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上海玄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

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2014]22 号）的要求，受上海市民政

局委托，对 2017 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进行

绩效评价。项目组严格按照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对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

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的资金、组织、管理和实施效果等情况进行数

据收集、档案核对、问卷调研和现场访谈，经过汇总分析，最终形成

本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1、项目背景 

我国人均寿命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步显现，养老问题成

为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伴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质

量的改善，老年人老有所乐的要求也随之增长。为了给社区的老年人

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满足他们文化、娱乐需要，社区老年活动室开始

大量建设。 

上海市民政局按照《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一）

新建项目。一是以未建老年活动室社区为主，争取消除空白点；二是

以郊区农村为重点，适当兼顾城区。（二）改造项目。一是以创建时

间为序，优先安排创建早的项目；二是以基本满足村委会级项目为主，

适当考虑居委会级项目”继续加强建设。近年来，上海继续以每年新



建改造合计大约 300家的速度建设老年活动室，上海市老年活动室数

量不断攀升，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共有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5500多家。 

此次评价的对象为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

项目从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结束，本项目为经常性

项目。 

2、项目目的 

通过开展新建和改造社区老年活动室，填补所在社区空白点，均

衡布局，优化设施建设，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质量，为老年人构

建和谐幸福的文化生活环境，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2.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资金投入情况 

2017 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资金全部来

源于市级财政资金（福彩公益金）,预算金额为 3000万元。该项目按

照新建改造 300个老年活动室、平均每个 10万元的标准编制预算。

项目近三年内的预算执行情况见表 1-1： 

表 1-1  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三年预算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预算金额 支出金额 预算执行率（%） 

2015 3000 3000 100.00% 

2016 3000 2970 99.00% 

2017 3000 2805 93.50% 

（2）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实际共支

出 280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3.5%。市民政局根据任务分解分批拨

付建设补贴资金，在 2017年 6月 30日采取预拨的方式拨付了 1930

万元，用于缓解建设单位的资金压力，到年末 12月 22日根据各区验



收、审价结果，按照相关规定足额拨付 875万元建设补贴资金。资金

拨付到各个区的具体情况见表 1-2： 

表 1-2  2017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区 预算金额 支出金额 

1 崇明区 

3000  

280  

2 青浦区 45  

3 金山区 115  

4 松江区 180  

5 奉贤区 185  

6 嘉定区 120  

7 闵行区 280  

8 浦东新区 730  

9 宝山区 280  

10 杨浦区 175  

11 虹口区 95  

12 普陀区 150  

13 静安区 155  

14 长宁区 15  

15 黄浦 0  

16 徐汇 0  

合计 3000 2805 

 

（3）资金支付流程 

2017 年项目资金支付方式为授权支付，对象为各区民政局，由

市民政局根据授权支付额度和核定用途将款项支付至区民政局，再由

区民政局拨付至收款单位，具体流程见图 1-1。 



图 1-1 授权支付流程图 

3.实施情况 

根据《关于 2017 年社区为老服务实事项目和老年宜居社区试点

安排的通知》（沪民老工发[2017]4 号），各区民政局（老龄办）是

项目的验收、审价责任主体。项目主要实施内容是对全市范围内符合

要求的新建、改造老年活动室进行补贴。根据《关于本市标准化老年

活动室建设和管理的意见》，该项目补贴标准为： 

（1）一类项目，即对从未接受过市级财力此项资助，总投资额

在 40万元以上（含 40 万元）、20-40 万元（含 20 万元）的项目，

由市级彩票福利金分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2）二类项目，即对接受过市级财力此项资助，建成 10 年后

（含 10 年）改造的项目，按照一类项目的补贴标准予以一次性补贴。 

（3）三类项目，即对接受过市级财政此项资助、建成后 5-10 年

内（含 5 年）改造，总投资额在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的项

目，市级福彩公益金给予 5 万元一次性补贴。 

2017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的具体建设

情况如下表： 



表 1-3 2017 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建设情况表 

序号 区 

2017年实际进行补贴的建设情况 

新建补贴 20万

元项目 

新建补贴 10

万元项目 

改造补贴 5万

元项目 
合计 

1 崇明区 12 0 8 20 

2 青浦区 1 0 5 6 

3 金山区 5 1 1 7 

4 松江区 5 2 12 19 

5 奉贤区 7 0 9 16 

6 嘉定区 5 1 2 8 

7 闵行区 8 4 16 28 

8 浦东新区 35 0 6 41 

9 宝山区 7 8 12 27 

10 杨浦区 1 1 29 31 

11 虹口区 2 4 3 9 

12 普陀区 3 3 12 18 

13 静安区 3 6 7 16 

14 长宁区 0 1 1 2 

15 黄浦区 —— —— —— —— 

16 徐汇区 —— —— —— —— 

合计 94 31 123 248 

 

4.组织及管理 

（1）项目组织情况 

①主管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是本项目的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整个项目实施

和监督管理工作 

②项目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是该项目的项目单位，负责项目的设立，预算资金

的申请，福彩金的下拨，并负责监督、指导各区工作。 

③项目实施单位 



各区民政局（老龄办）是项目的验收、审价责任主体，具体负责

组织、指导辖区内建设项目申报、开展建设工作，督促其按时完成当

年度建设任务。 

（2）项目管理流程 

2017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的主要工作

流程包括：项目申请、项目建设、项目预拨、项目验收、项目拨剩余

款等，具体流程如下图 1-2： 

 

 

 

 

 

 

 

 

 

图 1-2 项目管理流程图 

首先各区民政局（老龄办）先统计区内建设计划，并向市民政局

提出申请，上交申报材料。市民政局根据上报的各个区建设计划，制

定全市建设计划并下发通知到各个区。各区民政局根据计划组织开展

建设任务，市民政为缓解资金压力于 2017年 6月 30日发放预拨款到

区民政，由区民政下拨到各街镇。项目建设完成后由区民政组织审价

各区民政局 

向街镇征集建设计

划 

市民政局 

制定全市计划并下

发通知 

各区民政局 

指导街镇组织项目

建设 

市民政局 

下拨预补贴到区民

政局 

各区民政局 

项目进度检查并下

拨预补贴到街镇 

各区民政局 

 
进行项目审价验收，

上报市民政局 

市民政局 

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老

年活动室进行评估，评估

合格后下拨剩余补贴 



验收，并上报市民政，市民政根据验收结果于 2017年 12月 22日拨

付剩下的补贴。 

（二）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通过新建和改造社区老年活动室均衡布局，优化设施建设，拓展

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质量，为老年人构建和谐幸福的文化生活环境，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2、年度目标 

①福彩金补贴全部按申报完成发放，福彩金补贴发放完成率达

100%，并且发放及时率达 100%； 

②新建、改造的老年活动室内部设施设备完好，开展活动内容丰

富多样，能够满足老年人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提升老年人文化生活

环境； 

③该项目管理人员满意度达到 90%，社区老年人满意度达到 90%。 

④项目设有相应补贴资金跟踪管理制度并且能够有效执行。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评价从上海市 2017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

室项目产生的效果角度出发，力求从绩效的角度发现该项目中取得的

成绩和产生的问题，优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为下一步实施绩效预算

奠定基础。具体目标如下： 



1.通过评价，了解上海市 2017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

年活动室项目的基本情况，对项目背景和目的、项目内容和现状、项

目预算做深入调研和分析； 

2.通过评价，了解上海市 2017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

年活动室项目的产出和效果情况，及整体绩效状况。 

3.通过评价，总结上海市 2017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

年活动室项目规划和实施中的经验和不足。 

4.通过评价，从绩效的角度发现该项目在决策、实施和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为进一步深化项目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为老年人构建和谐幸福的文化生活环境，提高各职能部门管理水平，

加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建立健全目标化管理制度，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1）价值中立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客观评价，所有用来评价的指标均可量化，

所有参与评价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循评价价值中立原则，即财政支

出绩效评价结果，只取决于各单位的工作业绩的客观实际，而不取决

于评价人的价值判断和个人意愿。评价结果不会因为评价人价值观念

的不一致而有所不同。 

（2）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从评价目标的设计、指标体系的研发及设计、数据填报、复核，

专家评议等所有环节，都必须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开性、程序的规范性



和合理性，应及时发现并处理评价过程中的问题，以保证评价结果的

准确、客观和科学。 

（3）客观性原则 

评价以数据为准绳，坚持客观评价。即由相关部门填报数据，项

目组根据填报的数据，在进行汇总、分析、评价的基础上，独立开展

评价，得出评价结果，并形成评价报告。 

2.绩效评价方法 

2017年度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采用的绩

效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政策文献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 

（1）政策、文献研究法 

通过研究和解读上海市民政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

动室项目的相关政策文献，获取项目背景、项目概况等信息，同时，

还可以梳理绩效评价指标。 

（2）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结合各项评价指标的完

成情况，评价财政支出的产出和效果。 

（3）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

外因素，结合各项评价指标的完成情况，评价财政支出的产出和效果。 

（4）公众评判法 

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方法，客观实际地对

财政支出的产出和效果进行评判。 

（三）数据采集方法及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需要的数据包括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两种类

型，定性数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访谈、电话沟通和问卷调查



等社会调查方式进行采集；定量数据主要是通过项目单位和其他相关

单位填报基础数据采集表的方式进行采集；此外，我们会对采集的数

据进行复核，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首先，

项目组积极与市民政相关负责人沟通，通过材料收集、电话沟通，对

项目具体实施内容、预算资金编制依据及执行情况、组织管理流程等

有了详实的掌握，并对项目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谈，进一步了解

项目单位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关键工作内容。项目组梳理项目基本情况，

确定评价关注点，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基础表、访谈提纲、老人满意

度问卷、项目单位人员满意度问卷；项目组经历了数据进行采集、问

卷调查、社会访谈、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环节，顺利完成了绩效评价

工作。 

绩效评价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2018年 6月，项目组接受委托后，由市民政项目相关负责人

填写基础表，并反馈相关数据。 

2.问卷调查： 

项目组对福彩金资助老年人社区援助服务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

民政局管理人员、社区老人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89 份，

其中民政局管理人员满意度问卷 8 份，社区老人满意度问卷 181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在通过问卷录入、分析、整理后，形成社

会调查满意度报告（具体见附件 2）。 

3.访谈： 



获取基础数据后，项目组针对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

动室项目开展情况、管理措施等进行访问和了解，访谈方式为上门访

谈。最后项目组撰写了访谈报告（具体见附件 3）。 

4.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项目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和规范，对采集

的数据进行甄别、分析和评分，并提炼结论撰写报告，在规定时间内

上报委托方。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 

本次绩效评价运用由项目组研发并通过专家组论证的评价指标

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及访谈，对 2017年福彩

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分

结果：综合得分为 89.41分，属于“良”1。其中，项目决策类指标

权重共 12分，得 10.5分，得分率为 87.5%；项目管理类指标权重共

38分，得 35.2分，得分率为 92.63%；项目绩效类指标权重共 50分，

得 43.71分，得分率为 87.42%，具体得分详见表 3-1.  

表 3-1 2017 年福彩金资助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评价指标 权重 业绩值 得分 指标解释 

A项目决策 12  10.5 —— 

  A1 项目立项 6  6 —— 

    A11 战略目标适应性 2 适应 2 
考察项目与国家或上海市及主管

单位的发展战略目标的紧密程度 

    A12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充分 2 
考察项目的立项是否有充分的文

件及标准作为依据 

                                                           
1
 绩效得分 90分以上为“优”，75分-90分为“良”，60-75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

不合格。 



   A13 项目立项规范性 2 规范 2 

考察项目立项是否规范，项目申

请、设立的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规

定 

  A2 项目目标 6  4.5 ——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合理 3 
考察绩效目标的合理性，是否符

合项目实际情况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部分不明

确 
1.5 

考察绩效指标的明确性，是否符

合 SMART原则 

B项目管理 38  35.2 —— 

  B1 投入管理 9  6.2 —— 

B11 预算执行率（%） 6 93.50% 4.7 

考察项目预算执行进度；预算执

行率（%）=实际支出数/项目预算

数*100% 

     B12 预算编制合理性 3 

预算编制

依据不够

充分合理 

1.5 
考察项目预算在编制时是否合

理，是否细化可衡量 

  B2 财务管理 8  8 —— 

    B21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健全 2 

考察项目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使

用、规范运行等而具有或制定了

必要的管理制度。 

    B22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合规 4 

考察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拨付

是否有完整审批程序和手续；是

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 

    B23 财务监控有效性 2 有效 2 
考察项目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

安全、规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



采取了必要的监控、管理措施。 

  B3 项目实施 21  21 —— 

    B31 项目计划编制合理性 1 合理 1 考察项目计划编制的合理性 

    B32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5 健全 5 

考察申报审核、补贴标准、实施

进度管理、监督管理和档案管理

等相关制度是否健全 

    B33 项目管理执行有效性 15  15 考察各项管理制度是否得到落实 

B331 项目申报审核管理制度执

行有效性 
3 有效 3 

考察项目的申报以及审核是否严

格按照监督检查制度执行 

B332项目补贴标准管理制度执

行有效性 
3 有效 3 

考察项目是否严格按照补贴标准

管理制度执行 

B333 项目进度管理制度执行有

效性 
3 有效 3 

考察项目进度是否严格按照进度

管理制度执行 

B334项目监督考核管理执行有

效性 
3 有效 3 

考察项目的监督检查情况是否严

格按照监督检查制度执行 

B335项目档案管理管理执行有

效性 
3 有效 3 

考察项目的档案管理情况是否严

格按照档案管理制度执行 

C项目绩效 50  43.71 —— 

  C1项目产出 16  16 —— 

C11福彩金补贴新建老年活动室

发放完成率 
4 100% 4 

考察申报的新建老年活动室项目

是否都享受到补贴，福彩金补贴

新建老年活动室发放完成率=实

际发放完成量/申报通过建设项

目量*100% 

C12福彩金补贴改造老年活动室

发放完成率 
4 100% 4 

考察申报的改造老年活动室项目

是否都享受到补贴，福彩金补贴

改造老年活动室发放完成率=实

际发放完成量/申报通过建设项



目量*100% 

C13福彩金补贴新建老年活动室

发放及时率 
4 100% 4 

考察申报的新建老年活动室项目

福彩金补贴是否发放及时（福彩

金补贴新建老年活动室发放及时

率=按时发放的补贴数量/补贴计

划发放数量*100%） 

C14福彩金补贴改造老年活动室

发放及时率 
4 100% 4 

考察申报的改造老年活动室项目

福彩金补贴是否发放及时（福彩

金补贴改造老年活动室发放及时

率=按时发放的补贴数量/补贴计

划发放数量*100%） 

  C2 项目效益 34  27.71 —— 

C21老年活动室提供服务情况 12  10.63  

C211整体环境状况 3 95.68% 2.68 
考察标准化老年活动室整体环境

状况 

C212设施设备完好性 3 95.25% 2.64 
考察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内部的设

施设备是否完好 

C213服务人员态度情况 3 96.24% 2.72 
考察标准化老年活动室相关服务

人员的态度 

 C214开展活动内容丰富程度 3 94.48% 2.59 
考察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开展活动

的内容是否丰富多样 

     C22项目管理人员满意度 6 100.00% 6 考察项目单位管理人员的满意度 

C23社区老人满意度 8 95.42% 7.08 考察社区老人的满意度 

    C24影响力 8  4 —— 

     C241 补贴资金跟踪管理

制度健全性 
4 

补贴资金

跟踪管理

制度不够

完善 

2 

考察项目单位或后续责任单位是

否对于后补贴资金建立相关跟踪

管理制度办法 

     C242 补贴资金跟踪管理

执行有效性 
4 

执行有待

完善 
2 

考察项目补贴资金跟踪管理是否

得到有效的执行 



总分 100  89.41 —— 

 

2.主要绩效 

项目整体绩效处于良好水平，具体来说： 

（1）项目与部门职责、发展战略相适应，项目立项依据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设置绩效目标，但绩效指标明确性有待加强。 

（2）预算执行率为 93.5%；预算未严格按照补贴标准进行编制；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情况合规；项目管理制度健全，具有

申报审核、补贴标准、进度管理、监督管理和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制

度；在管理制度执行方面，项目单位在实施项目时，严格按照制度

进行申报、审核程度进行，补贴资金严格按照补贴标准进行发放，

项目单位对各个区实施情况展开调查，实时跟进项目进度，档案管

理规范，项目在管理制度执行方面做的较好。 

（3）项目整体产出和效果目标完成情况良好，福彩金补贴新建、

改造老年活动室都及时全额发放完成，福彩金补贴新建、改造老年活

动室发放完成率均达到 100%，福彩金补贴新建、改造老年活动室发

放及时率均达到 100%；新建、改造的老年活动室能够填补所在社区

空白点，活动室内部设施设备完好，开展活动内容丰富多样，能够满

足老年人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提升老年人文化生活环境；该项目管

理人员满意度达到 100%，社区老年人满意度达到 95.42%。项目单位

补贴资金跟踪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补贴资金跟踪管理制度部分

执行有效。 

（二）具体绩效分析 

A项目决策 

A1项目立项 



A11战略目标适应性 

考察项目主管单位的发展战略目标的紧密程度。本项目的总目标

是通过新建和改造社区老年活动室，填补所在社区空白点，均衡布局，

优化设施建设，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质量，为老年人构建和谐幸

福的文化生活环境，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与上海市民政局的战

略目标相匹配。综上所述，项目与国家或上海市及主管单位的发展战

略目标紧密相关，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A12立项依据充分性 

考察项目的立项是否有充分的文件及标准作为依据。项目以《上

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为重要指导精神，并且按照《关

于加强社区老年活动室管理的意见(试行)》、《关于推进本市“十三

五”期间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实施意见》的要求，着力完善综合为老服

务体系，推动老年友好城市和老年宜居社区建设。故综上，项目按照

国家和市级相关规定开展项目。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根据评分标准，

该指标得满分。 

A13立项规范性 

立项规范性考察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是否

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是否有立项文件及材料。经过项目组的调

查，各个区民政根据计划统计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建设数目并申请上报

给市民政，由市民政确定补贴建设的项目数量及资金，并上报进行审

核。经审核确认后通过。综上所述，项目立项规范，根据评分标准，

该指标得满分。 

A2项目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考察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产出和效果目标是否符合正常业绩水平，是否与预算相关联。据项目

组了解，本次评价的项目有制定绩效目标，且项目年度目标与总目标

设置合理，故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考察绩效指标的明确性，是否符合 SMART原则，是否清晰、细化、

可衡量，能够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该项

目填写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填报的相关绩效指标基本能与本项目目

标匹配，但绩效目标不够明确细化，故项目组选取了部分目标进行进

一步明确、细化，作为绩效指标。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5 分。

B项目管理 

B1投入管理 

B11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考察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预算执行率（%）=项目实

际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经过项目组了解到，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3000万元，实际共支出 280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3.5%。故根据评

分标准，该指标得 4.7分。 

B12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察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情况，依据是否充分，预算明细测算是

否科学合理。经过项目组了解到，市民政在进行预算编制时按照新建

改造 300个标准化老年活动室的要求，平均每个 10万编制项目预算，

但项目补贴标准因建设总投资和建设年限等因素存在不同（分为 3档

补贴标准，分别补贴 20万，10万，5万），不能完全按照每个 10万

元来进行预算编制，预算编制的依据与补贴标准不能完全匹配，根据

评分标准，该指标最终得 1.5分。 



B2财务管理 

B2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

制度对项目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经过项目组了解到，市

民政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其中包括对于福彩金拨付管理、制度与监

督管理、资金管理、业务收费管理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对项目预

算申报、财务报销等有关资金结算方面进行了严格规定。以上制度符

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能够在制度层面保证项目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故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该指标得满分。 

B22资金使用合规性 

考察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的规定及，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项目组检查了本项目市民政部分支出的记账凭证，通过

调查发现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使用，未发现截

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故该指标得满分。 

B23财务监控有效性 

考察项目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

采取了必要的监控、管理措施。根据项目组的了解，市民政局规定补

贴只有在项目建成并验收合格后方可下拨。因此委托第三方在项目终

期对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开展评估工作，评估合格（并参考验收、审价

报告）后由区民政申报给市民政，市民政根据补贴标准给予建设补贴。

故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B3项目实施 

B31项目计划编制合理性 



考察项目计划编制的合理性。根据项目组了解，本项目计划分季

度完成：一季度，完成项目申报工作；二季度，由街镇根据市局下发

的指导意见筹备建设工作项目；三季度，指导街镇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四季度，完成全市新建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的建设以及验收工作，

并且完成福彩金补贴发放额度。项目计划与项目目的相符合并且时间

较为明确，故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B32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申报审核、补贴标准、实施进度管理、监督管理和档案管理

等相关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

的保障情况。经项目组调查，本项目实施的主要管理制度主要为市民

政局的一系列业务管理制度。包括申报审核、补贴标准、进度管理、

监督管理和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具体来说:申报审核管理制度中

对于项目的申报，审核等要求以及程序做出了明确的相关规定;补贴

标准管理制度中，明确了对于建设项目申报补贴的规定；进度管理制

度对于项目的计划以及实际实施进度在时间上有明确的要求；监督管

理制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规定了严格的监督范围和方式；档案管理管

理制度对项目后续档案管理工作作出相关规定。 

故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B331 项目申报审核管理执行有效性 

考察项目的申报以及审核是否严格按照监督检查制度执行。根据

项目组了解，项目的前期由区民政上报项目计划数给市民政，由市民

政制定具体补贴数以及相关要求，审核通过后再下发到区民政开始实

施，项目申报以及审核严格按照市民政规范的程序进行，故项目组认

为项目申报审核管理执行情况良好，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B332项目补贴标准管理执行有效性 



考察项目是否严格按照补贴标准管理制度执行。根据项目组了解，

本项目福彩金补贴实际发放由市民政局委托第三方根据补贴标准以

及实际建设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合格后进行补贴。故项目组认为补贴

标准管理执行情况良好，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B333 项目进度管理执行有效性 

考察项目进度是否严格按照进度管理制度执行。根据项目组了解，

项目实际操作过程中，项目单位积极开展项目的相关工作，严格按照

计划进行实施，故项目组认为项目进度管理执行情况良好，根据评分

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B334项目监督检查管理执行有效性 

考察项目的监督检查情况是否严格按照监督检查制度执行。根据

项目组了解，项目监督管理由区民政局负责，并以月报的形式报告市

民政局。故项目组认为监督考核管理执行情况良好，根据评分标准，

该指标得满分。 

B335项目档案管理执行有效性 

考察项目的档案管理情况是否严格按照档案管理制度执行。根据

项目组了解，档案由区民政局负责并上报市民政局，市民政按照相关

管理办法进行统一归档收编。故项目组认为监督考核管理执行情况良

好，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C项目绩效 

C1项目产出 

C11福彩金补贴新建老年活动室发放完成率 

考察申报的新建老年活动室项目是否都享受到补贴，福彩金补贴

新建老年活动室发放完成率=实际发放完成量/申报通过建设项目量

*100%，根据项目组了解，2017年本项目建设内容中，新建老年活动



室申报补贴 125家，实际完成补贴 125家，福彩金补贴新建老年活动

室发放完成率达 100%，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C12福彩金补贴改造老年活动室发放完成率 

考察申报的改造老年活动室项目是否都享受到补贴，福彩金补贴

改建老年活动室发放完成率=实际发放完成量/申报通过建设项目量

*100%。根据项目组了解，2017年本项目建设内容中，改造老年活动

室申报补贴 123家，完成申报 123家，福彩金补贴改造老年活动室发

放完成率达 100%，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C13福彩金补贴新建老年活动室发放及时率 

考察申报的新建老年活动室项目福彩金补贴是否发放及时（福彩

金补贴新建老年活动室发放及时率=按时发放的补贴数量/补贴计划

发放数量*100%），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资助新建标准化老

年活动室建设的福彩金补贴计划于 2017年 12月底之前发放完成，实

际补贴资金于 2017年 6月 30日以及 12月 22日发放，福彩金补贴按

时完成率=125/125*100%=100%，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C14福彩金补贴改造老年活动室发放及时率 

考察申报的改造老年活动室项目福彩金补贴是否发放及时（福彩

金补贴改造老年活动室发放及时率=按时发放的补贴数量/补贴计划

发放数量*100%），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资助改造标准化老

年活动室建设的福彩金补贴计划于 2017年 12月底之前发放完成，实

际补贴资金于 2017年 6月 30日以及 12月 22日发放，福彩金补贴按

时完成率=123/123*100%=100%，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C2 项目效益 

C21老年活动室提供服务情况 

C211整体环境状况 



考察标准化老年活动室的整体环境状况。根据项目组社会调查了

解到，标准化老年活动室整体环境较好，老人对整体环境状况的满意

度为 95.68%小于 100%，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分为=3-（1-95.68%）

*2.5*3=2.68分。 

C212设施设备完好性 

考察社区老年活动室内部的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根据项目组社会

调查了解到，社区老年活动室内部实施设备较为完好，老人对设施设

备完好性的满意度为 95.25%小于 100%，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分

为=3-（1-95.25%）*2.5*3=2.64分。 

C213服务人员态度情况 

考察标准化老年活动室的相关人员的服务态度情况。根据项目组

社会调查了解到，社区标准化老年活动室的相关服务人员态度较好，

老人对服务人员态度情况的满意度为 96.24%小于 100%，根据评分标

准，该指标得分为=3-（1-96.25%）*2.5*3=2.72分。 

C214开展活动内容丰富程度 

考察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开展活动的内容是否丰富多样。根据项目

组社会调查了解到，社区老年活动室开展活动基本能满足老人需求，

活动内容丰富多样，老人对开展活动丰富程度的满意度为 94.48%小

于 100%，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分为=3-（1-94.48%）*2.5*3=2.59

分。 

C22项目管理人员满意度 

考察项目单位管理人员的满意度。根据项目组社会调查的情况来

看，项目管理人员对项目申报流程简便性、审核流程的简便性、各区

管理情况、项目效果情况、项目运营管理执行情况的满意度均为 100%，

管理人员平均满意度为 100%，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C23社区老人满意度 

考察社区老人的满意度。根据项目组社会调查的情况来看，社区

老人对新建改造的标准化老年活动室的环境满意度为 95.68%、对内

部设施的满意度为 95.25%、对服务人员态度的满意度为 96.24%、对

活动丰富度为 94.48%,平均满意度为 95.42%，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

得分为 8-（1-95.42%）*8*2.5=7.08分。 

C241 补贴资金跟踪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单位或后续责任单位是否对于后补贴资金建立相关跟

踪管理制度办法。经项目组了解，项目资金管理要求市级补贴资金下

拨至各区民政局，由各区指导街镇按有关规定使用资金，并做好项目

验收、审价工作。目前对补贴资金下拨到区，再到街镇的过程跟踪没

有完善的管理或制度要求，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2分。 

C242 补贴资金跟踪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考察项目补贴资金跟踪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的执行。经项目组

了解，项目补贴按计划拨付到区以及街镇，对于资金拨付到位和使用

情况未能及时考察反馈，补贴资金跟踪管理制度执行过程需要进一步

完善，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2分。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项目进度控制良好，福彩金按照补贴标准顺利完成发放，项目完

成效果较好 

根据项目组了解，项目单位在项目实施时，按照项目进度计划严

格执行，项目整体产出和效果目标完成情况良好，福彩金补贴新建、

改造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发的资金全部足额发放，发放完成率均达到



100%，并且福彩金补贴全部在计划时间之内完成发放，发放及时率达

100%；新建、改造的老年活动室相关内部设施设备完好，开展的活动

内容丰富多样，能够满足老年人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提升老年人文

化生活环境；该项目管理人员满意度以及社区老年人满意度情况较好。 

（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补贴资金跟踪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通过项目组的调查了解到，针对 2017年福彩金资助社区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项目资金管理要求市级补贴资金下拨至各区民

政局，由各区指导街镇按有关规定使用资金，并做好项目验收、审价

工作。目前对补贴资金下拨到区，再到街镇的过程跟踪没有完善的管

理或制度要求，对于项目资金准确到位情况考察有一定的影响。 

2.项目事前调研不够充分，影响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根据《关于本市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建设和管理的意见》，项目补

贴标准根据对象建设目标（新建或改造）、建设年限以及总投资额分

为 20万元、10万元以及 5万元三个等级。但是市民政局在编制预算

时统一按照新建改造 300个标准化老年活动室的要求，平均每个 10

万编制项目预算。而根据申报并且符合补贴标准的有 248家，项目在

事前未根据补贴标准充分调研各区新建改造情况，未具体了解建设总

投资额，项目建设年限以及之前是否接受过补助等情况，影响了项目

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三）建议和改进措施 

1.进一步完善补贴资金跟踪管理制度 

建议今后在开展类似项目时，项目单位进一步完善补贴资金跟踪

管理制度，对于项目补贴资金拨付过程的监控，补贴到位监督等作出



相关要求，区以及街镇及时对资金的到位以及使用情况备案，从而实

时了解项目补贴运营情况。 

2.事前对实施对象进行排摸，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建议市民政局在编制预算时，充分发挥各区民政局和街镇的作用，对

进行新建和改造的老年活动室进行前期充分调研，了解各老年活动室

的实际建设类型（新建和改造）、总投资金额以及是否接受过往年市

财政该项目的补助，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补贴标准编制预算，从而

保证预算编制和计划实施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