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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概况：智库建设经费

立项依据：年初工作重点

设立的必要性：智库建设经费

保证项目实施的措施与制度：智库建设经费

项目实施计划：智库建设经费

（二）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 行次
年度总金额

(万元)

财政资金 上年结转资

金(万元)

其他资

金(万元)小计 中央级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年初预算资金 (1) 115 115 0 115 0 0 0 0

全年预算资金 (2) 114.88 114.88 0 114.88 0 0 0 0

实际到位资金 (3) 114.88 114.88 0 114.88 0 0 0 0

全年执行资金 (4) 72.6 72.6 0 72.6 0 0 0 0

资金结余 (5)=(3)-(4) 42.28 42.28 0 42.28 0 0 0 0

预算到位率 (6)=(3)/(2) 100 100 0 100 0 0 0 0

预算执行率(%) (7)=(4)/(2) 63.2 63.2 0 63.2 0 0 0 0

（三）项目绩效目标

（1）. 项目实施期绩效目标

智库建设经费

（2）. 项目年度目标

智库建设经费

二、项目绩效情况

综合考虑预算执行情况、产出、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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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通过数据采集及分析，最终评分结果：智库建设经费项目绩

效自评价结果为:总得分 89.61分，属于"良好"。

（一）预算执行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 100% 63.19% 6.31

（二）项目产出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数量指标
政策调研次

数（次）
15 100 90 13.5

质量指标
委员履职成

本
12 100 100 12

时效指标 履职及时性 12 100 90 10.8

成本指标 成本 11 100 100 11

（三）项目效益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经济效益 效益 15 100 90 13.5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15 100 90 13.5

（四）项目满意度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
10 100 9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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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绩效分析

1. 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及分析

项目实施方面：智库建设经费主要是用于支持和保障省政协智库

开展咨询研究工作的专门性经费。按照稳定支持、长效保障，遵循规

律、绩效导向，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的原则，经费包括研究课题经费

（主要用于支付委托智库成员牵头或独立开展各类课题研究过程中

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智库成员参与履职活动经费、培训授

课费等。2021年度提案委智库课题主要包括《创新杂粮育种，推动

有机旱作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技创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关

于强化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建议》《碳基材料》《成果转化》《建

立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加快推动

农产品十大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打造优质小麦产业链 着力推动

我省小麦产业提质升级》《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关注森林》《我省水污染防治》《加快会展业发展，助力我省服务

贸易》《城乡融合》《文 旅》《对外开放》《中部崛起》《双循环》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沿黄文旅融合配套设施建设》等。

预算执行方面：本项目年初预算 115 万元，经调整后全年预算

114.88万元。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实际支出 72.6万元，预算执

行率 63.20%。支出内容方面，劳务费 60.07万元、占比 82.74%，办

公费 5 万元、占比 6.89%，咨询费 3.65 万元、占比 5.03%，差旅费

3.88万元、占比 5.34%。

2. 产出情况及分析

2021年智库建设方面，推行重大履职课题双组长制，由两位副

主席牵头负责。坚持不调研不协商，组织委员在知情明政基础上提出

建议。加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研

究基地和政协智库建设，完成 30个研究课题，成果质量及完成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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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省政协按照《山西省政协智库课题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山

西省政协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等制度，按标准支付劳务

费。

3. 效益情况及分析

2021年相关研究课题涉及经济、农业和农村、人口资源环境、

文化文史等领域，对于促进全省经济、社会、生态等各项事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4. 满意度情况及分析

按照满意度测评，群众对智库建设及相关课题成果的了解度不够

高，满意度为 90%。

四、项目主要经验做法

1.分领域建立智库专家名单，为高质量建言资政提供智力支持。

为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和人民政协的决策咨询作用，深入推

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努力建设富有政协特色的应用型智库，经

省政协主席会议研究通过，印发《山西省政协智库专家名单》，智库

专家共 240名， 根据政协履职需要和智库成员特点，包括经济组 47

名、人口资源环境组 59名、农业和农村组 32名、教科卫体组 24名、

社会和法律组 18名、民族和宗教组 9名、文化文史组 22名、港澳台

侨和海外交流组 15名、理论研究组 14名。

2.制定智库建设管理办法，规范相关经费支出。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中央、中共山西省委

关于加强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精神，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

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整合和拓展智力资源，

进一步强化政协“人才库”“智囊团”的作用，高质高效助力全省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我们印发《山西省政协智库建设与管理办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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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西省政协智库课题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山西省政协

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和《山西省政协智库建设领导小组

和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明确了“党管智库、务实管用、发挥

政协特色、开放创新”的工作原则，对工作原则、管理与运作、组织

领导与工作保障、课题研究管理、专项经费管理等进行说明，以保障

智库建设经费规范、合理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五、项目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因疫情影响，部分研究课题未按时完成，资金未支出，项目预

算执行率不高。

2.相关绩效指标设置未能与项目具体实施内容相结合，指标

设置相关性与合理性不足，不能全面反映整体项目实施绩效。

六、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措施及建议

1.在确定研究课题及项目预算申请时，我们将综合考虑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影响因素，合理确定年度研究课题，科学测算经费需求，进

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

2.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根据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及实施计

划设置项目绩效目标，并进一步分解细化为量化、可衡量、明确的绩

效指标。充分发挥绩效指标的目标导向作用，促进省政协专家库建设，

为高质量建言资政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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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完成率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 100% 63.19% 63.19% 6.3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政策调研次数

（次）
15 100 90 90.00% 13.5

原指标无法体现智库建

设实施内容，调整为“课

题完成率”，指标值调

整为“100%”；因疫情

影响，部分课题未完成，

完成率按 90%计

质量指标 委员履职成本 12 100 100 100.00% 12

原指标无法体现智库建

设质量，调整为“课题

成果质量”，指标值调

整为“较好”

时效指标 履职及时性 12 100 90 90.00% 10.8

原指标无法体现智库建

设质量，调整为“课题

成果质量”，指标值调

整为“较好”



成本指标 成本 11 100 100 100.00% 11

成本指标主要反映和体

现劳务费等智库经费是

否按规定列支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效益 15 100 90 90.00% 13.5

成本指标主要反映和体

现劳务费等智库经费是

否按规定列支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15 100 90 90.00% 13.5

成本指标主要反映和体

现劳务费等智库经费是

否按规定列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 100 90 90.00% 9 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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