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长沙市委政策研究室

2020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加强财政预算资金管理，进一步规范预算资金使用，切实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和《关于开展 2021 年市级财政资金直单位绩效自评工作通知》（长财

绩[2021]2 号）文件精神，我室积极组织对 2020 年度本单位整体支

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具体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在职人员情况及机构设置情况

中共长沙市委政策研究室（机关）（以下简称“市委政研室”）是

财政全额拨款正处级一级单位，只有本级，没有其他二级预算单位。

市委政研室共设置 9 个处室，分别是综合研究处（决策咨询处）、经

济研究处、秘书处（人事处）、社会研究处、党建研究处、党刊编辑

处、市委改革办改革督察处、市委改革办改革协调处、市委财办财经

处。

市委政研室现有行政编制 33个，年末实有在职在编公务员 32人

（其中年初实有人数 29人，本年新进公务员 4 人，退休 1 人），年末

退休干部 5 人（其中年初实有人数 4 人，本年新增退休人员 1人），

聘用人员 9人（其中年初实有人数 8 人，本年新增 1人）。



（2）主要工作职责

市委政研室主要职责：一是负责起草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报告、

讲话和其它文稿，负责起草市委重要文件和其它重要文稿；二是根据

市委领导意图，对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方面

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市委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三是负责收

集和研究整理省内外、市内外重要信息资料，对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和党建等方面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和预测，及时将有关资

料和研究成果提供给市委领导参阅；四是负责创建长沙新型智库建

设，建设智库体系、汇聚智力资源，更好为市委做好参谋服务；五是

负责全市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统筹、协调、督促、检

查、推动改革工作的落实落地；六是负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

的综合协调、联络指导、考评监测、奖评督查等具体任务；七是承担

市委财经委员会具体工作，组织开展全市财经工作重大问题的政策研

究，协调督促有关方面落实市委财经委员会的决定事项、工作部署和

要求。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1381.57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9.38 万

元，财政拨款支出 1382.87 万元，年末结转结余 8.08 万元。

2020 年基本支出 1036.54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931.03 万元，

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



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励金、

住房公积金、采暖补贴、物业服务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公用经费 105.51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

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

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

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资本性支出。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0 年度基本支出预算数 782.25 万元，决算数 1036.54 万元，

决算数比预算数多 254.29 万元，基本支出预决算对比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 决算金额 预、决算差额（超支为负） 预、决算变动比例

人员经费支出 674.9 931.03 -256.13 37.95%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107.35 105.51 1.84 -1.71%

合计 782.25 1036.54 -254.29 32.51%



说明：中共长沙市委政策研究室基本支出决算数超预算数254.29

万元，超支比例为 32.51%，原因系 2020 年新增人员增加基本支出和

行政支出，增发奖金。

（二）项目支出

2020 年年初预算批复的项目支出为 333.31 万元，实际支出

346.33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性支出 4.34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21.1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1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15.83

万元。另有 8.08 万元指标结余。

（三）“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包括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接待费。2020 年度共列支“三公”经费 11.34 万元，其中：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25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公务接

待费 2.09 万元。具体详见中共长沙市委政策研究室“三公”经费上

年数、及预决算比对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0 预算 2020 决算

2020 年决算数与预

算数差额（超支为负）

2020 年决算与预算

相比变动比例

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 9.25 -0.25 2.78%

2 因公出国（境）费用 0 0 0 0

3 公务接待费 7.5 2.09 5.41 -72.13

合计 16.5 11.34 5.16 -31.27%

说明：“三公经费”2020 年决算数比预算数减少 5.16 万元，降

低比例为 31.27%，原因系我室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各



项要求，进一步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有

所缩减。

三、资产管理情况

2020 年公务用车购置数为 0 辆，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3 辆，主要

是一般公务用车；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台（套）；单位价

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完善固定资产档案，年底对固定资产进行了一次全面清查，深入

学习《中共长沙市委政策研究室制度汇编》、《内部控制评价手册》，

加强对资产的管理与监督。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各处室根据 2020 年《工作计划及重点》的要求，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

中、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落实省、市委工作部署，

认真履行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主要绩效如

下：

1.文稿服务实现高质高效。

全年起草各类文稿 350 余篇，其中总结提炼“房住不炒”工作信

息，获韩正副总理重要批示；在《求是》《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

中央、省级媒体刊发《发挥长沙制造业比较优势，打造中部崛起核心

增长极》等署名文章 5篇，在“新基建新经济”高峰论坛上作书面典

型发言，为《中国新基建：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一书供稿，有

效扩大了长沙影响力、提升了长沙美誉度。

2.改革攻坚突出精细精到。

从260余项改革事项中甄选出10项重点攻坚和30项统筹实施改



革事项纳入市委改革要点，同步梳理出 67项承接落实、34项试点示

范、13项基层探索改革事项，形成“一要点三清单”的改革总盘子。

撰写《把握改革的四个向度》理论文章，被《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

作优秀成果汇编》收录，并获评全国优秀理论成果一等奖；编印《长

沙改革交流》27期，长沙改革案例库扩充至 402 篇；《省委改革简报》

《省委改革调研》刊载长沙改革经验 5 篇次；省级以上媒体宣传长沙

改革经验 40余篇次，有力提升了长沙改革的影响力。

3.调查研究做到提质提档。

把调查研究作为发挥“智库”作用的主抓手、主阵地，着眼出思

路、提建议、解难题，召开调研工作务虚会系统谋划，全年形成各类

课题调研成果 26篇，其中 20 篇获得领导批示或被省级刊物采用。围

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重大问题，对 2020 年课题前瞻

谋划，形成重大课题成果 7 项。

4.财经谋划把握协调协同。

起草《中共长沙市委关于制定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深度参与《长株潭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省级重大规划、市“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聚

焦经济运行中的难点、热点、焦点问题，做好形势分析、专题研究和

个案研究，形成《“十三五”目标完成情况》《国内制造业城市经济指

标对比》《同类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对比》等专题报告供市委主要领导

决策参考。

5.资政载体有效做优做强。

《长沙通讯》坚持党刊姓党、守正创新，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和全

市发展大局，精心策划、精美设计、精细组稿、精准报道，深层次、

多角度反映每期主题，全年审校文稿超 100 万字，高质出刊 12 期。



强化《长沙调研》资政服务功能，及时转载重大调研成果、服务市委

决策，水业集团转型发展等一批调研成果得到市领导批示。《参谋“悦”

读》立足学习交流平台定位，在创新栏目主题、丰富刊物内容、提升

可读性和吸引力上下功夫，原创性文稿的采用率明显提高，形成了一

定的品牌影响。

6.统筹小康注重压紧压实。

对标“一脱贫三促进六覆盖”要求，出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年行动方案》，按要求报送“六覆盖”情况。制定《市直单

位绩效考核要点清单》，压紧压实责任。制订《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督查方案》，对相关市直部门和 9 个区县（市）小康工作进行有

力指导督查。

7.机关党建持续走实走新。

坚持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把机关党建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以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举措，推动深化实化。一是抓政治

统领；二是抓能力建设；三是抓人才梯队；四是抓组织保障；五是抓

纪律作风。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认识不足，对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

意义，框架，思路，操作规程认识不够深入，申报绩效目标不够明确，

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严谨，不能深入分析支出项目实施的绩效效

果。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第一，绩效评价中首先要确定科学完善的评价原则。在绩效评价

过程中一定要树立科学完善的考核原则，本着公平公正的态度，真正



实现绩效评价在推动激发人力资源潜力中的作用。确定科学完善的绩

效评价原则，要制定明确的标准、选择合理的方法，尽最大限度让绩

效评价结果与被考核人员在薪金、待遇、晋升、职业发展等方面实现

高度匹配。

第二，要构建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应该

是坚持以员工的实际成效，为中心，更加突出被评价人的劳动结果;

在注重被评价人劳动结果的同时还要将其工作态度、工作积极性、奉

献精神等作为评价的内容，逐步改革传统模式下的绩效评价办法，建

立健全“德、能、勤、绩、廉”的绩效评级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建立

之后，在评价过程中要重点突出岗位的差异性，将岗位差异性作为执

行绩效评

第三，要加强对绩效评价实施主体的培训，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

素，保证评价的公正性。

第四，必须要建立健全项目支出的各项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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