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中共广州市南沙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预算整体情况

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收入来源 预算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548.72 财政拨款 654.72

项目支出 106.00 其他资金 0.00

事业发展性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按预算级次划分 预算金额（万元）

财政专项资金 0.00 区本级使用资金 654.72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0.00 拟用于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0.00

总体绩效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巩固深化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大格局视野，
深化南沙行政区、开发区、自贸区“一体化运行”改革，持续完善重点领域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以更积极主动服务意识，积极争取省、市对南沙编制倾
斜性支持，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方法，为南沙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强有力的编制资源保障；以更强担当精神，组织编制镇街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深化镇街扩
权赋能工作，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持续激发镇街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以更大勇气和决心创新机构编制管理，推动体制内外力量形成开发建设合力，
探索建立编制“周转池”，适应加力提速推进南沙开发建设全面展开新要求。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万元） 期望达到的目标（概述）

优化南沙党政职能体系
和管理架构建设

优化重点领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纵深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持
续精简规范议事协调机构。

26.54

深化南沙行政区、开发区、自贸区“一体化运行”改
革，持续完善建设发展重点领域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优化事业单位布局结构；持续优化执法职权调整后相关
工作协作机制，完善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提高
基层行政执法质量效能；深入开展议事协调机构清理工
作，严格规范保留类议事协调机构日常管理，从严控制
协调机构设立，切实推动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发挥主体作
用，通过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切实为基层减负。

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方法

在增加编制资源总量上持续发力；在
优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编制资源配
置上持续发力；在提高存量编制使用
流转效能上持续发力。

0.00

以机构改革为契机，积极争取省、市将精简的部分行政
编制用于支持南沙建设发展，争取市对南沙事业编制倾
斜性支持，进一步强化《南沙方案》重点任务领域和部
门人员编制保障；健全机构编制管理评估和调整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方法，把有限的编制资源精准配置到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实提升编制资源保障实效；强
化现有编制统筹管理，会同组织人事部门加大已下达编
制的用编审批力度，探索实行更为灵活高效的人员编制
管理方式方法，有力提升机构编制使用效能。

组织编制镇街履行职责
事项清单

加快制定镇街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完
善区职能部门派驻镇街机构管理体制
机制；持续深化镇街扩权赋能工作。

0.00

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依据国家法律和党内
法规理顺区职能部门和镇街职责关系，完善相关职责准
入制度，构建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行高
效的镇街管理体制，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持续推
动区直部门派驻机构人员编制下沉至镇街管理，建立健
全镇街党（工）委综合调度、各部门协同解决的工作协
调机制，强化镇街统一指挥协调能力；结合第一批镇街
扩权赋能事项落地情况，研究推出更多批次有创新、能
落地、改革力度大的扩权赋能事项，持续激发镇街经济
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加大镇街经济建设自主权。

创新机构编制管理
探索完善片区开发建设管理主体和职
能体系；加大全区编制资源统筹力度
。

0.00

系统梳理机关、法定机构、社会组织、国企和市场等不
同主体特点和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推动体制内外
力量形成开发建设合力，带动南沙整体建设发展效能快
速提升；不断强化编制节约集约利用，逐步构建“能增
能减”的编制管理双向调节机制，由“有什么给什么”
到“缺什么补什么”，更好保障镇街基层和重点领域部
门引进高层次和急需专业人才需要。

其他需完成的任务（可选
填）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非政策性超编单位数（个） 0个 0个

机构编制核查的单位数（个） ≥20个 ≥20个

绩效和事业单位登记业务培训场数
（次）

≥1 ≥1

质量指标 登记事项网办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优化党政工作部门机构设置
优化党政工作部门机构设置达
到标准

优化党政工作部门机构
设置达到标准

优化编外人员指标控制管理 编外人员总数不超过控制数
编外人员总数不超过控
制数

“12310” 举报受理率 100% 10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