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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年度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资料

“增加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供给，保障适龄儿童入学需

求”项目为 2023 年南沙区十大民生实事之一，主要目的是

支持公办幼儿园及中小学校发展，加快公办幼儿园及中小小

学建设，增加公办学位供给，保障适龄儿童的入学需求。

项目实施目的是大力发展南沙区公办幼儿园和中小学

校，加快公办幼儿园和中小学建设，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创

新幼儿园举办方式，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2023

年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新建校（园区）设备采购、新办中小学

校、幼儿园设备购置和开办过程中的其他费用，及 2022 年

设备采购和后勤服务等各类合同尾款。

（二）项目资金细化分配情况

2023 年本项目共下达预算 27,767,535.46 元，其中区属

幼儿园中小学开办经费项目 13,767,535.46元，公办幼儿园财

政补助和奖励经费-转移镇街项目 14,000,000.00 元。实际支

出 27,765,781.70元，资金支出率为 99.99%。

（三）项目政策依据

本项目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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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

划》《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我市学前教

育普惠优质健康发展的决定》（穗常〔2018〕40号）及《广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

康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穗府办〔2019〕7号）《广州市南

沙区完善公办幼儿园多元办园模式的实施方案（试行）》的

要求，符合区教育局负责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含特殊教育）、

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事业与发展的统筹管理工作；指导学校

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办学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负

责本区教育招生考试工作等职能。

二、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2023年区教育局“增加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供给，保障适

龄儿童入学需求”项目共有 2个子项目，分别为公办幼儿园

财政补助和奖励经费－转移镇街项目和区属幼儿园中小学

开办经费项目。各项目所设置年度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如

下：

公办幼儿园财政补助和奖励经费－转移镇街项目全区

总体绩效目标：及时拨付公办幼儿园设施设备及信息化经

费，保障公办幼儿园能按进度进行建设，确保公办幼儿园能

够及时开办，幼儿园能够正常运转。

区属幼儿园中小学开办经费项目总体目标：支持公办幼

儿园及中小学校发展，加快公办幼儿园及中小学建设，增加

公办学位供给，确保各学校和幼儿园能正常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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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预期通过对“增加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供给，保障适

龄儿童入学需求”项目开展事后绩效评价，达成以下三个主

要目的：

1.挖掘项目决策存在的问题。通过梳理“增加基础教育

公办学位供给，保障适龄儿童入学需求”项目的出台背景、政

策文件依据、决策过程和项目目标，对项目决策程序的规范

性、项目内容的完整性、项目目标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发现

项目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对优化项目决策程序、调整完善项

目内容和项目目标提出客观建议。

2.了解项目执行存在的问题。通过回顾“增加基础教育

公办学位供给，保障适龄儿童入学需求”项目实施过程，对项

目管理要素展开分析，就项目管理规范性和执行有效性进行

判断，总结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发现在相关配套管

理文件的制定、组织实施与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

节，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的建议。

3.为项目改进提供参考建议。通过考察项目资金分配、

使用的实际情况，反映预期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对财

政资金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

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分析，就项目实施是否总体有效或

阶段性有效做出总体判断，从而为项目后续完善提供决策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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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标准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

等，用于对绩效指标完成概况进行比较。

（1）计划标准。以预先设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

额等作为评价标准对项目成本和绩效指标开展综合评价。

（2）行业标准。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

评价标准对项目成本开展成本分析。

（3）历史标准。参照部门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对

项目成本和绩效指标开展综合评价。

（4）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定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2.绩效评价方法

针对“增加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供给，保障适龄儿童入学

需求”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主要从项目安排、项目管理、项

目产出、项目效益等四方面开展综合评价分析。在组建专业

绩效评价小组的基础上，通过案卷研究法、主管单位自评、

专家书面评价法和焦点座谈会法等多种方法来收集相关材

料和开展具体评价。

附表 绩效评价方法汇总

研究方

法
样本说明 操作说明

案卷

研究法
-----

1.背景分析：将通过对网络新闻研究、期刊文献、

政府政策、资金支出情况等内容对相关政策、各级

资金支出、社会影响、资金支出绩效等情况进行梳

理和研究；

2.标杆研究：将对比广州市其他区支持学校开办经

费投入规模、管理机制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情况，进行标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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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

门绩效

自评

南沙区教育局

根据区财政局要求，南沙区教育局开展项目自评工

作，填写了项目绩效自评表和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并对数据进行核查。

专家书

面评价

公办幼儿园财政

补助和奖励经费

－转移镇街项

目、区属幼儿园

中小学开办经费

项目

组织专家对南沙区教育局 2023年度两个子项自评

材料进行材料评审，依据评价指标进行打分和撰写

评价意见。

焦点

座谈会
南沙区教育局

根据材料评审的结果，设计座谈会提纲，对主管部

门南沙区教育局采用座谈会形式进行问询。

（三）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前期准备

专家团队组建：主要包括信息化专家、政府采购专家及

财务专家。

项目单位联系：主要向单位了解资金管理、项目管理等

情况，并告知单位后续配合事宜。

2.组织实施

组织专家召开座谈会，并进行现场调研。

3.分析评价

根据材料分析、焦点座谈会、现场调研，以及满意度问

卷调查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4.撰写报告

根据焦点座谈会、综合评价等情况，形成评价报告初稿；

其后征求项目单位意见；最后根据反馈意见完善项目绩效评

价报告，进而形成终稿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安排指标

项目安排主要从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进行分析。总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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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区教育局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设置了绩效目标，但是存在

绩效目标设置不够规范、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等问题。项

目安排指标权重 14分，小计得分 10分，得分率 71.43%。

附表 项目安排指标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绩效目标设

置情况

绩效目标合理性 6 4.50 75.00%
绩效指标规范性 2 1.50 75.00%
绩效指标有效性 6 4.00 66.67%

合计 14 10.00 71.43%

（二）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管理主要从财务管理和业务管理情况进行分析。总

的来说，南沙区教育局资金支出率高，但是自评组织质量仍

待提高。项目管理指标权重 26分，小计得分 24.5 分，得分

率 94.23%。

附表 项目管理指标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情况 2 1.50 75.00%
预算完成率 20 20.00 99.98%

业务管理 自评组织工作情况 4 3.00 75.00%

合计 26 24.50 94.23%

（三）项目产出指标

项目产出主要从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

指标等四方面进行分析。总的来说，南沙区教育局产出数量

目标和质量目标完成较好，但是产出时效和成本控制一般。

项目产出指标权重 40分，小计得分 38分，得分率 95.00%。

附表 项目产出指标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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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指标

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

园补助覆盖率
5 5.00 100.00%

协助区属幼儿园中小

学开办学校数量
5 5.00 100.00%

采购设备到位率 5 5.00 100.00%
采购设备使用率 5 4.50 90.00%

物业管理服务完成率 3 3.00 100.00%
安全管理服务完成率 3 3.00 100.00%

质量指标

货物类采购验收合格

率
3 3.00 100.00%

物业、安全管理服务质

量达标率
3 3.00 100.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3 2.50 83.33%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措施有效性 5 4.00 80.00%

合计 40 38.00 95.00%

（四）项目效益指标

项目效益主要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持续影响、满

意度等四方面进行分析。总的来说，项目预计带来较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项目效益指标权重 20分，小计得分 18

分，得分率 90.00%。

附表 项目效益指标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社会效益 保障幼儿园中小学正常运转 5 5.00 100.00%
社会效益 满足学校开学当年学位供给 5 5.00 100.00%
可持续影响 运转模式机制长效化 5 4.00 80.00%
满意度 师生综合满意度 5 4.00 80.00%

合计 20 18.00 90.00%

五、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

（一）项目综合评价得分及评价等级

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规则，通过基础数据采集、焦

点座谈会等方式完成指标评分，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 2023

年度“增加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供给，保障适龄儿童入学需求”

绩效评价最终得分 90.50 分，绩效评级为“优”。具体得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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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附表 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表

序号 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1 项目安排 14 10.00 71.43%
2 项目管理 26 24.50 94.23%
3 项目产出 40 38.00 95.00%
4 项目效益 20 18.00 90.00%

合计 100 90.50 90.50%

（二）项目综合评价结论

总体来看，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 2023 年度民生实事项

目“增加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供给，保障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完

成了新开办学校的设备购置、物业管理服务、安全管理服务

相关工作，并支持镇属幼儿园进行设备购置、建筑智能化改

造，保障了幼儿园中小学正常运转，但亦存在绩效目标设置

不够完善、过程管理严谨性有待提升等问题。

六、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做法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支持南沙区公办幼儿园和中小学开

办，增加公办学位供给，为新开办区属中小学和幼儿园做好

设施设备购置和后勤服务委托等工作，支持学校采购厨卫用

具、教学仪器、教师办公用具、家具等，以及在学校筹备期

间为学校购买物业管理服务和安全管理服务，确保各学校和

幼儿园能够顺利开学。

（二）存在的问题

1.成本控制措施不足，部分设备使用效益不佳

一是部分资金属于事后补助，但对于资金使用的监管不

够严谨，缺乏成本控制措施。对于前期预算金额缺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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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园区通过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建筑智能化建设项目方案

及预算进行评审，但其余均未见建设方案及预算的评审报

告，缺乏成本控制措施。

二是部分设备使用效益不佳。根据现场勘察发现，所购

买的部分操作系统属于闲置状态，使用效益不佳。

2.绩效管理水平不足，绩效支撑材料有待完善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不科学，绩效管理水平不足。首先，

各子项目有设置相应的绩效目标，但项目所设置绩效目标未

能覆盖资金支出的主要方向，未针对具体项目进行细化量

化；其次，部分指标未明确指标值，绩效指标约束性不强，

如“设备预设功能达标率≥90%”，指标值设置偏低，达标率应

为 100%；最后，项目效益指标设置较为宽泛，且量化不足，

难以准确客观评价。

二是项目自评组织工作有待加强，绩效支撑材料有待完

善。根据项目单位所提供的自评报告及佐证材料，项目单位

能规定时间内提交自评材料，但自评报告及自评评分表未根

据绩效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逐一分析，难以衡量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

（三）相关建议

1.完善成本控制措施，提高设备使用效率

一是建议针对后补助项目加强前期的资金监管，加强成

本控制，成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审小组或委托专业的第三

方机构负责审核项目的可行性、预算合理性等，严格审核预

算，应加强前期论证，确保预算合理及所购置的各项设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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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际需求。二是建议加强对购置设备的过程监管，确保购

置的各项设备均正常使用，同时设立监督管理机制，对于未

实际使用的设备或使用效益不佳的设备不予纳入财政资金

补助范畴。

2.完善项目绩效指标，提升绩效自评水平

建议单位完善绩效指标，提升绩效管理水平。建议项目

单位基于项目支出内容，进一步细化项目产出指标，围绕实

际工作内容进行指标设置，量化效益指标，设置细化、可考

核的效益指标。与此同时，在确定考核指标后，参考政策规

划、上级要求、本年度工作计划、历史数据等资料，尤其需

要充分考虑工作内容的变化情况，设置最贴近当年的预期绩

效指标值，并确保预算明细中的单价、数量与相应的产出成

本、产出数量数值一致，从而实现绩效指标对项目产出和效

益的有效考核。

七、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建议项目单位加强资金使用的过程管理，加强各学校对

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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