布民政政务信息 ≥100条 770条 0.5 0.4

根据政务公开和政府网
站有关工作要求，不断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
。今后，综合考虑往年
信息发布量，更加科学
精准地制定绩效目标。

运行维护业务系统数
量

≥14个 14个 0.5 0.5

质量指标

编制专项发展规划工
作完成率

=100% 100% 0.5 0.5

推进民政法治建设事
项完成率

=100% 100% 0.5 0.5

发布民政政务工作完
成率

=100% 100% 0.5 0.5

业务系统稳定运行率 ≥95% 98.5% 0.5 0.5

时效指标

编制专项发展规划及
时性

及时
及时编制专项发展规

划
0.5 0.5

推进民政法治建设事
项及时性

及时
及时推进民政法治建

设事项
0.5 0.5

党建教育、培训、活
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及时开展党建教育、

培训、活动
0.5 0.5

发布民政政务信息及
时性

及时
及时发布民政政务信

息
0.5 0.5

运行维护业务系统及
时性

及时
及时进行运行维护业

务系统
0.5 0.5

成本指标
业务系统运行维护成
本

≤142.5万元 107.41万元 0.5 0.5

网信办资金结余原因
为：采购节约资金；                 
殡葬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升级项目于2022年上半
年启动，升级项目建设
期间原一期项目未签订
续费合同，对方提供免
费运维服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夯实基础基层工作，
强化民政综合能力建
设

持续强化 持续强化 1 1.0



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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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8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群众对于民政政务信
息公开的满意度

≥70% 100% 1 1.0

总 分 100 96.5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论

自评等级：优。2022年，市民政局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我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部署要
求，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
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但仍存在绩效目标设置不
够科学、不够精准等问题，导致个别目标产生偏差。下一步，将积极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培训，做
好牵头指导工作，提高相关业务处室预算绩效管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