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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部门基本情况

部门名称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 单位数： 1

年度整体
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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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积
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塘实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对标高质量发展任务目标，举全镇之力推动广州东部枢纽建

设，加快“一核四圈”产业空间布局构建，深入实施牛仔纺织
产业振兴战略，稳步推进低效用地盘活利用，推动经济运行整
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聚焦幸福新塘、
平安新塘、绿美新塘建设，扎实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
工作，全力提升公共服务、基层治理、环境整治各项工作水
平，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增城区建
设现代化中等规模生态城区担起新塘责任、展现新塘作为。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59.32亿元，增长10%；工业固投增长59%；规上工业产值
276.22亿元，增长5%；限上批发业销售额720亿元；限上零售业
销售额55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围绕上述目标任务，今年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量质并重、速效同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高标起步、精耕细作，提高城乡建设水平。
  （三）坚持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做实乡村振兴大文章。
  （四）坚持环境优先、绿色生态，高水平建设绿美新塘。
  （五）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治理，维护社会平安稳定。
  （六）坚持民生为本、厚植民利，提升群众获得感成色。
  （七）坚持根本宗旨、勤政廉政，高站位推进自身建设。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3年，是新塘镇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开局
之年，也是新塘镇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极具意义的一年。面对严峻发展形势
和繁重任务，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扎实开
展主题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
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坚强领导下，在镇人大监督支持下，锚定高质量发展首
要任务,聚焦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新广州”战略定位，认真落实省委
“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12”思路举措，坚持守正创新、实干苦干，用自
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的不确定性，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有
力推动枢纽基础设施配套日趋完善，经济发展底盘承压前行、稳中有进，城乡
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乡村振兴、绿美建设和基层治理等工作获得上级荣誉
18项，综合发展力进位至全国千强镇第18名，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步。
（一）扎实有力推进东部中心规划建设，枢纽核心扬帆起航，承接战略规划落
地。
（二）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镇域经济发展稳中提质。
（三）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
（四）多点发力抓建设惠民生，基础配套和民生短板逐步补齐。
（五）纵深推进平安新塘建设，社会大局保持平安有序。
（六）更大力度抓法治优作风，政府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未能完成原因

年度部门
预算情况

总预算
（万元）

年度预算资金类别

部门预算 事业发展支出 事业发展支出(按预算级次划分)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专项资金 其他事业发展支出 区本级资金 对下转移支付

134170.47 10579.43 123591.04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
原因、改进措施

参考佐证材料名称

履职效能 50 整体效能 50

部门整体绩效目
标产出指标完成
情况

20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
体预算绩效目标中产出指标完成情
况。

1.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计算
指标完成率。按完成率计分，并设置及格门槛：
   完成率60%以下为不及格，不得分；
   完成率为60%-100%的，得分=完成率×本指标分值；
   完成率100-150%的，得满分；
   完成率高于150%的，得一半分。
2.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
计。
3.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此项自评不得分。

20

部门整体绩效目
标效益指标完成
情况

20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预
算整体绩效目标中绩效指标完成情
况。

1.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计算
指标完成率。按完成率计分，并设置及格门槛：
   完成率60%以下为不及格，不得分；
   完成率为60%-100%的，得分=完成率×本指标分值；
   完成率100-150%的，得满分；
   完成率高于150%的，得一半分。
2.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
计。
3.非量化效益指标的得分需提供详细的书面评分依据。根
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三档：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
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分别
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80%-60%

（含60%）、60%-0%合理确定分值。
4.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此项自评不得分。

20

部门预算资金支
出率

10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1.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月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率计
算年度平均执行率。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执行率=∑每月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执行率÷n（n为当年自通报之月起的通报月份数量；
每月执行率超过100%的，按100%计算）
2.年度平均执行率达到100%的，得满分；年度平均执行率
低于100%的，得分=年度平均执行率*本指标分值。
3.各基础数据与机关绩效考核口径一致。

9.7

管理效率 50

预算编制 3
新增预算项目事
前绩效评估

3
反映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
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情

况。

新增预算入库项目，指预算金额超过1000万元（含）的新
增经常性二级项目、预算金额超过3000万元（含）的新增
一次性二级项目。
检查部门申请新增预算的项目是否按要求的范围开展绩效
评估，是否按《广州市本级重大政策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
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程序和内容开展工作，评分采用
扣分法。
1.应评估项目超过3个的，有1项没有开展评估，扣
0.5分，扣完为止。
2.应评估项目3个以内的，有1项没有开展评估，扣1分，

扣完为止。

3

预算执行 4

结转结余率 2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
当年度预算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对结转结余资
金的实际控制程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初财
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
算数+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100%  
    1.结余结转率≤10%的，得2分；
    2.10%＜结余结转率≤20%的，得1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0.5分

2

财务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范
性

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应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
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具体根据审计
（以部门预算审计和专项审计为主）和财会监督意见采取
扣分法评分：
1.明确指出问题和处理意见的，并限期整改的，1项扣0.5
分；

2

信息公开 4

预决算公开合规
性

2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决算公开执
行到位情况

预算、决算公开合规性各占50%,对未公开预算或决算的非
涉密部门，得0分。已公开部门预决算的,分别从及时性、
规范性2个方面考核：一是非涉密部门在财政部门批复本
部门预决算后, 20日内向社会公开的得1分,未及时公开的
得0分。二是根据公开规范性检查指标计算得分，财政部
门或上级财政部门开展预决算公开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
得0分，没有发现问题的得1分。

2

绩效信息公开情
况

2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
行到位情况

指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在单位网站公开情况。
1.绩效目标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自评资料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
3.目标公开情况和自评资料公开情况得分各占50%，计算
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2

绩效管理 15

绩效管理制度建
设

5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专项
资金等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
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的，得
满分，否则不得分。绩效要求应包含绩效目标管理、绩效
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
2.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各处室、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
效职责分工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是综合制度。内容有
缺漏的，酌情扣分。以上两项得分各占50%，算出本指标
综合得分。

5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
原因、改进措施

参考佐证材料名称

管理效率 50

绩效管理 15

绩效结果应用 3
反映部门对监控预警结果处理、绩
效自评结果和重点评价意见等的整
改应用情况。

1.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的，得满分，发现一次
未及时处理，扣1分，扣完为止。
2.及时将重点评价整改情况反馈市财政局的，得满分，未
及时反馈的不得分；
3.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挂钩机制，将评价结果与所属
预算单位预算安排相结合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4.以上三项得分分别占30%、30%和40%，算出本指标综合
得分。

3

绩效管理制度执
行

7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绩效目
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
管理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执行情
况

本指标得分=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得分+部门绩效监控得分+
部门绩效自评得分
1.绩效目标管理得分（2分）：根据评价部门整体预算绩
效目标编报质量评分，部门预算编审阶段，部门整体预算
绩效目标未被财政部门回退得满分：被财政部门回退1次
及以上不得分。

7

采购管理 10

采购意向公开合
规性

0.5

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及时性
情况。

采购意向100%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0.5

1.5

采购意向公开时限，原则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
纳入部门预算支出范围的采购项目，预算单位应当在部门
预算批复后40日内，在政府采购系统填报采购意向要素，
各主管预算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系统汇总本部门、本系统所
有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涉密信息除外）后，在部门预算
批复后60日内予以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得
分。

1.5

采购内控制度建
设

1
反映部门政府

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部门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得1分，否则不得
分。

1

采购活动合规性 2
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性
情况。

采购投诉处理，经财政部门查证认定属于采购人责任投诉
事项成立的，发现1例扣1分，扣完为止。

1

采购合同签订时
效性

3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况
。

1.预算单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
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
采购合同。
2.合同签订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项目数/总项目
数。
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3分；
90%≤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2分；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得1分；

2

合同备案时效性 1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
合同备案公开，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 备案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

1

采购政策效能 1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况
。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小
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数值=（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额
合计数/预算编制时部门预留金额合计数）×100%。
评分=数值×分值。

1

资产管理 10

资产配置合规性 2
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
置是否超过规定标准。

符合标准的，得2分，发现一项（类）不符的，扣1分，扣
完为止。

2

资产收益上缴的
及时性

1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缴
的及时性。

检查处置收益和租金上缴是否及时（高校可自留的资金除
外）。存在长期（超过3个月）未上缴的，每1笔扣
0.5分，扣完为止。

1

资产盘点情况 1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产
盘点。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并完成结果处理的，得1分。未
进行盘点的，不得分。

1

数据质量 2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年报数据质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

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
账、资产实体相符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

资产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合
规。

1.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如无，扣
0.5分。
2.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如发现资产管理存

在问题的，每发现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
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率，用
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固定资
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
2.90%＞比率≥75%的，得1.5分；
3.75%＞比率≥60%的，得1分；
4.比率＜60%的，得0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
总额）×100%。

2

运行成本 4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
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
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
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
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0，
得满分；控制率﹥0时，每增加5%（含）扣减0.5分，减至
0分为止。

2

“三公”经费控
制情况

2
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费
的控制效果。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
符合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总分 100 99.7

评价等级
þ优  90分≤得分≤100分； □良  80分≤得分＜90分；
□中  60分≤得分＜80分；  □差  得分＜60分

注：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见附件）来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