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2023年度中共广州市增城区委党史研究室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资料

《增城年鉴》是由增城区人民政府主管，区政府地方志

办公室组织区各有关单位、街镇共同参与编纂的年度资料性

工具书。《增城年鉴》创刊于 1997 年，此后逐年出版、公

开发行。《增城年鉴》编纂出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实事求

是、求真存实、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坚持对历史负责，对

人民负责，全面、准确、客观、系统记述增城区情发展情况，

发挥知往鉴来作用，服务党委政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人民群众。按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要求，组

织编辑工作。

（二）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本项目费用预算经区财政局评审，预算核定金额为 12.9

万元，纳入市本级编纂出版《增城年鉴》资金计划安排。2023

年底实际支出 12.9万元。

（三）项目政策依据



1.《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67

号）；2.《广东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20 号）；3.《广州市地方志工作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 60号）；4.增府办[1996]102号文。

二、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一）项目绩效的目标

为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组织、管理，发挥地方志在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了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全面了解

和认识增城提供便捷渠道，提高增城在国内外知名度。全面、

系统、翔实 载录增城地区经济、社会年度发展情况，为宣

传增城最新发展成就。

（二）项目绩效指标设定

按照绩效管理要求，该项目设定项目绩效目标包括 3个

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4个三级指标。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体系、评

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

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绩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评价指标体系按层次划分为二级，一级评价指标包括产

出指标、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三类。产出指标下



分为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四种二级指

标。效益指标下分为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环境效

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四种二级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即指一类具体指标。

评价主要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

实行百分制考评。评价标准主要为计划标准，即以预先制定

的目标、计划等数据作为评价的标准。

（三）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前期准备

2022年 12月开始至当年 2月 28日为筹备阶段，在该阶

段我办积极开展编纂业务前的调研学习，比对交流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最新的志书年鉴编修成果。查找不足，全面提高本

办编辑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技能。为开展 2023 年度的编

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2、组织实施

2023年 3月 1日至 5月 31日，为发函收集资料落实书

号等业务阶段。增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全市各承编单位发

布关于印发《增城年鉴》2023年卷编纂方案的通知。据此我

办着手接收原始材料，并收集和补充各相关年鉴资料，并向

各承编单位函发《增城年鉴》2023卷编目及提纲，向出版社

商申请正式出版物的书号以及签订编后审验协议。2023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该阶段为本项目最为重要的阶段，全

体编修人员进行组稿、编辑、校对等业务工作。向未及时报



送年鉴原始稿件的承编单位发送催报函以及补充报送通知。

2023年 10月 1日至 31日，为送厂排版印刷入库阶段。

3、分析评价

评价工作小组在核实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运用相关评价

方法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归纳问题，分析原

因，提出对策，形成自评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1、用“投入-产出”绩效评价方式评价编纂出版《增城

年鉴》2023卷项目，实际上是把对编纂出版《增城年鉴》2023

卷专项项目绩效转换成某种定量效率概念作为评判，势必带

来一定的局限性。在该项目中，有可量化的“投入”，却不

一定有完全可量化的“产出”。因为《增城年鉴》作为地方

志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功效在于存史资政宣传

教化，其虽然利在当代，但更重要的是功在千秋，他不能仅

仅简单地以产生了多少经济效益来作为衡量的唯一指标。地

方志历来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效文明载体，他为社会各界和

海外人士全面了解和认识增城提供便捷渠道，提高增城在国

内外知名度作用。

2、本次评价（单指自评阶段）无论是采用比较法还是

因素法，从根本上来说，更多地是采用主观评价方法。主观

评价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对于评价的标准制定容易倾向于读

志用志这一群体，评价的结论容易带主观色彩，即容易“从

主观分析”，而不是“从客观分析”。

针对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绩效分析，重点



说明成本、经济、社会、政治效益及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

影响等情况。

五、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

（一）绩效分析

1、投入

2023 年，增城市本级财政安排一般预算财政拨款 12.9

万元，全部按规定拨付到位，资金落实率 100%。预算资金

安排如下：印刷费 3.1万元，书号费、编辑、整理、打版费

等 9.8万元。

2、过程

（1）严格执行方案、申请、审核、审批、支付、归档

制度。（2）严格执行市本级政府采购相关管理办法。（3）

牵头科室分工负责，分管领导把关审核，后勤科室协助执行，

法人一支笔审批。（4）对当年绩效再评价存在问题进行完

善整改。

3.产出

2023年 12月，编纂出版《增城年鉴》2023卷。

4、效果

《增城年鉴》2023卷将分送市直各承编单位，各大中专

院校以及全国各地市方志馆、图书馆交流。供学者、中外嘉

宾，读志用志群体调研取用资料。

5、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增城年鉴》2023卷按公开发行价目计算，

名义经济效益 18.4万元。



社会效益：《增城年鉴》作为地方志书体系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其主要功效在于存史资政宣传教化，其虽然利在当

代，但更重要的是功在千秋，他不能仅仅简单地以产生了多

少经济效益来作为衡量的唯一指标。地方志历来是我国传统

文化的有效文明载体，他为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全面了解和

认识增城提供便捷渠道，提高增城在国内外知名度作用。

（二）评价结论

结合编纂出版《增城年鉴》2023卷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考

评指标，该项目执行情况和绩效情况达到预期的目标，项目

实施情况总体良好，总体评分 97分。

六、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增城年鉴》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范围内自然、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件。当前其素

材主要来源余各承编单位提供的资料。非市辖单位，如中直

区直机关的材料搜集难度较大，此外民间素材的搜集仍是弱

项。专项中的细项在编制部门预算时，仍不够精准，部分细

目充足有余，部分仍捉襟见肘。

（二）建议和改进措施

继续完善《增城年鉴》的条目框架设计，由于社会进步，

机构改革，职能变动等各种原因，我办未能及时所熟悉和掌

握，应加大沟通和联系力度，在制定当年度年鉴条目框架时

与各承编单位形成互动，确保框架条目能够始终围绕各单位

各行业中心工作来开展编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