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国有资产监管专项资金

项目单位
基本情况

主管部门及                  
主管部门编码

主管部门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

项目单位
乌海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项目单位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
郝健宏   0473-3995883

部门职能

（一）承担监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二）负责
所监管企业工资分配管理工作，制定所监管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政
策并组织实施。(三）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四）按照
管理权限，通过法定程序对所监管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健
全选人用人机制，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五）负责组织出
资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
编制和执行等工作。（六）对出资企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参股企
业的国有资产的产权变更处置等参依法进行监督管理。（七）按照
出资人职责，负责督促检查所监管企业观测落实国家、自治区和乌
海市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方针政策及有关

法律法规、标准等工作。

项目

基本

情况

项目

情况

预算功能科目 2150702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实施起止时间
（年月）

2020-01~2020-12

项目概况
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和党建工作科、产权管理与政策法规科、资本运营与考

核分配科、规划发展与企业改革科监管17家企业的经费

项目立项依据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号中央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管理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组织部贯彻落实全国、全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任务的分

解方案》通知

项目实施必要性及
可行性

1.承担监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指标体系，制订考核标准和措施办法，通过统计、稽核对所监管企
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负责所监管企业工资分配管理工作，

制定所监管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政策并组织实施。
2.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
3.按照管理权限，通过法定程序对所监管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健

项目               
资金               
来源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项目资金构成

上年度
项目资金结转

本年度预算
本年度

安排其他资金
申请

27 27

项目
预算明细

明细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起止时间（年、月）

国有资产监管专项资金 27 202001-202012

合计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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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总
体
目
标

中长期目标
（

年— 年） 年度目标

完成17家市属国有企业的监管工作

项
目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对17家国有
企业进行监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对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

时效指标 一般公共项
目时效指标

想定指标值 时效指标 企业领导人
员管理和党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企业领导人
员管理和党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部门负责人（签字）：

郝健宏

填报人（签字）：

张云艳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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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标

完成17家市属国有企业的监管工作

指标值

对17家国有
企业进行监参与率在

100%

202001-
202012
27万元

20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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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财政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填制说明

一、年度：指编制部门预算所属年份。如：编报20××年部门预算时，填写“20××年”；20××年预算执行中申请调整预算时，填写“20××年”。

二、项目名称：按规范的项目名称内容填报。

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一）主管部门：填写项目主管部门（一级预算单位）全称。主管部门编码：按各级财政部门规定的预算编码填列。  

（二）主管部门负责人：项目主管部门（一级预算单位）负责人。主管部门负责人联系电话：填写项目主管部门（一级预算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

（三）项目单位：填写项目用款单位。

（四）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用款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填写项目用款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

（五）部门职能概述：简要描述项目单位（部门）的工作职能、范畴等基本情况。

四、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情况

1、预算功能科目：按预算编制中的功能分类科目填报。

2、项目属性：分为新增项目和延续项目，在选项“□”中划“√”。

3、项目实施起止时间（年、月）：填写项目整体实施计划开始时间和计划完成时间。

4、项目概况：简要描述项目的内容、目的、范围等基本情况。

5、项目立项依据：主要指国家、自治区、盟市颁布实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党委政府决策决定、政策文件规定及财政预算安排通知等依据。

6、项目实施必要性及可行性：依据充分、论点论据符合逻辑、陈述合理及科学可行。

（二）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来源：项目资金总额为本年度预算安排、本年度安排其他资金、上年度项目资金结转之和；新增项目只填报本年度预算安排、本年度安排其他资金；

延续项目分项分别填报本年度预算安排、上年度项目资金结转及本年度安排其他资金情况。

五、项目预算明细

项目预算明细：描述本年度实施的预算明细及进度，根据具体细化的实施内容，分别填写预算金额、计划开始时间和计划完成时间。

六、项目总体目标

（一）中长期目标：概括描述延续项目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三年）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其中，所填写的期限按一定时期滚动填写，如2016年编制2017年预算，填写

2017-2019年；2017年编制2018年预算，填写2018-2020年等。

一次性项目和处于项目期最后一年的项目，不需填写此项，只填写年度目标。

（二）年度绩效目标：概括描述项目在本年度内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七、项目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按中长期指标和年度指标分别填列，其中，中长期指标是对中长期目标的细化和量化，年度指标是对年度目标的细化和量化。

一次性项目和处于项目期最后一年的项目，只填写年度指标。

绩效指标一般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两类一级指标，每一类一级指标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分别设定具体的指标值。指标值应尽量细化、量化，

可量化的用数值描述，不可量化的用定性描述。

（一）产出指标：反映根据既定目标，相关预算资金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

1、数量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数量，如“举办培训的班次”、“培训学员的人次”、“新增设备数量”等；

2、质量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如“培训合格率”、“研究成果验收通过率”等；

3、时效指标，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如“培训完成时间”、“研究成果发布时间”等；

4、成本指标，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成本的控制情况，如“人均培训成本”、“设备购置成本”、和“社会平均成本的比较”等。

（二）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前述相关产出所带来的预期效果的实现程度。可进一步细分为：

1、经济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如“促进农民增收率或增收额”、“采用先进技术带来的实际收入增长率”等；

2、社会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如“带动就业增长率”、“安全生产事故下降率”等；

3、生态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如“水电能源节约率”、“空气质量优良率”等；

4、可持续影响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带来影响的可持续期限，如“项目持续发挥作用的期限”、“对本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

5、满意度指标：属于预期效果的内容，反映服务对象或项目受益人对相关产出及其影响的认可程度，根据实际细化为具体指标，如“受训学员满意度”、

“群众对××工作的满意度”、“社会公众投诉率或投诉次数”等。

（三）实际操作中其他绩效指标的具体内容，可由部门（单位）根据需要，在上述指标中或在上述指标之外另行补充。

（四）部门负责人、填报人对填报内容进行核实确认并签字。

    



一、年度：指编制部门预算所属年份。如：编报20××年部门预算时，填写“20××年”；20××年预算执行中申请调整预算时，填写“20××年”。

（一）主管部门：填写项目主管部门（一级预算单位）全称。主管部门编码：按各级财政部门规定的预算编码填列。  

（二）主管部门负责人：项目主管部门（一级预算单位）负责人。主管部门负责人联系电话：填写项目主管部门（一级预算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

（四）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用款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填写项目用款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

（五）部门职能概述：简要描述项目单位（部门）的工作职能、范畴等基本情况。

3、项目实施起止时间（年、月）：填写项目整体实施计划开始时间和计划完成时间。

5、项目立项依据：主要指国家、自治区、盟市颁布实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党委政府决策决定、政策文件规定及财政预算安排通知等依据。

6、项目实施必要性及可行性：依据充分、论点论据符合逻辑、陈述合理及科学可行。

项目资金来源：项目资金总额为本年度预算安排、本年度安排其他资金、上年度项目资金结转之和；新增项目只填报本年度预算安排、本年度安排其他资金；

延续项目分项分别填报本年度预算安排、上年度项目资金结转及本年度安排其他资金情况。

项目预算明细：描述本年度实施的预算明细及进度，根据具体细化的实施内容，分别填写预算金额、计划开始时间和计划完成时间。

（一）中长期目标：概括描述延续项目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三年）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其中，所填写的期限按一定时期滚动填写，如2016年编制2017年预算，填写

一次性项目和处于项目期最后一年的项目，不需填写此项，只填写年度目标。



绩效指标按中长期指标和年度指标分别填列，其中，中长期指标是对中长期目标的细化和量化，年度指标是对年度目标的细化和量化。

绩效指标一般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两类一级指标，每一类一级指标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分别设定具体的指标值。指标值应尽量细化、量化，

（一）产出指标：反映根据既定目标，相关预算资金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

1、数量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数量，如“举办培训的班次”、“培训学员的人次”、“新增设备数量”等；

2、质量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如“培训合格率”、“研究成果验收通过率”等；

3、时效指标，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如“培训完成时间”、“研究成果发布时间”等；

4、成本指标，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成本的控制情况，如“人均培训成本”、“设备购置成本”、和“社会平均成本的比较”等。

（二）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前述相关产出所带来的预期效果的实现程度。可进一步细分为：

1、经济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如“促进农民增收率或增收额”、“采用先进技术带来的实际收入增长率”等；

2、社会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如“带动就业增长率”、“安全生产事故下降率”等；

3、生态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如“水电能源节约率”、“空气质量优良率”等；

4、可持续影响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带来影响的可持续期限，如“项目持续发挥作用的期限”、“对本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

5、满意度指标：属于预期效果的内容，反映服务对象或项目受益人对相关产出及其影响的认可程度，根据实际细化为具体指标，如“受训学员满意度”、

（三）实际操作中其他绩效指标的具体内容，可由部门（单位）根据需要，在上述指标中或在上述指标之外另行补充。



（一）中长期目标：概括描述延续项目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三年）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其中，所填写的期限按一定时期滚动填写，如2016年编制2017年预算，填写



乌海市

财政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填制）

（  年度）

     项目名称：

     编报部门（印章）：

     部门负责人（签字）：

     部门预算代码：

     编报人（签字）：

     编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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