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老吾老计划”项目 项目资金（万元） 526.97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养老服
务发展中心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2年在全市64个街镇开展“老吾老计划”项目，计划参加集中培训的每个街道200人，组织
困难老人家庭照护人员开展实训操作的每个街道40人，参加入户指导服务每个街道30户。通过
“老吾老”项目对家庭照护者的照护能力培训，能够缓解失能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

2022年在全市64个街镇开展“老吾老计划”项目，
同时按照项目要求，行业协会已完成64个街镇的现
场督导工作，对各街镇的授课地点、授课内容、培
训人数、后勤保障等进行督导检查。目前，入户督
导工作正在进行，专家入户调访、评估承办机构入
户指导内容、指导效果。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市64个街镇开展
“老吾老计划”项目

64 64

完成对64家街镇的入户督导 64家 15家
本项目为2022年9月至2023年9
月的跨年度项目，目前进行到
项目的第三阶段。

质量指标

按合同要求开展项目 可控 可控

督导方案合理科学
符合《市养老条例

》等文件要求　
符合《市养老条例

》等文件要求　
测评的工具性指标合理科学 合理科学 合理科学

评审结果客观公正 客观公正 暂未进行综合评审
本项目为2022年9月至2023年9
月的跨年度项目，目前进行到

项目的第三阶段。

评估报告内容真实全面 报告符合要求 暂未形成评估报告
本项目为2022年9月至2023年9
月的跨年度项目，目前进行到

项目的第三阶段。

时效指标

除督导工作外的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100%

督导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进行中
本项目为2022年9月至2023年9
月的跨年度项目，目前进行到

项目的第三阶段。

评估报告产生及时性 及时 暂未形成评估报告
本项目为2022年9月至2023年9
月的跨年度项目，目前进行到

项目的第三阶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市家庭照护能力提升 提升 提升

督导专家组专业水平 专业 专业

社会公众知晓度 普遍知晓 普遍知晓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家庭照护者的照护能力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老年人满意度 >=90% >=9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银龄宝典》—老年人居家康复护理电视节目

（含上年结转支出）
项目资金
（万元）

80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总
体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计划安排年度播出每周播出5期，全年播出250-260期。节目通俗易懂，实用性较强，
有效提升老年人家庭的护理能力。播出节目可在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上点击观看。

《银龄宝典》将继续以完善的节目内容，
老年人乐于接受的形式，让居家有需要的
老年人得到更实在，更用得上的康复护理
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节目的宣传拓展节目
的社会的受惠受益面。受益面到达60%。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
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260期 100 100

质量指标 每周播出5期 100 100%

时效指标 每周播出时段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老年人认知度 60 6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年人满意度 80 8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设
项目资金
（万元）

680.5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全市新建2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全市完成新建54家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长者运健康之家数量 ≥20 54

质量指标 按要求完成建设 可控 完成

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老年人运动健康促进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年人满意度 >=90%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存量养老机构升级改造
项目资金
（万元）

6500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十四五”期间，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改造和存量保基本养老机构整体改
造，护理型床位设置不少于总床位数的60%，优化养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2022年，护理型床位已达到全市养
老床位的62%，对存量保基本养老
机构升级改造开展排摸。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置护理型床位 35000张 35000张

启动存量养老机构改造 30家 0
各区正在排摸改

造需求

质量指标 达到文件要求 达标 达标

成本指标 资金分配合理性 >95%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失能照护服务供给增加 35000张 35000张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存量养老机构品质提升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人满意度 >90%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居室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
项目资金
（万元）

549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缓解老年人因生理机能变化导致的生活不适应，让老年人避免受到人身伤
害，生活舒适性及精神丰富性得到提升；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社会化运作的适老化
改造机制，促进养老产业发展。2022年，支持5000户以上的困难、高龄、独居等刚需老年
家庭实施居室适老化改造。

2022年全年共完成6804户。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改造家庭数 >=5000户 6804户

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度 100% 100%

时效指标
活动按时完成（1=是，

0=否）
1 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老年人居家养老安全性明显

提升（1=是，0=否）
1 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年人满意度 >=98% 98%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家门口养老设施建设
项目资金
（万元）

100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2年全市新增100家家门口养老服务站 2022年全市新增100家家门口养老服务站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建成数量 ≧100 100

质量指标 按要求完成建设 可控 可控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

及性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老年人社区援助服务（市级配送项目）
项目资金
（万元）

28.8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上
海市养老服务发展
中心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统一项目名称、统一管理平台、统一网络标志、统一兑换规则等制度设计，鼓
励和支持社会成员为老年人提供非专业性的养老服务，按照一定的规则记录服务提
供者的服务时间，储入其“时间银行”个人账户，以便将来兑换相同时长的服务。
2022年度最美“老伙伴”志愿者及品牌“老伙伴”案例推选活动，由上海市养老服
务发展中心负责实施。主要用于推选在“老伙伴计划”实施过程中，得到群众认可
的最美志愿者及提名、品牌案例、百名志愿者，召开颁奖仪式，并对先进事迹与优
秀案例进行宣传推广，从而进一步推进全市老年志愿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老
伙伴计划”参与者实务能力。2022年16个区共审核推选了87名志愿者参与最美志愿
者推选；35个案例参与品牌案例项目推选；245名志愿者参与百名志愿者推选。通
过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最美志愿者10名、最美志愿者（提名）10名、品牌案例10
个及百名志愿者230名，并将先进事迹和优秀案例汇编成册进行线上线下宣传推广
。

截至2022年底，全市共计注册服务提供
者12471人，完成服务时长（时间币）
26321小时，共计服务老年人（服务对
象）16945人次。
经专家评审，评选出最美志愿者10名、
最美志愿者（提名）10名、品牌案例10
个及百名志愿者233名，并将先进事迹和
优秀案例汇编成册进行线上线下宣传推
广。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成全市统一的信息管理平
台

1个 1个

最美志愿者 20人 20人

品牌案例 10个 10个

百名志愿者 230人 233人

质量指标

“时间银行”项目完成度 100% 100%

验收方案合理科学 合理科学 合理科学

评审专家组专业水平 专业 专业

"时间银行“项目按时完成
（1=是，0=否）

1 1

时效指标

验收工作启动及时性 及时 及时

验收工作完成及时性 年底完成 年底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互助性养老服务机制进行
有益探索（1=是，0=否）

1 1

志愿者知晓率 =90% =90%

社会公众认知度 >60% 8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验收机制建设 建立，并不断完善 建立，并不断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志愿者满意度 满意 满意

老年人满意度 ≥98% 98%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社区睦邻点建设
项目资金
（万元）

199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全市新建190个示范睦邻点 全市新建190个示范睦邻点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建设数量 =100 190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可控

时效指标 年底前完成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提升农村养老服

务水平
提升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
项目资金
（万元）

2074.9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养老
服务发展中心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老年认知障碍越来越成为困扰老年人及其家庭的重要因
素。《上海市深化养老服务实施方案（2019-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构建老年认知障
碍干预和照护体系。2019年本市启动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在社区内广泛
开展老年认知障碍的宣传教育、风险测评、早期干预、家庭支持、资源链接和平台建
设等。计划至“十四五”末，基本实现全市街镇全覆盖。

本次资金拨付主要用于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第二批50
家街镇第二年试点工作和第三批44家街镇第一年试点工
作。各试点街镇在社区内广泛开展老年认知障碍的宣传
教育、风险测评、早期干预、家庭支持、资源链接和平
台建设等工作。整体来看，受2022年疫情影响，第二批
及第三批试点街镇项目整体进度有所延后。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推出试点街镇 >=45 44

根据各区申报情况意愿，实
际推出第三批试点街镇44家

完成27家试点街镇的验收 27家 27家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质量整体可控

验收方案合理科学 合理科学 合理科学

验收过程客观公正 客观公正 客观公正

时效指标

除验收外的项目完成时效 按时完成 部分试点单位按时完成
受疫情影响，本年度项目整
体进度有所延后

验收工作启动及时性 及时 及时

验收工作完成及时性 年底完成 次年年初完成
受疫情影响，实地验收推

迟，完成时间略晚，在2023
年予以改进。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对本市认知障碍老年人
的针对性服务

提升 提升

验收专家组专业水平 专业 专业

试点街镇对验收要求的知晓
率

≥98% 100%

形成验收报告 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验收机制建设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验收结果应用 有效应用 有效应用

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共享及时

、准确
信息共享及时、准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年人满意度 >=90% 9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养老服务创新试点
项目资金
（万元）

149.52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总
体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善养老服务机构信用分级制度，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积极发展智慧养老，促进智慧养老
应用场景需求落实落地，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有效支撑。

对上海市养老服务机构信用评价指标进行优
化完善，市民政局于2022年6月印发《养老
服务机构信用评价指标（试行）》通知；推
进智慧养老应用场景创新试点，在浦东新区
开展了养老机构“综合监管一件事”试点，
在长宁、静安等6个区推进老年人居家照护
安全监测、智慧养老院场景创新试点，有效
提升机构、居家养老服务和监管水平。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10000人 15000

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度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控制 100%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是否带动产业发展（1=是，0=否） 1 1

社会效益指标 符合社会预期（1=符合，0=不符合） 1 1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上海和全国具有实践探索和示范引领作用（1=

是，0=否）
1 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提升社会公众满意度（1=是，0=否） 1 1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养老服务机构“以奖代补”项目
项目资金
（万元）

4472.63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2022年度养老服务机构，包含养老机构中招用持证人员、品牌连锁经营奖、
内设医疗机构奖、服务质量提升奖、家庭照护床位经营奖、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机构中招用持证人员、品牌连锁经营奖、服务质量提升奖的审核发放。

养老服务机构中的招用持证人员、品牌连
锁经营奖、内设医疗机构奖、服务质量提
升奖、家庭照护床位经营奖。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率 95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养老服务机构质量 80 8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扶持和促进本市养老服
务机构健康规范发展

80 8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年人满意度 90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养老服务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服务

（含上年结转支出）
项目资金
（万元）

815.77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总
体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资助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投保责任保险，转移养老机构面临的住养和社区服务风
险，扶持养老机构正常运营，间接保障住养老人的合法权益。针对市级以下养老机
构，资助部分投保经费和全部投保经费。养老机构内发生住养人员的意外伤害事故之
后，通过责任保险弥补机构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凡投保的养老机构因依法承担服务方面
的民事责任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按照保
险合同的约定，应得到相应的保险赔偿
。中标保险人提供日常绿色理赔通道，
提供重大风险应急预案设计、紧急事件
处理机制。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投保率 100 100

质量指标 赔付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报案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老年人认知度 80 8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年人满意度 80 8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日间照护机构
项目资金
（万元）

1320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全市新建20家日间照护机构 全市新建25家日间照护机构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

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老年人日间照护

机构
≥20 25

时效指标 按要求完成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

及性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银发无忧
项目资金
（万元）

197.03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老年人由于受自身身体机能退化的影响而成为意外伤害事故的高发人群，“银发无忧”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障计划的推出，有效保障了老年人的人身安全，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更加幸福安康。为困难家庭老人、参与“老伙伴”计划的老年志愿者和80周岁以上劳模
（市级以上）赠送“银发无忧”，不仅能有效保障这部分老年人的人身安全，弥补他们
在遭受意外伤害后的损失，同时，也为他们送去了一份关爱，让他们真切体会到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这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进步。按市民政局相关文件
要求，每年度为5.6万名全市困难老人、4万名“老伙伴计划”志愿者和0.4万名市级以上
劳模，每人赠送一份20元的“银发无忧”意外伤害保障，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市委市政
府对他们的关爱，切切实实受益。

按照项目对捐赠对象的要求，2022年为98515名全市
困难老人、“老伙伴计划”志愿者、市级以上劳模，
每人赠送一份20元的“银发无忧”意外伤害保障，让
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对他们的关爱，切切实
实受益。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银发无忧项目保障对象 =100000人 98515
受疫情影响，银发无忧项目
保障对象中困难老人人数略
有不足，在2023年予以改进

质量指标

对保险公司的工作质量评
估：理赔时效

达到国家或行业标准 达到国家标准

对保险公司的工作质量评
估：理赔获赔率

达到国家或行业标准 达到国家标准

时效指标

保险赔付及时率 =100% 100%

保险公司工作质量评估
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工作人员到位率 =100% 100%

投诉率 <5% 1%

投诉件办理及时率 及时 及时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共享及时，准确 信息共享及时，准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

满意度
≥98% 98%

受疫情影响，银发无忧项目
保障对象前期工作准备略有
不足，在2023年予以改进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市属福利企业困难残疾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福彩金）
项目资金
（万元）

218.22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民政（集团）有限公司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弱势群体的关爱，采取政府资助和市场化运作等方式，维
护好、保障好残疾人的基本权益和日常生活，保持社会稳定性，增加困难弱势
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通过帮困补助，保障在职不在岗残疾职工的基本生活，残疾职工由
此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对补贴发放工作满意度较高，要求解决基本
生活保障的上方基本消除，对社会维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保障资
金制定专项管理制度，由项目单位资财管理部负责人提出资金审核
意见，再经主管经理和总经理审批同意后下拨专项资金，一定程度
上保证项目资金的实施安全。通过帮困补助，保证残疾职工队伍的
稳定性，增加困难弱势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达到民政
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基本目标，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目前受助对象希望可以提高帮困标准。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基本生活费 =20人 20人 无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可控 无

时效指标

缴纳社保费和公积金费用及
时性

及时 及时 无

根据相关政策调整缴纳社保
费和公积金费用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无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残疾人基本权益，保持

社会稳定性。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持社会稳定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助对象满意度 =100% =95% 受益对象希望提高帮困标准。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儿福院家庭寄养工作站经费
项目资金
（万元）

62.64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家庭寄养工作站的管理，及时满足被管理孤弃儿童日常需求。
该项目收到财政拨款696000.00元，实际该项
目支出资金626400.00元，完成财政拨款预算
执行率90.00%。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
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的工作站服务个数 2个 2个 无

质量指标 寄养工作站管理的质量水平 较好 较好 无

时效指标 各种物资、政策传递的及时程度 及时 及时 无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爱心人士对家族寄养工作站的

整体印象
负责任、有爱心 负责任、有爱心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工作站可持续提供服务年限 >=3年 已超过3年 无

配套服务、对服务持续跟进情况 =100.00% =100.00%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员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无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儿福院家庭寄养劳务费
项目资金
（万元）

283.77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家庭寄养劳务费项目，使得寄养在家庭中的孤弃儿童感受家庭的温暖和关。      

该项目收到财政拨款2955960.00元，实际
支出项目资金2837715.88元，项目预算执
行完成率96.00%。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

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寄养儿童数量 一百多人 全部完成 无

质量指标 家庭寄养儿童生活质量 较高 较高 无

时效指标

寄养家长在收到院内发放给
寄养儿童的生活用品等物资
时，能够较及时地给到寄养

儿童使用

及时 及时 无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寄养儿童身心健康方面产
生的较积极、有效的长远影

响

有效 有积极、长远影响 无

家庭寄养儿童可持续在寄养
家庭中生活的年限

>=5年 >=5年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员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无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惠民殡葬补贴经费
项目资金
（万元）

2800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积极贯彻落实“殡葬事业绿色改革”，推行节地安葬和积 极推进殡葬移风易俗，
大力推行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节地生态安葬方
式，实现殡葬工作绿色生态文明发展。

积极贯彻落实了“殡葬事业绿色改革”，推行 了节
地安葬和积极推进殡葬移风易俗，实现了殡葬工作绿
色生态文明发展。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节地生态安葬补贴 7000 3584

原因：受疫情影响，市民落葬数量大幅
减少。改进措施：加强沟通协调，提高
服务质量和水平，为市民提供高质量的
落葬服务。

骨灰撒海补贴数 5000 2798
原因：疫情防控需要，对撒海人数、船
次进行控制。改进措施：加强沟通协
调，进一步挖掘潜力。

质量指标 补贴对象准确性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节地生态安葬比例 ≥80% 82%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5.8%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历史遗留群体户口回沪人员中

生活困难对象帮困
项目资金
(万元)

250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帮困互助基金会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开展助医帮扶、助老帮扶、特殊帮扶帮扶，缓解这部分特殊困难群
体的生活困难，协助政府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缓和激烈的信访矛
盾，达到和谐稳定的作用。

完成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帮扶人次 1800人次 1480张 帮扶频率减少

质量指标 可控 100% 100%

时效指标 及时完成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信访诉求降低 有效降低 有效降低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众群体 95 ≥95%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社区市民综合帮扶
项目资金
（万元）

3631.3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帮困互助基金会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社区市民综合帮扶项目，通过“个案为主，项目为辅”的方式，缓解困难群众的急难
愁问题，做到“雪中送炭”有效帮扶。

完成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个案帮扶人次 40000 67601人次 帮扶频率减少

元旦春节帮扶人次 8000户 10834户

“爱心助老”实物帮扶 1500 2600余人次

“爱心传递”义务家教 50 112%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可控

时效指标 及时完成 及时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加大个案帮扶有效性，聚

焦特困
90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众群体满意度 90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医疗帮困一卡通
项目资金
（万元）

500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帮困互助基金会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了缓解社区贫困市民的门诊医疗困难，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市医保局、市卫生局、
市财政局等联合颁发的《关于印发〈社区医疗帮困一卡通计划〉方案（试行）的通知
》沪民救发〔2006〕86号文件精神，对生活困难且患有各种慢性疾病，具有本市户籍
的低保、低收入家庭中已申请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民进行帮困，使全市约
2万名困难市民获得每人500元的医疗帮困卡。

由于疫情原因，共发放帮困卡16989张，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市医疗帮困卡发放数 20000张 16989张 疫情原因

质量指标
按要求规范制卡，确保居

民正常使用
100% 100%

时效指标
做好申领发放，及时完成

费用结算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缓解困难居民的社区就医

费用
100%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使用，缓解社区

就医困难
100% 1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资助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项目资金
（万元）

100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红十字会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捐献者的善后处理及家属在器官捐献期间的必要的交通及食宿开支及对捐献者家庭进行慰问，对
生活困难的捐献者家庭进行救助或补偿等。

2022年度因受疫情影响，本市共完成人体器官
捐献案例88例，捐献大器官260余个，角膜捐献
36例，使260余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生，70余眼
疾患者重见光明。其中根据各相关医院救助申
请，向本市54例人体器官捐献家庭提供49.7万
元的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庭慰问费及困难家庭救
助经费。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捐献者善后救助及人道慰问 100 54

依据人体器官捐献困难家
庭自愿申请原则给予慰问
救助，部分家庭和医院未
提出申请

器官捐献困家庭救助 10 20%

依据人体器官捐献困难家
庭自愿申请原则给予慰问
救助，部分家庭和医院未
提出申请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可控 可控 可控

时效指标 完成进度 及时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挽救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达到 达到

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达到 达到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让社会大众逐步认识到人体器官捐献
工作对于挽救器官衰竭患者，促进医

疗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树立崇尚科学
、尊重生命、
乐于奉献的社
会新风尚。

本市2022年人体器官
捐献自愿登记人数

2.26万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项目资金
（万元）

20080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各区民政局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支持全市范围内新建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新建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支持全市新增养老床位不少于
5000张、改造认知障碍照护床位2000张，增加养老床位、认知障碍照护床位供给。支持社区老年人援助项目。
目标2：支持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工作有序推进，资助一批有影响、有质量的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支持开展社会工
作和志愿服务，基于社区，引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积极探索社会工作有效介入社会救助的路径、方式和方法，完
善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完成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各区民政局政策知晓率 100% 100%

新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50家 57

新建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 ≧200个 200

新增养老床位 不少于5000张 5781

改造认知障碍照护床位 不少于2000张 2136

符合条件老年人覆盖率 100% 100%

提升社区顾问能力，开展社区活动 ≥4次 ≥4次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率 <5% 0%

招募志愿者人数 98% 98%

公益服务质量目标 合理 合理

社区顾问服务能力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时效指标

新增和改造床位市府实事
当年完成率

100% 116%

老年人知晓率 90% 90%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成本控制 合理 合理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扩大本市养老床位供给 不断增加 不断增加

新增养老床位促进
养老机构供给均衡

弥补空白点 弥补空白点

老年人认知度 90% 90%

公益资金、公益组织、公益事业 完善公益平台建设 完善公益平台建设

桥计划社会知晓率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增养老床位服务失能
老年人能力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收住认知障碍老年人能力 不断增加 不断提高

组织机构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服务信息反馈机制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基本满意 基本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