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2023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公章）：档案局
填报时间：2024 年 04月 01日



一、基本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主要职能

拟定全区党史、地方志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党史研究，收集、

整理、编纂高新区（新市区）党史资料，组织编写《乌鲁木齐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地方史》；其他党史书刊的编辑出

版工作；全区地方志编纂工作；组织《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志》的编修、续修和有关地情资料的收集、整

理、翻译、出版工作；地方志理论研究，收集、整理旧志；运用史志

资料和研究成果为高新区（新市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乌

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年鉴》的编辑、出

版、发行工作；对乡镇、片区、各部门单位的史志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组织编史修志人员的培训工作。

2.部门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党史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无下属预算单位，下设 2 个处室，办公室和业务科。



高新区（新市区）党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机关行政编制 5 名。2023 年

单位实有人数 4 人。

（二）部门单位年度重点工作：

2023 年，史志办在党委、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贯彻市

委、区委全会精神和各项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全办各项工作。全年共

完成 1 个项目，项目预算金额为 1.44 万元，执行金额为 1.22 万元，

其中：重点项目为 2023 年驻社区补助项目，预算金额为 1.44 万元，

执行金额为 1.22 万元。

扎实推进志书编纂。《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志（2000-2018）》于

2019 年 4 月启动，采用向社会购买服务方式，由四川省天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承接二轮志书编纂工作。2020 年 4 月 8 日召开志书评审会并

通过评审。志书已完成地图审核、书号申请等工作。承编单位近期交

付样书，组织审稿，部分重要内容返回单位审核，计划明年完成审读

工作，交付出版印刷。

稳步推进年鉴编纂。根据《地方志综合年鉴规定》对年鉴篇目进行了

修改和完善。在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保密关的前提下，慎定篇目、

删繁就简、优化结构，规范流程。已完成四稿审核，2021 卷和 2022 卷

已完成初稿编撰，送至市史志办审读。2023 卷已完成分纂工作。

做好党史大事记续编。《中国共产党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党史大事记



（1961-2010）》已于 2012 年 7 月完成。上限为 1961 年 2 月，下限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史实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用条目的形式逐年、

逐月、逐日的进行记述。

（三）部门单位整体预算规模及安排情况：

1.年初预算安排情况

我单位年初预算数为 82.5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76.53

万元、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00 万元。

综上所述，部门预算安排与单位职能关联度较高，预算安排结构清晰

明了，能够直观展示各项费用的分配情况，预算规模合理，为单位的

稳健发展和高效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预算调整情况

我单位年初批复预算数 82.53 万元，年中调增数 1.34 万元，调整后全

年预算数 83.87 万元，预算调整率 1.62%。

综上所述，年中预算调整幅度与单位运转情况和履职情况相匹配，未

出现资金收支不平衡以及债务风险等负面影响，确保了预算调整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

3.全年预算执行情况



全年预算数为 83.87 万元，全年实际支出资金 81.20 万元，预算执行

率为 96.82%。

综上所述，本年度在执行预算过程中不存在闲置、浪费或挪用等情况，

执行预算在预期可控范围内，严格按照项目进度支付资金，不存在超

进度付款情况，资金支出方向合理，资金支出流程规范。

4.资金使用主要内容及范围

我单位 2023 年全年预算支出金额共计 81.2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

79.98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在职干部工资发放及社医保公积金缴纳、保

障机关水电费、电话费等基本运行支出等；项目支出 1.22 万元，主要

用于驻社区人员补助。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和使用情况

2023 年本单位基本支出全年预算总额 82.43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77.62 万元，公用经费 4.81 万元。实际支出 79.98 万元，基本支出预

算执行率 97.03%。

基本支出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人员工资由组织部、人社局、

社保局、医保局、住房公积金管理办公室及财政局等部门逐个审核，



按月申报及发放。基本公用经费用于支付机关日常的水电费、电话费、

差旅费、办公用品、办公耗材款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车

辆加油、维修及购买车辆保险。

（二）项目管理和使用情况

1.项目管理情况

（1）管理制度健全性

本单位从预算收支管理、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合同管理等方面，

健全和完善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坚定实施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为加强

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已制定《高新区（新市区）党史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办法》、《高新区（新市区）党史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财务管理制度》等健全完整的各项管理制度，有效保障

了我单位高效的履行工作职能，较好的促进事业发展。

（2）资金使用合规性和安全性

部门预算资金使用符合国家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预算资金拨付有完

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

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确保我单位预算资金规范运行。



2.项目使用情况

2023 年本单位共有 1 个项目，项目总金额为 1.44 万元，执行金额为

1.22 万元。其中：

（1）本级财力项目：共计 1 个项目，预算金额为 1.44 万元，实际支

付 1.22 万元。为驻社区补助项目，预算金额为 1.44 万元，执行金额

为 1.22 万元，达到保障驻社区人员生活，服务辖区群众的效益。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分析：

我单位 2023 年全年预算金额为 83.87 万元，执行金额为 81.20

万元，执行率为 96.82%，得 9.68 分。

（一）指标一：

预算经费：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小于等于 82.53 万元，年中监控实际

完成值为 49.61 万元，预算调增 1.34 万元，本次评价预算经费 81.20

万元，该指标完成率为 96.82%，偏差原因：预算调整后，项目人员减

少，成本节约。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20 分，自评得分 20 分。

（二）指标二：

人员考核合格率：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100%，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为

0%，本次评价项目人员考核合格率 100%，该指标完成率为 100%，该指



标权重分值为 15 分，自评得分 15 分。

（三）指标三：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100%，年中监控实际完成

值为 62.97%，本次评价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84.72%，该指标完成率为

84.72%。偏差原因：驻社区人员调整。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15 分，自评

得分 12.71 分。

（四）指标四：

2023 年年鉴完成率：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100%，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

为 62.5%，本次评价 2023 年年鉴完成率 100%，该指标完成率为 100%。

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15 分，自评得分 15 分。

（五）指标五：

稿件自采自编率：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90%，，年中监控实际

完成值为 100%，本次评价稿件自采自编率 100%，该指标完成率为 100%。

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15 分，自评得分 15 分。

（六）指标六：



区属单位满意度：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95%，年中监控实际完

成值为 95%，本次评价区属单位满意度 95%，该指标完成率为 100%。该

指标权重分值为 10 分，自评得分 10 分。

四、评价结论：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7.39 分，评价结果

为“优”。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指标的明确性、可衡量性、相关性还需进一步提升。预算

精细化管理还需完善，预算编制管理水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缺少带着问题去评价的意识，后续效益评价具体措施和方法不足。

六、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改进措施

强化年初预算工作，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并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加大绩效工作宣传力度，强化绩效理念。完善绩效指标，提高整体绩

效目标质量。提升预算精细化管理水平。继续完善预算绩效管理相关

工作制度，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有效贯彻落实全面实施绩

效管理的精神。

（二）建议

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工作。明确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编制要求，分类

别建立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比可测预算绩效指标体系，突出结果

导向，重点考核实绩。加强绩效业务学习及培训，提高业务人员绩效



管理意识，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优化项目支出绩效指标体

系，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有效推动我单位下一年度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通过强化专业培训、学习考察、业务交流等措施，帮助和促进本单位

现有人员提高绩效管理业务水平、实际工作能力。强化预算绩效执行

工作，指定专人负责预算执行监督管理，进一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绩效评价工作应从源头抓起，评价工作和意识应贯穿绩效的整个

过程。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力量，贯彻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将绩效各个环节紧密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