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设置及职责工作任务情况

机构设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机关包含提案委、学习委、经济委、农业和农村

委、科技委、人口资源环境和建设委、教文卫体委、社会和法制委、民族和宗教委、港澳台侨和外事

委 10 个专门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人事联络室、机关党委(工会)以及市纪委市监委驻市政协机

关纪检监察组，共 15 个部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市政协机关行政编制 158 人，实有 154 人，

事业编制 65 人，实有 58 人。离退休 219 人，其中：离休人员 9 人，退休人员 210 人。

部门预算由北京市政协机关本级行政和本级事业组成。

职责工作任务情况：承担为市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的统筹协调和服务

保障任务。主要职责：

1、负责市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和专门委员会会议的会务工作。

2、组织实施市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的决议、决定。

3、组织委员视察和调研，就本市各项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及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整理、

报送政协组织和委员履行职能形成的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等。

4、组织委员学习交流，不断提高履行职能的水平；研究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理论、政策，提



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工作建议。

5、广泛团结本市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反映他们及所联系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6、负责与全国政协、本市各区政协、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联系。

7、承办全国政协及市委、市政府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为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首都治理效能，根据《中共北京

市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制定实施北京市政协协商年度工作计划的意见>的通知》精神,围绕年度重点协

商议题，紧密团结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界委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深入开展协商，积极履

行职能。广集良策、广聚共识，为推进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整体目标：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统筹考虑首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

问题，紧扣关乎“国之大者”的首都工作，认真组织实施协商活动，认真开展调研研究，坚持“双向

发力”，把凝聚共识贯穿协商议政全过程。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坚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一步助推首都高质量发展；坚持广泛凝聚共识，进一步汇聚团结奋斗

正能量；坚持夯实履职保障基础，进一步推动工作提质增效。促进协商议政扎实深入、民主监督有力



有序、团结联谊不断拓展、共识智慧广泛凝聚，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作出积极贡献。

二、当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年预算数 14,959.6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9,656.35 万元，项目支出预算 5,303.34

万元。2021 年资金总体支出 14,606.1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9,579.14 万元，项目支出 5,027.0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7.64%。

三、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产出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数量

（1）围绕重点协商议题，组织开展调研、座谈等活动 380 余次、7600 余人次参与，形成综合调

研报告、分报告 34 项，提出意见建议 330 多条。主席会议成员领衔督办 12 项重点议题提案。

（2）组织委员学习、开展各类履职活动 820 余次，审查立案提案 1415 件，编报《诤友》信息

2022 期，2.7 万余人次委员参与政协履职。

（3）制作播出“向党说句心里话”“唱支山歌给党听”短视频 347 期，录制“宣讲百年精神叙说

百年故事”100 期，组织研究基地专家在全国重要报刊发表文章 41 篇。

（4）组织委员开展社会宣讲，发挥委员工作室作用，分别设立香港、澳门委员工作室，打造“网

上知情明政直通车”，成立“今雨书院”传播北京优秀历史文化。组织开展近 60 场各具特色的活动。



（5）加强走访联谊，举办民族、宗教委员暑期学习班，编纂《宗教中国化北京故事》，促进民族

团结、宗教和睦。

2、产出质量

一是通过思想政治引领，各界委员在学习中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进一步夯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增进“四个认同”，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二是通过多种形

式协商履职，专门协商机构在首都治理体系中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彰显；三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完善

制度，夯实履职保障基础，服务委员的能力和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3、产出进度

根据年度各项工作安排，依据项目实际进展，加强资金支出管理，严格执行经费预算批复，及时

根据工作变化做好经费预算调整，支出进度与工作进度相匹配，产出进度达到了年度确定的目标。

4、产出成本

按照年度确定的工作目标和实际履职工作需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思想，压缩一般性开支。

2021 年经费总支出 14,606.1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 9,579.14 万元，占总支出的 65.6%，主要用

于保障人员等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为 5,027.06 万元，占总支出的 34.4%，保障了政协全会、常委会

等各类会议及机构运转类保障性支出，在年度预算内控制了成本支出。

（二）效果实现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引导各界别委员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汲取不竭奋进力量，意气风发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倾力服务建党 100 周年庆

祝活动服务保障和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两件大事”，组织委员积极参与专项任务，激发出干事创业

的强大力量；健全完善在政协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制度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工作创新，为

发挥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作用作出有益探索。

2、可持续性影响

出台政协协商工作规则，完善协商制度程序和运行机制。制定加强界别建设发挥界别作用的意见，

促进界别优势发挥。探索落实委员履职评价。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服务保障能力。用好区政

协主席座谈会机制，搭建交流学习、协同联动平台，加强指导联络，提高工作整体水平。

3、服务对象满意度

在全国政协的有力指导、中共北京市委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府及社会各届支持下，市政协积

极发挥职能作用，市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界别委员勇于担当，团结奋斗，对政协工作满意度达到 100%。

四、预算管理情况分析

（一）财务管理

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严格按照内控制度规范要求，认真执行《市政协机关财务管理规定》《市政协机关预算管理办法》

《市政协机关资金支出管理办法》《市政协机关大额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市政协机关采购工作

管理办法》《市政协机关对外签订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等各项管理制度。2021 年围绕重点支出方面

和政协工作的履职实际，印发了《市政协机关走访看望委员管理办法》，研究制定了《市政协机关购

买服务资金支出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看望慰问标准和机关对外购买服务的管理要求。规范了经

费支出行为。

2、资金使用合规性和安全性

市政协机关严格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要求，从预算编制入手，强化资金各环节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积极推行事前评估，预算评审和执行跟踪，合理测算预算需求，不断加强财务管理，规范审批程序，

严格执行标准，强化内部控制，确保各项资金支出符合财务规定，做好各项资料收集整理，随时接受

各项监督检查。

3、会计基础信息完善性

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制度和《财政部关于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通知》要求做好会计工作，

加强对预算、财务、采购及管理等专业知识的学习，积极参加各类培训，及时掌握新规定，确保各项

会计核算的规范及预决算数据的准确和完整，按要求做好向社会公开预决算信息工作。

（二）资产管理



严格执行中央和我市有关资产管理的各项规定，围绕市政协履职工作特点和需要，以落实资产管

理主体责任制为抓手，以强化资产的日常管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市政协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办

法》，扎实落实资产管理工作。

以预算安排为龙头，强化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资产配置按存量实行严格的控制管理，

强化资产配置的预算理念，细化资产配置的预算编制，坚持先调剂、控标准、后配置的管理思路，即

部门提出配置需求，资产统筹管理部门就存量资产状况、内设机构和实有人数等情况进行综合研判，

提出配置意见报办公厅审批，严控了资产新增规模，初步形成了资产配置的预算约束机制。

以日常监督为抓手，推进资产管理和支出绩效的全面融合。规范执行资产采购的审批程序，加强

资产信息的动态监控，结合 2021 年批量替换资产的实际，逐项对通用类设备进行登记造册，实行清

单式管理，按要求高质量做好安可设备的全面替换工作。

对照中央和我市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市政协机关在加强资产管理方

面需进一步明晰资产管理职责，重点是事业单位改革，落实主体责任，层层分解到位；进一步细化实

物管理制度，重点是结合管理实际制定完善保管制度、盘点制度；进一步发挥资产管理信息化控制优

势，重点是做好实物资产信息化管理工作。

（三）绩效管理

按照年度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市政协机关对 2021 年完成的 28 个项目进行了自评，其中：27 个



项目填报了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组织专家对“中山堂社会化服务管理经费项目”进行了部门评价，

专家对项目执行资料进行了全面审查，召开了网上专家评审会，认真听取了业务、财务、绩效和管理

等 5 位专家意见、查找了项目执行和管理中的不足，明确了改进方向。

从 2021 年部门预算绩效完成情况看，总体完成较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得到了应有的发挥。

从评价结果看，项目立项符合部门职责和相关管理制度，制定的项目绩效目标合理，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达到了预期目标，充分发挥了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了各协商主体平等协商，促进了建言

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展现了政协委员的履职风采，展现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发挥了

新时代政协工作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四）结转结余率

2021 年预算年末结转结余 353.50 万元，全年预算支出 14,959.69 万元，结转结余率为 2.36%，

较上年结转结余率 1.50%，提高了 0.86 个百分点。

（五）部门预决算差异率

2021 年，年初部门预算 15,106.84 万元，年度部门决算 14,606.19 万元，部门预决算差异率为

0.03%。

五、总体评价结论

（一）评价得分情况



经评价，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总得分 95.07 分，评价结果为“优秀”。其中：当年预

算执行情况得分为 19.34 分；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得分为 56 分；预算管理情况得分 19.73 分。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实施方案需进一步健全完善，应结合政协履职项目实施特点，形成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进一步明确实施部门责任，实施内容、具体分工、工作进度安排和过程管控措施等。

2、项目执行的绩效资料收集、整理及分析意识还需进一步强化,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开展

不够全面，项目效益效果资料未能充分、完整地呈现。

六、措施建议

（一）健全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和管理制度。明确项目管理各项要素，合理安排项目人员分工、进

度计划，强化过程管控，增强对项目实施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加强项目实施过程控制及监督管理。

（二）强化绩效管理意识，注重项目效益资料收集和呈现，运用效果资料和数据支撑项目效益。

选择适当的方式、方法，全面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及分析，充分反映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