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服务，为党委政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提供

史料依据。

(6).完成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有关事宜。

2.机构设置

从决算编报单位构成看，纳入 2023 年度本部门决算汇

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共 1 个，具体

情况如下：

（二）人员情况

承德县档案馆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2023 年年末编制数

10 人，其中行政编制 6 人（含领导编制 2 人）、机关工勤编

1 人、全额事业编制 3 人。2023 年年末实有人数为 10 人，

其中在职行政人员 6 人、机关工勤 1 人、在职事业人员 3 人。

（三）部门年度整体收支情况

2023 年，承德县档案馆收入总计 239.22 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 229.23 万元、其他收入 9.99 万元。支出总计

237.3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02.00 万元。“基本支出”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基本性质 经费形式

1 承德县档案馆(本级) 全额事业单位 财政拨款



核算的主要内容是人员工资、社会保障缴费、劳务派遣人员

工资以及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商

品和服务支出。“三公”经费支出 0 万元。“三公”经费支出

核算的主要内容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四）部门（单位）主要履职情况

2023 年，承德县档案馆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抽调精干

力量，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及时完成了预决算公开工作，

切实做到了依据充分、内容完整、数据真实、绩效显著。

在支出管理方面，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落

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工作的有关精神，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的要求，严格控制单位行政运行基本支出，特别是“三

公”经费的管理，改进文风会风，加强经费及资产管理，有

效地降低了行政成本。承德县档案馆 2023 年度“三公”经

费支出共计 0 万元，与预算持平。

2023 年，承德县档案馆在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过

程中，紧密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以问题为导向，有效实现

了权力制衡，使单位领导从源头上规避了经济责任风险。

二、部门整体评价工作开展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严格落实《预算法》及省、市、县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

规定，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

提升部门责任意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承德县档案馆

的发展。



（二）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完善制度，规范管理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县委、县政府厉行节约

的精神，进一步规范机关作风、加强机关财务管理，修改完

善了《公务接待制度》、《公车管理制度》，对单位行政运行、

内部控制、会议、差旅、培训等按政策新规进行了修订和细

化。

2.严格执行预算，控制各项经费支出

（1）公款出国（境）费：全年因公出国出境费用支出 0

万元，支出在预算之内。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严格执行公车管理规定，

公务用车一律实行派车登记制，单位所有公车实行定点维修、

IC 卡加油、统一保险制度，如实登记上报公务车辆情况，严

禁公车私用，严格执行公务车辆统一停放在单位院内的规定。

（3）公务接待费用：公务接待严格执行“三定”、“四

不准”制度，严格接待审批程序，严格执行凭公函接待制度、

禁酒禁烟，严格控制接待标准、杜绝大吃大喝及高消费娱乐，

接待总额严格控制在县纪委、县财政下达的厉行节约预算指

标之内。

（4）公务卡使用情况符合相关规定

公务卡使用按有关规定执行，全单位职工全覆盖，费用

开支全部用公务卡结算。

3.完善监管，建立长效机制

（1）提高全局意识。自领导到普通干部，全面增强厉



行节约、减少行政成本的意识，强化危机感和责任感，提高

工作效率、节约行政成本从一点一滴做起。

（2）加强对会议经费的管理。按要求尽量精简会议，

控制会议时间、规模、人数，尽量利用机关会议室，尽量召

开电视电话会议，使用多媒体，会议归口管理，会期不超过

半天，会议的人数及标准严格按规定执行。

（3）加强对培训及差旅费的审批管理。严格控制培训

规模，控制出县参加会议、培训的人数；实施出差申报层层

审批制，从严审批，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严禁无实质内容、

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工作要有计划，除特办急办的

事项外，尽量将需要出差的事项整合办理。

（4）加强对公务车辆的管理。执行公车改革政策，规

范和控制公务用车、修理、用油等行为；因公出差最大限度

地拼公车，提高单车使用效率。

（5）控制公务接待费用。所有接待实行公函接待和审

批制，严格控制接待标准、范围和次数，层层审批，严禁使

用烟酒和饮料，由单位监察人员负责不定期督查，坚持“务

实节俭、高效透明、严格标准、有利公务”的原则，严禁大

吃大喝、铺张浪费。

（6）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机关基建项目及大额专项经

费支出、设备购置一律经单位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并按政府

采购规定实施，耗材及办公用品采购实行定点采购。

（7）全力推行网络无纸化办公，减少纸张使用。

（8）加强用电管理。对空调、照明等进行统一管理，



提倡节约用电，为安全节约，机关烤火器及火箱全部取缔。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分析

（一）投入绩效情况分析

1.目标设定

职责明确：部门的职责设定符合“三定”方案中所赋予

的职责和年度承担的重点工作。

活动合规：部门的活动在职责范围之内并符合部门中长

期规划。部门活动的设定在部门所确定的职责范围之内；部

门活动符合县委、县政府的发展规划及本部门的年度工作安

排与发展规划。

活动合理：部门所设立的活动明确合理、活动的关键性

指标设置可衡量。活动目标的设定是可量化的，可通过清晰、

可衡量的关键指标值予以体现；在活动目标设定时，将关键

指标明细分解为具体的达成目标与工作任务。

目标覆盖率：部门年度申报绩效目标项目资金额与部门

项目预算资金总额的比率达到目标值。

目标管理创新：部门编报整体绩效目标和申报项目绩效

目标的数量符合规定的要求。

2.预算配置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部门本年度实际在职人员数与编

制数的比率＜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

与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的变动比率＜0。

重点支出安排率：部门本年度预算安排的重点项目支出



与部门项目总支出的比率=100%。

（二）过程绩效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

预算完成率：部门本年度预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率

=100%。

预算调整率：部门本年度预算调整数与预算数的比率=0。

支付进度率：部门年度支付数与年度预算数的比率，全

年支付进度率=100%。

结转结余率：部门本年度结转结余总额与支出预算数的

比率=0。

结转结余变动率：部门本年度结转结余资金总额与上年

度结转结余资金总额的变动比率=0。

公用经费控制率：部门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

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0。

“三公经费”控制率：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

出数与预算安排数的比率=0。

2.预算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部门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

而制定的管理制度健全完整。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

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相关管

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资金使用合规性：部门使用预算资金符合相关的预算财

务管理制度的规。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

及有关部门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



审批过程和手续；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论证；符合部门

预算批复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情况；不存在挤占情况；

不存在挪用情况；不存在虚列支出情况。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部门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

开相关预决算信息。按规定内容和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

基础信息完善性：部门基础信息完善。基本财务管理制

度健全；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基础数据信息

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准确。

3. 资产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部门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

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健全完整。已制定资产管理制度；相

关资金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

有效执行。

资产管理完全性：部门资产保存完整、使用合规、收入

及时足额上缴。资产保存完整；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

符；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固定资产利用率：部门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

定资产总额的比率=100%。

4. 预算绩效监控管理

监控率：部门纳入绩效监控的项目数量占实际申报绩效

目标项目数量的比率=100%。

（三）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项目实际完成率：部门履行职责而实际完成的项目数与

计划完成的项目数的比率=100%。



项目质量达标率：部门已完成项目中质量达标项目个数

占已完成项目个数的比率=100%。

重点工作办结率：部门年度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与下达

数的比率=100%。

部门绩效自评项目占比率：部门自评项目在所有项目中

所占份额的比率=100%。

（四）效果绩效情况分析

1. 监督发现问题

违规率：部门存在违规问题的资金数量占部门预算支出

资金总额的比率=0。

2. 工作成效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考核评价：财政部门对部门开展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的评价结果综合得分 98 分。

3. 评价结果应用

应用率：部门应用绩效评价结果的项目数占绩效评价项

目数的比率=100%。

4. 结果应用创新

结果应用创新：部门将绩效结果主动对外公开、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向同级政府、人大等部门报告。

5. 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社会公众对部门履

职效果、解决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厉行节约等方面的满意

程度，民众满意度为优秀。

四、存在的问题



1.账务处理不规范：票据分类不合理，记账凭证填写不

完整。摘要填写不能反应资金用途。

2.购买食品、办公用品无明细清单。

3.科目运用不准确。

五、整改措施或建议

1、从源头上强化对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实行专项资金

预算管理，结合单位实际，按轻重缓急统筹安排编制预算，

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和合理性，优化资金结构。

2、强化财务控制意识，准确定位财务人员角色。将财

务的职能定位于全面参与资金使用的决策与控制。

3、按时间进度分解资金使用计划。专项资金的使用，

要事前做计划，事中进行控制，事后总结提高。合理安排资

金使用，充分体现资金投向的目标和效益。

4、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水平。加强人员培训、加强调

研，提出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意见建议、加大宣传力度，提高

绩效意识。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强与财政部门的紧密配合，

开展好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工作，运用好绩效评价的结果，不

断提升预算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