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红十字会救灾工作专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贯彻落实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完善预算管理，

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赈济救护部现就 2018

年红十字救灾工作专项经费实施进行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及绩效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予的职责，上海市红十字

会以《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意见》为依据、《中国红十字

会自然灾害和突发时间救助规则》为准则，在自然灾害以及突发公共

事件发生时独立自主地开展救助工作，积极发挥红十字会在政府人道

救助领域的助手作用。 

多年来，上海市红十字会致力于协助政府开展救灾工作，接收和

发出的救灾物资超过 70万箱件、价值超过 2.7亿元，遍布全国 28个

省市以及 12个国家和地区。在 2008年南方特大雪灾和震惊世界的汶

川地震，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2013年芦山地震、

2014年鲁甸地震、2015年西藏日喀则地震、2016年江苏盐城龙卷风、

2017 年四川九寨沟地震等历次重特大灾害的紧急救灾物资接收和发

运中，不辱使命，快速响应，将各类救灾物资以最快速度送达灾区。      

总目标：对重特大自然灾害受灾地及时给予红十字人道主义关爱，

初步形成市、区、街道（镇）、居（村）委会组成的红十字救灾工作

网络。形成以街道、居委、楼组为单位的三级现场自救互救网络，形



成对防灾预案和管理体系的动态反馈。 具体目标如下： 

1、仓储应急备灾物资储备（2000 条毛毯、1500 条棉被、1200

个家庭应急包、50顶帐篷）； 

2、参与国内外较大灾害的救援救助工作，根据灾情，援助部分

受灾严重省市开展救灾工作；开展本市的火灾救助工作；为受灾家庭

提供应急生活补助或家庭救助包；  

3、通过培训红十字救灾联络员以获取国家减灾委颁发的灾害信

息员证书，发挥其在预防和应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4、在电视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等多种媒体平台上传播防灾

减灾的知识，增强民众防灾避险意识、提高自救互救技能； 

5、加强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建设，不断推进组织建设、机制建

设、能力建设，逐步形成管理规范、运转高效的上海红十字应急救援

体系； 

6、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援建项目进行实时督导，进一

步规范援建项目的开展工作。 

（二）预算资金规模、来源及使用情况 

2018 年红十字救灾工作专项经费，项目预算安排 131.99 万元，

来源为财政经费，包括仓储应急备灾物资、防灾减灾宣传、救灾联络

员培训、救灾物资铁路仓储运输、应急救援队培训演练及灾后重建项

目考察 6个子项目，截至 2018年底，实际使用项目预算 131.2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99.4%。  

（三）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情况 



上海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负责本项目的项目申报、预算经费申

请、项目执行、以及项目实施全过程，红十字救灾工作专项经费的策

划、执行以及总结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对项目的管理，保障上海红十字救灾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的日常开展，该项目具有一系列的法规及管理制度进行管理，主

要包括： 

（1）《上海市红十字会本市火灾救助操作方案》； 

（2）《上海市红十字会募集和接受捐赠办法》； 

（3）《上海市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实施细则》； 

（4）《上海市红十字会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11版） 

（5）《上海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物资库管理指南》； 

（6）《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管理办法》； 

（7）《中国红十字会灾害救助规则（红总字 2008）8号》等。 

2018 年红十字救灾工作专项经费共包括仓储应急备灾物资、防

灾减灾宣传、救灾联络员培训、救灾物资铁路仓储运输、应急救援队

培训演练及灾后重建项目考察 6个子项目。 

（1）仓储应急备灾物资资金。该子项预算为 74.8 万元，用于采

购应急备灾物资。2018 年计划采购火灾救助应急包 200 个、家庭应

急包 1000个、毛毯 2000条、棉被 1500条、帐篷 50顶。 

（2）救灾物资铁路仓储运输。该子项预算 20.5 万元，主要由救

灾应急处理交通费、捐赠物品评估整理消毒费和发放救灾（助）物资

铁路运输费。 



（3）救灾联络员培训。该子项主要用于支付学员餐饮（住宿）费、

使用场地会场费、培训教师讲课费等内容。 

（4）防灾减灾宣传工作。该子项预算总计 7万元，主要用于制作

及投放红十字会救灾专题片。 

（5）应急救援队培训演练。该子项包括应急救援队培训涉及的场

地费、资料费、装备费等。 

（6）灾后重建项目考察。该子主要用于考察项目中的餐费、考察

人员机票及灾区交通费以及住宿费。 

（四）评价依据及数据采集情况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及经费预算，在绩效目标基础上，根据《上海

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 号）的要求确定评价

依据。数据采集由财政经费的执行率、各项目具体实施基础资料、援

助地反馈情况以及开展项目过程中下发的满意度情况调查表反馈情

况组成。 

二、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果 

2018 年红十字救灾工作专项经费预算资金总额为 131.99 万元，

资金来源为市级财政资金。截至 2018年底，实际使用项目预算 131.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4%。  

2018 年红十字救灾工作专项经费所包含的 6 个子项目均已完成

全年工作计划。从项目实施角度上来看，项目总体实施效率较好，所

有工作均已完成，项目整体资金使用效率较佳，绩效评分结果为 97



分，绩效评级为“优”。 

（二）主要绩效及分析：  

仓储应急备灾物资储备完成率及验收合格率：2018 年计划采购

火灾救助应急包 200 个、家庭应急包 1000 个、毛毯 2000 条、棉被

1500条、帐篷 50顶。2018年 6月上海市红十字会邀请招标确定上海

际华物流有限公司为毛毯（2m＊1.5m）采购单位、上海典约服饰有限

公司为棉被（1.8m＊2m）采购单位、上海洋帆实业有限公司为帐篷（12

平米救灾专用）采购单位、巍尔巍（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火灾

救助应急包（内 20 件）采购单位，招标有效期均为 3 年。家庭应急

包（内 17件）供应商则为 2017年 3月中标的巍尔巍（上海）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完成招投标工作，2018 年 7 月完成合同签

订工作，7月末完成各项备灾物品到位，经红十字会相关人员组织验

收通过，清点数量后入库，仓储应急备灾物资储备完成率 100%。经

红十字会相关人员组织验收通过，认为供货商提供货品符合质量要求

100%合格。 

救灾工作及时性：截至年底，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救援通知及相关

工作要求，及时向全国发放备灾救灾物资 10个批次，共计 1064万元

物资。根据物资发放反馈情况，发放及时性满意度达 98%以上。 

救灾联络员培训人次完成率及队伍覆盖率：2018年 4月、5月开

设了 3期培训，培训学员来自上海各区，培训教师选取自市民政部门

培训救灾培训教师，每期培训时间为两日。本年度共培训学员 230名，

培训合格人数 217人。培训数量超出 2018年救灾联络员培训数量 190



名目标。培训合格的 217 名救灾联络员分别来自上海 16 个区红十字

会，每个区完成培训人均在 10名以上，浦东新区完成培训人数 36名，

救灾联络员队伍覆盖率达 100%达到跟踪目标。根据学员反馈情况，

学员们认为灾害信息基础知识、灾害损失测算等 5门课程内容较为满

意，培训内容实用有效，满意度达到 95%以上。  

救灾专题片投放完成率：上海市红十字会为保证宣传片质量及观

览次数，普及应急救灾知识，通过上海市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投放，投

放防灾减灾专题片，按合约约定内容于 5月，上海市东方明珠移动电

视投放“减灾防灾”公益宣传片共计 25次，2018年宣传工作已完成。 

应急救援队培训演练工作完成率：2018 年 7 月组织了第一期应

急救援队培训演练活动，培训 30 余人参加，包括上海城市搜救队、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员及新招募队员。10 月与江苏省、浙江省红十

字会首次联合举办了“2018年苏浙沪红十字救援联合演练活动”，演

练内容包括救援队跨省调动、三省（市）红十字会救援队联合指挥与

行动、营地建设及野外后勤保障、团队建设以及队列训练等。 

灾后重建项目考察任务完成率：2018 年 8 月上海市红十字相关

工作人员安排考察喀什备灾库房、伽师县深度贫困村，并会同上海海

关转交海关罚没侵权货物，考察全程 5天，9月完成考察报告，已完

成跟踪目标。 

三、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从财政经费的执行情况来看，2018 年红十字救灾工作专项经费



所包含的 6 个项目中，救灾物资铁路仓储运输项目余 5000 元；灾后

重建项目考察项目余 2000元。 

（二）改进措施和建议 

由于财政经费都是按照部门事先拟定的项目经费用款计划申报

表按月下拨，由于救灾工作存在很大的时间不确定性，难免存在计划

用款时间与实际用款时间存在一定冲突，从而导致救灾物资铁路仓储

运输及灾后重建项目考察这两个子项目的财政经费实际使用金额和

预算批复金额未能吻合，因此会出现发运救灾物资高峰时间段因财政

经费批复不足而使用人道救助基金这一情况。建议在今后的工作过程

中进一步细化工作计划制定工作，努力提高目标设定及计划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