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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主要职能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技工

学校主要承担区城乡居民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

2.部门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

高新区（新市区）技工学校无下属预算单位，下设 6个处

室，分别是：办公室、教务科、总务科、招生就业科、财务室、

安保科。

高新区（新市区）技工学校编制数35名，其中：行政编

制0名，机关工勤事业编制24名，实有人数24人。

(二)部门单位年度重点工作

2023 年学校各类培训班期累计开班166个班期，共计培训

5353 人。其中：创业培训 97 个班期，培训人数 3173 人；技

能培训 59 个班期，培训人数 1869 人；专项大盘菜制作培训

10个班期，培训人数 311人。非补贴人员录入平台信息 5000

人，补贴类和非补贴类平台数据共计10353 人。

本年度共计承担 2500个创业培训计划指标、100个餐饮专

项培训目标任务，目前，创业培训达97个班期，培训人数达

3173人；餐饮专项培训达 10个班期，培训人数达 311人，均

已完成指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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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4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年

初预算数为 246.47 万元、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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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47万元，年中调增数637.69

万元，调整后全年预算数 902.16 万元，预算调整率 2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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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16 万元，全年实际支出资金 519.0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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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08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为 488.74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和日常运行；项

目支出30.34 万元，主要用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补贴及鉴定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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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16 万元，其

中：人员经费 409.19 万元，公用经费 81.97 万元。实际支

出 488.74 万元，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 99.51%。

基本支出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人员工资由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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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日常的邮电费、电费、专用材料费、取暖费、维护维

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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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学校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高新区（新市区）技工学校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等健全完

整的各项管理制度，有效保障了本单位高效的履行工作职能，

较好的促进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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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万元，执

行金额为30.34 万元。其中：

本级财力项目：共计1个项目，金额为411万元，中央财

政就业（职业培训）补助资金项目，预算金额为 411万元，执

行金额为30.34 万元，达到提高居民就业率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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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16万元，执行金额为

519.08万元，执行率为 57.54%，得 5.75 分。

（一）指标一：

三公经费控制率。该指标年度目标值 100%，年中监控实际

完成值 100%，本次评价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该指标完成率

为100%，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8分，自评得分 8分。

（二）指标二：

预算经费。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小于等于 264.67 万元，

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为309.27 万元，预算调增 637.69 万元，

调整后全年预算数 902.16 万元，本次评价预算经费 519.08

万元，该指标完成率为 57.54%，偏差原因：中央财政就业补

助项目为跨年项目，2023 年项目资金完成支付较少，改进措

施：加强中央财政就业补助项目加快完成审核和资金拨付。该

指标权重分值为12分，自评得分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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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9%，本次评价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7.38%，该指标完成率为 7.38%，偏差原因：中央财政就业补

助项目为跨年项目，2023 年项目资金完成支付较少，改进措

施：加强中央财政就业补助项目加快完成审核和资金拨付。该

指标权重分值为12分，自评得分0.89 分。

（四）指标四：

政府采购执行率：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100%，年中监控

实际完成值为 23.03%，本次评价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该指

标完成率为100%，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8分，自评得分 8分。

（五）指标五：



培训出勤率：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90%，年中监控实际完

成值为 98.89%，本次评价培训出勤率 90%，该指标完成率为

100%。该指标权重分值为10分，自评得分10分。

（六）指标六：

技能培训人数：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10500人，年中监控

实际完成值为10468 人，本次评价技能培训人数 10353人，该

指标完成率为98.6%。偏差原因：2023 年非补贴培训人数较少，

改进措施：深入摸排城乡居民技能和创业培训需求，加强非补

贴类培训，该指标权重分值为15分，自评得分14.79 分。

（七）指标七：

建立校企合作企业数量：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3

家，年中监控实际完成值为 3家，本次评价建立校企合作企业

数量3家，该指标完成率为100%。该指标权重分值为 15分，

自评得分15分。

（八）指标八：

培训人员满意度：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95%，年中监控实

际完成值为 0%，本次评价培训人员满意度 98.75%，该指标完

成率为10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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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3 分，评价

结果为“中”。

五、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经费和年中实际执行值有差距，因2023 年我单位

财务开始独立核算，预算经费年初预算指标由高新区（新市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解，年中因人员变动，进行了预算经

费的调整，以后年度加强学校预算经费的管理。



2、在中央财政就业补贴项目的执行中，应加强摸排有职

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需求人员，加快就业补贴的申请，做到

强技能，促就业。

六、 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改进措施

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加强项目的规范管理，合理制定项目实

施方案，加快实施进度；

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及时准确拨付项目资金，严格按照相

关财务制度做好项目的经费管理使用，有效利用项目资金，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改进工作方式，进一步加强部门单位对项目

绩效评价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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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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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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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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