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统计局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度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项目 

决算金额 3339.39万元 

评价分值 87.75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项目决策 

本项目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415 号）、《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17〕53 号）、《国家统

计局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经费保障相关工

作的通知》（国统字〔2017〕144 号）、《上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本市开展第四次经济普查的通知》（沪府发

〔2018〕8 号）等文件要求设立，项目立项依据充分，

与市统计局的部门职能相适应。 

2.项目管理 

在项目实施管理方面，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第

四次经济普查实施方案》计划工作节点及《单位划分

及相关问题处理规定》、《普查区划分工作细则》、《普

查工作人员选聘和管理工作细则》、《普查单位清查办

法》、《普查单位临时代码管理办法》、《普查登记工作

细则》、《普查数据质量控制办法》、《普查员须知》、《普



查登记工作细则》等普查办法细则的要求落实各项工

作；在财务管理方面，有效执行《上海市统计局财务

管理办法》等财务制度，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此外，

项目按照《上海市统计局采购管理办法》开展各类采

购活动，项目采购工作规范。 

3.项目产出及效果 

项目产出整体较好，达到计划要求。2018 年度“上

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项目能较好地达成做好上海四

经普各项准备工作，为后续普查登记、数据处理等经

普工作的顺利实施打下扎实基础。 

（1）采购并发放了普查人员日常及防暑用品、

“两员”证件、市经普办日常办公用品及普查用 PDA、

数据处理设备等，高质量印刷了各类普查统计业务、

业务培训所需的操作手册、报表制度、统计分类代码、

工作手册、文件袋等，所有印刷制品、采购设备及用

品均一次性通过验收，设备用品与印刷资料 100%投

入使用，为业务培训、单位清查数据采集及处理提供

了必要的基础支持，项目物资的保障效益得到体现。 

（2）完成本市 16 个区共计 24392 名普查指导员

和普查员的选聘工作，通过市、区两级集中培训，配

合培训内容测试的培训质量控制措施，形成了一批高

素质“两员”，本届“两员”培训通过率 100%，单位

清查期间采集的数据完整性较好，受清查单位普遍对

“两员”的业务能力及沟通能力表示了认可。 

（3）完成了对徐汇区斜土路街道、闵行区吴泾

镇、松江区洞泾镇和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的普查试



点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试点工作普查方案

的完善效果也得到体现，首先，通过试点，确定了清

查阶段使用的具体入户方法；其次，发现了普查对象

配合程度不高，PDA 数据采集、审核及传输系统不完

善等问题，市经普办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宣传方案及

设备优化，为来年正式普查打下良好基础。 

（4）高质量完成了本市普查区的划分，明确了

普查区域界线，保证本市区域全覆盖，同时开展了“地

毯式”单位清查工作，对清查底册名录进行了剔重补

漏，确定了本市普查登记对象，为正式普查对象的不

重不漏奠定工作基础。 

（5）通过报刊、电视、互联网、广告、入户告

知等多形式多渠道的宣传手段，积极宣传上海四经

普，起到了较好地普查宣传效果，受访普查对象对四

经普工作知晓度达 100%。 

（6）清查数据应用效果较好，通过实施清查，

审核确认了一套表调查单位，对一套表调查单位名录

库进行了更新完善。此外，通过清查，对清查底册单

位进行了全面的摸底，界定了清查单位种类，从而确

定了纳入正式普查登记的单位名录。 

（7）2018年上海四经普工作开展顺利，数据采

集质量较优，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特邀市经普

办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对本市四经普工作进行经

验交流，项目实施成果得到上级部门认可。 

存在问题 1、专业性培训会议开展计划较实际需求预估偏



高，培训计划制定精细化程度不高。在项目执行过程

中，为提高工作效率，压缩合并了部分专业性培训会

议，各行业普查要求通过日常工作布置例会传达至各

区普查机构骨干人员，完成了相关培训内容，培训会

议实际召开次数低于年初计划，说明项目培训计划制

定精细化程度不高。 

2、项目预算未随同工作模式的优化进行同步调

整。项目单位本着节约资金的原则，在保证工作内容

保质保量落实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调

整了相关工作组织开展方式，降低了相应的人力或物

资成本，节约了维修维护费、印刷费、租赁费及咨询

讲课费等经费，但未对项目预算进行同步调整，造成

经费支出低于预算的情况，造成预算执行率相对较

低。 

整改建议 1、总结经验，提高培训计划制定的精细化程度 

项目单位在编制培训计划时，建议结合培训工作

的组织形式，合理预估年度培训会议数量，提高年度

培训计划制定的精细化程度，确保各项培训工作的顺

利开展。 

2、加强项目跟踪管理，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及变

动 

建议项目单位加强项目跟踪管理，及时掌握项目

进展并对项目变动做好预案。项目实施计划发生变

动，应及时调整预算，优化预算管理水平，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整改情况 已按照建议落实整改，具体整改工作正在进行中。 



上海市统计局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度“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 

决算金额 74.8万元 

评价分值 88.5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项目的决策情况较好： 

2018年度上海市统计局“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

根据评价的最终结果，项目决策的战略目标和国家的

有关要求相符。且项目的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的战略

发展目标与根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报

表制度、信息化统计报表制度要求、采集服务业相关

的各类基础数据资料等文件要求相符。 

2．项目管理： 

（1）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项目的财务管理和实施情况基本较好。有《上海

市统计局财务管理办法》、《上海市统计局会议（培

训）管理实施办法》、《上海市统计局差旅费管理实

施细则》等规章制度保障项目资金合规使用。 

（2）项目的实施情况较好： 

项目实施效果较好。通过对项目各项指标的评价



分析，2018年度“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及时完成了

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部门长效机制建设完善健全、

项目的实施的满意度调查结果也说明 2018 年度“服

务业统计调查”项目的完成情况较好，项目所制定的

制度确保了相关统计调查活动的全面、规范开展，对

统计数据采集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存在问题 项目中培训会议工作的执行率仅为63%，实际执

行与年初预算存在较大偏差。原因是由于项目在开展

培训工作时，本着节约资金的原则，通过与场地租赁

方的协调沟通对住宿费的标准及支出进行了把控，造

成培训费支出低于预算。且项目单位未对上述预算进

行调整，对预算执行率造成影响。 

整改建议 建议项目单位遇到实际实施内容调整无需部分

预算的情况时，积极调整项目预算，确保预算合理合

规执行完毕。同时，在来年编制类似预算时将调整原

因纳入考虑，提高预算编制合理性，进一步保障预算

执行。 

 

整改情况 已按照建议落实整改，具体整改工作正在进行中。 

 

 

 

 



上海市统计局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社情民意电话调查费项目 

决算金额 108.98万元 

评价分值 88.76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按计划和要求组织实施社情民意调查，及

时完成调查数据的收集和录入。 

（2）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组织开展业务培训。 

（3）进行数据质量咨询，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

性与完整性。 

（4）项目的长效管理机制较健全，部门的组织

架构完善，制度建设健全，措施实施到位，能有效实

现统计数据的信息共享。 

 

存在问题 1.项目执行率不高 

项目总体执行率仅为 69.02%，实际执行与年初预

算有较大偏差。原因是实际调查项目数量与预算编制

时计划数量不一致，调查量减少，资金使用也相对减

少。 

2.绩效指标编制不够完善 

2018年市服调中心进行社情民意电话调查费项

目申报时所设立的绩效指标不够全面完善，如产出指



标仅设置一个质量达标率指标，无法全面反映项目产

出的数量、质量和时效情况。 

3.项目宣传力度不足 

宣传效果较弱，群众对社情民意调查不了解，导

致社情民意调查中配合度不高，影响调查工作开展效

率。 

整改建议 1.提高预算编制精细化，加强预算管理 

提高预算编制水平，合理地、精准地、科学地编

制预算。做好项目规划、评估评审等前期准备工作，

在实施过程中如若发现变化较大的情况应该及时调

整预算，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2. 进一步做好绩效目标编制工作 

建议项目单位进行绩效目标的编制时，对项目年

度计划开展情况进行进一步梳理，指标设置与实施内

容相匹配，预计各项工作所要达到的产出数量、完成

节点和规模规格，尽可能将预期产出的内容进行具体

数量化，提高绩效目标清晰度，以便为后续实际开展

工作提供较好地参照和评判依据。 

3. 加大宣传力度，进行多渠道宣传 

重视项目宣传工作，扩展宣传渠道。良好的宣传

不仅能提高市民对社情民意调查的知晓率和配合度，

而且能提高公众对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信赖度，激发

群众参与社情民意调查的积极性。 

整改情况 已按照建议落实整改，具体整改工作正在进行中。 



上海市统计局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本市基本单位统计调查项目 

决算金额 163.49万元 

评价分值 89.53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项目的财务管理情况 

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财务保障较为全面，建立

了包括《上海市统计局财务管理办法》、《上海市统计

局预算管理办法》、《上海市统计局会议（培训）管

理实施办法》、《上海市统计局调查劳务费管理办法》、

《上海市统计局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保

障项目资金合规使用，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且执行情况

良好。 

（2）项目的实施情况 

通过对项目各项指标的评价分析，2018年度市统

计局普查中心本市基本单位统计调查项目的实施效

果较好。项目预算执行率 88.37%，资金使用情况较好，

且相关财务制度与管理制度健全，规范了劳务费、差

旅费、培训费等费用的支出，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

到了有效执行，基本单位统计报表制度制定情况也较

好。 

（3）项目的产出 



该项目按计划进度完成各项工作，组织实施了基

本单位统计调查，组织开展了调查业务培训，开展调

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完成了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维护

的工作。项目的及时性和质量情况也有较好保证。 

（4）项目效益 

针对市统计局普查中心本市基本单位统计调查

项目中的培训人员和管理者进行了各项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满意度结果都高于 80%，因此项目的实施整

体效益情况良好。 

存在问题 （1）培训费执行率不高。原因是培训工作模式发

生变动，由于 18 年是经济普查年，部分培训与经济

普查培训有机结合，从而减少了相关的项目培训经

费。 

（2）差旅费执行率不高。原因是市财政局关于差

旅费的新规定，差旅费纳入公用经费，不应在项目经

费中使用。 

（3）基本单位调查邮电费的三万元未执行，是因

为原计划将相应培训资料和调查表邮寄至街道，后改

为通过电子版发放及会议期间由各街道带回的方式。 

 

整改建议 提高预算编制精细化，加强预算管理。建议项目

单位根据项目执行条件及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编制预

算，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当项目实

际开展情况与预算编制的计划开展情况发生偏离时，

及时进行预算调整，切实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整改情况 已按照建议落实整改，具体整改工作正在进行中。 

 



上海市统计局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度“上海市人口、劳动力及劳动报酬状况

统计调查”项目 

决算金额 456.46万元 

评价分值 89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根据 2018 年度市统计局“上海市人口、劳动力

及劳动报酬状况统计调查”项目所设定绩效目标主要

是：保证各项年度、季度、月度调查有条不紊的实施，

各级统计机构数据按时、按质上报，最终数据结果真

实、可信、可用,并使调查结果能完成符合国家制度

要求、满足市政府需要的人口与就业统计调查制度，

实现调查数据结果能实际推动人口和就业统计制度

发展、有益于各级部门制定政策规划需要的目标。 

2018年度“上海市人口、劳动力及劳动报酬状况

统计调查”项目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 

（1）项目有充分的政策制度、规定、办法、通知

等文件的保障，支撑保证项目顺利进行，且各项制度

均被有效执行。 

（2）2018年度全国劳动力调查、职工劳动工资统



计调查、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人口数据评估均按计划

执行，并在规定时间点完成数据采集、检验、上报等

流程。 

（3）2018年度调查资料的填写规范性、调查数据

的准确率达目标值。 

（4）2018年度的数据共享性良好，根据各调查项

目取得数据，对内对外提供了数据服务，如局内统计

年鉴、小手册、统计公报等，为人社局、卫计委、老

龄委等市委办局提供有关就业人口、常住人口等数

据。 

存在问题 （1）预算未根据项目实施变动及时调整，预算编

制合理性需加强 

项目中“劳动工资统计调查”工作的执行率仅为

32%，“人口数据评估”工作执行率为 53%，其中“人

口数据评估”工作由于大数据挖掘项目因移动运营商

企业内部政策变动无法实施，造成费用无法如期支

出，“劳动工资统计调查”中多数专题会议合并于日

常工作会议，完成了培训内容但会议召开次数低于年

初预估目标，说明年初编制会议培训预算与实际所需

存在偏差，预算编制合理性有待加强。且项目单位未

对上述预算进行调整，对预算执行率造成影响。 

（2）针对重要培训，未设置培训事后检验机制  

   本项目调查内容较为专业，且样本容量较大，对

调查员的专业素养及业务水准有一定要求，虽然项目



单位针对各个子项开展了多次培训，但对于重要培训

未设置对应的事后检验机制，没有通过统一考查或抽

查的方式对被培训人员的培训效果进行检验，无法确

保培训效果达到预期。 

整改建议 （1）加强预算管理，及时调整预算 

建议项目单位遇到政策变动导致预算无法如期

执行，或者实施内容调整无需部分预算的情况时，积

极调整项目预算，确保预算不会溢出。同时，在来年

编制类似预算时将调整原因纳入考虑，针对会议培训

内容重复导致部分会议无需召开的情况，可以整理建

立会议数据库，对各个项目预计召开的培训会议进行

比对，合并、删减重叠部分，提高预算编制合理性，

进一步保障预算执行。 

（2）建立培训考核机制，保障培训效果 

   建议项目单位针对重大、重要培训会议设立培训

考核机制，对调查员的培训效果及业务能力进行考

核，加强调查员队伍建设，进一步保障、提高采集数

据的质量。 

 

整改情况 已按照建议落实整改，具体整改工作正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