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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2 年度广州市增城区妇女联合会

心理咨询服务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0〕10号）有关规定，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

精细化程度，进一步将绩效管理嵌入预算管理之中，提升科学管

财用财能力水平，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根据《关于印发 2023年增城区区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

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增财【2023】259号）有关规定，对 2022

年增城区妇女联合会心理咨询服务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党对妇女事业的全面

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

路，促进妇女儿童和家庭共建共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根据

广东省妇联《关于印发〈关于建设“舒心驿站”心理咨询室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粤妇函〔2019〕42号）、广州市妇联《关于

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广州市“舒心驿站”心理咨询室建设的工作

方案〉的通知》（〔2019〕函）和《广州市增城区妇女发展规划

（2021-2030年）和广州市增城区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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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府〔2022〕2号）有关要求，增城区妇联从实际出发，将满

足妇女群体需要与妇联自身建设结合起来，逐步建立健全妇女心

理健康服务体系，提高心理咨询服务项目的实施效益，加强“舒

心驿站”咨询室的监督管理，确保温暖妇女民心的实事落地生根。

（二）项目目标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全面普及和传播妇女、儿童及家庭

心理健康知识，尽早介入妇女、儿童等心理问题的干预，减少个

人极端事件发生。

2.妇联主导，共同参与。进一步健全妇联主导下的妇女心理

健康服务网络，密切妇联与各类专业组织、专家及社会力量的合

作，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

3.立足实际，循序渐进。从实际出发，加强妇女儿童心理健

康服务。根据妇女儿童需要开展心理咨询、评估和指导，提升心

理健康素养水平，减缓焦虑障碍、抑郁症患病率上升趋势。

（三）项目绩效目标

为来访的妇女儿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包括心理个案跟进服

务、建立心理档案、做好突发事件危机个案心理干预等。保障广

大妇女儿童的心理健康，提高受惠妇女儿童的满意度，增强她们

的幸福感。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心理咨询个案数量；实施周期指标值：

不少于 40宗，年度指标值：不少于 4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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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团体辅导场次；实施周期指标值：不

少于 6场，年度指标值：不少于 6场；

3.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来访求助服务（含来电）次数；实施

周期指标值：不少于 150次，年度指标值：不少于 150次；

4.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心理健康宣传活动；实施周期指标值：

不少于 6次，年度指标值：不少于 6次；

5.效益指标-社会效益：心理咨询个案结案率；实施周期指标

值：80%，年度指标值：80%。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根据增城区财政局《关于批复广州市增城区妇女联合会 2022

年预算的通知》（增财〔2022〕107号）显示，2022年批复心理

咨询服务项目 13.5万元。

该项目于 2022年实际支出 13.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主要用于促进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方面。具体包括：采用团体辅导、

讲座、工作坊等形式，不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等相关宣传教育，普

及心理健康知识；根据需要开展心理咨询，评估和指导，促进妇

女儿童掌握基本的心理调适方法，预防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危机个案，突发事件当事人的心理援助等。

（五）项目实施情况

一是安排心理咨询师于每周 2 个工作日在区妇联“舒心驿

站”心理咨询室坐班，为来访的妇女儿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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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心理个案跟进服务、建立心理档案、做好突发事件危机个案心

理干预等。二是做好“38613861-11”心理援助热线的运营工作，

安排专人接听，并做好来电记录，为妇女儿童提供线上心理辅导、

情绪疏导、精神关怀服务。三是每年按照“舒心驿站”心理咨询

室工作手册要求，每年开展4次团体心理辅导，服务对象以我区

妇女儿童为主，内容以促进妇女儿童心理健康为主题，形式为团

体、工作坊、沙龙、游戏活动等。四是协助做好户外宣传和“舒

心驿站”心理咨询室日常维护工作，提高心理咨询室运营水平。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通过项目绩效评价，分析专项资金的实际绩效是否达到项目

预期绩效，并找出差距，再从过程层面分析差距原因，综合结果

与过程两个方面的分析评价，总结经验，从过程层面提出针对性

的优化措施，从而达到改善结果的目的。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1.评价对象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2年增城区妇女联合会心理咨询服

务项目，项目预算总金额为 13.5万元。

2.评价内容

本次绩效评价围绕 2022年增城区妇女联合会心理咨询服务

项目资金管理使用和项目全过程展开评价，主要评价内容包括 3



—5—

个方面：

（1）项目资金管理：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执行率。

（2）项目产出：主要评价项目的产出情况，包括心理咨询

服务项目的产出数量等；

（3）社会效益：主要评价项目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0〕10号）和《关于印发 2023年增城区区级财

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增财【2023】259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 2022年增城区妇女联合会心理咨询服务项目背

景、项目目标、项目内容、项目实施等情况，以资金使用结果为

导向，确定评价范围并设定评价指标及权重。

本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

标有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二级指标有数量指标和社会效益。预

算执行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预算执行率 10%、产出指

标 50%、效益指标 40%。

绩效评价结果设置为 5个等级，分别为优（得分≥90 分）、

良（80 分≤得分＜90分）、中（70 分≤得分＜80分）、低（60

分≤得分＜70分）、差（得分＜60分）。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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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区妇女联合会心理咨询服务项目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

标情况完成良好，所设各项指标也均达成。

经综合定量指标的量化考核，2022年增城区妇女联合会心理

咨询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100分，绩效等级为“优”。

（二）项目绩效分析

通过项目资金管理、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三个维度，对增城

区妇女联合会心理咨询服务项目绩效进行全过程的动态分析，从

而反映经费绩效总体表现情况。现将各项绩效具体指标分析说明

如下。

1.项目资金管理分析

该指标主要从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方面考察项目管理情况，

指标分值 10分，评价得分 10分，得分率 100%。

2022年增城区妇女联合会心理咨询服务项目财政预算金额

为 13.5万元，共支付金额 13.5万元，执行率为 100%。同时该项

目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较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存在截留、

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该指标不扣分。

2.项目产出指标分析

该指标主要从产出数量方面考察项目产出情况，指标分值 50

分，评价得分 50分，得分率 100%。

根据项目相关资料显示，完成心理咨询个案数量不少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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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团体辅导场次不少于 6场，来访求助服务（含来电）次数不

少于 150次，心理健康宣传活动不少于 6次，有效完成心理咨询

服务项目各项工作任务。该指标不扣分。

3.项目效益指标分析

该指标主要从社会效益方面考察项目效益情况，指标分值 40

分，评价得分 40分，得分率 100%。

根据项目相关资料显示，心理咨询个案结案率不低于 80%，

有效提升妇女儿童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减缓妇女儿童焦虑障碍、

抑郁症患病率上升趋势。该指标不扣分。

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一）加强维权维稳工作。继续用好“舒心驿站”心理咨询

室、38613861 热线等阵地，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持续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扩大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

准度。

（二）完善监管，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对“舒心驿站”咨询

室的监督管理。在具体工作中，对每次发现的问题，详细记录、

及时反馈与整改，逐步建立健全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确

保温暖妇女民心的实事落地生根。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妇女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环境不

断得到改善，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推动妇儿儿童事业发展的格局已



—8—

基本形成。

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下，妇女儿童作为相对弱势群体，

在自身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心理方面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但

心理咨询服务项目的财政投入资金力度有限，提供服务的工作人

员有限，服务范围也受到相应限制。

六、相关建议

区妇联心理咨询服务项目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服务群体众

多，是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的有力举措，

希望上级部门继续加大项目资金保障力度，更好地满足妇女儿童

在心理咨询服务方面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