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 

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 

绩效自评报告 

 

 
 

 

 

 

 

 

 

 

主管部门：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     

项目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     

项目名称：  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   

负 责 人：                               

填报日期：        2020 年 5 月          

 

 

 



 

目  录 

一、项目概况 ....................................................................................... 1 

（一）项目基本情况 ...................................................................... 1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 2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 5 

（一）项目决策情况 ...................................................................... 5 

（二）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 ..................................... 5 

（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 5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 7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 8 

（一）项目组织情况 ...................................................................... 8 

（二）项目管理情况 ...................................................................... 9 

四、项目绩效情况 ............................................................................... 9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 10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 10 

（二）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 ........................... 12 

五、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 12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12 

（一）后续工作计划 .................................................................... 13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 13 
 

 



 

—1—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 

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绩效自评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臵公共财政资源，根据《预

算法》、《北京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京财预“2012”

272号），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成立了绩效自评工作组，于 2020

年 5 月对 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

通过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和使用效果进行评价，总结项目管理经验，

发现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以便后续进一步优化资源配臵。现将

绩效自评情况总结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立项情况 

为 落 实 《 北 京 市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着眼于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实现首都教育的战

略目标，北京市财政安排了财政补助经费用于支持和引导全市中

小学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工程、推行课外活动计划，旨在鼓励和支

持中小学生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走出校园、拓宽视野、培养兴

趣、发展特长、锻炼能力、提升中小学生思想品德、科学素养、

健康素质、文化修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并将所需经费纳入年度

预算。 

2.实施主体 

为加强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管理，强化市级中小学实践

活动项目的实施效果。该项目由市财政局、市教委、区财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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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委及各基层学校联合进行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其中市财政局负

责会同市教委根据市级统筹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实施方案确定补

助资金分配方案，下达区补助资金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区财政负

责将市财政下达的补助资金纳入预算管理，会同区教委加强项目

立项的审核、预算执行监督和跟踪问效；学校负责项目的具体实

施，包括各项活动的开展和资金的支付，确保各项社会实践活动

按照资金分配方案和实施计划方案能够切实落地。 

3.项目资金及主要内容 

依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19年市对区教育专项转

移支付预算的通知》（京财教育指“2018”2206 号），市财政下达

区 2019 年中小学生实践活动预算资金 197,629,550.00 元，根据

《北京市海淀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年财政支出部门自评工作的

通知》（海财绩“ 2020”149 号），本次绩效自评涉及资金

132,859,050.00 元。主要用于开展中小学社会大课堂、初中综合

社会实践活动、‚四个一‛活动、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戏曲进校

园、学生冰雪活动、观影观赛观演（小学、初中）、课后服务等。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1.项目总体目标 

通过组织开展海淀区中小学各项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科学、

艺术、体育等相关专业素养；促进中小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提高中小学生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的达标率；并逐步掌握至少两项体育技能，即促进学生

发展，培养学生艺术、体育、科技专长，鼓励学生开拓更多的兴

趣爱好，促进全面发展，以保障海淀区学生提升美育、科技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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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相关教育教学活动取

得良好的实践育人成效。 

2.项目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1）数量指标 

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通过设臵 9 个数量指标进行

衡量项目预计达到的实施效果，具体包括‚项目覆盖高中学生

19660 人、初中学生 37622 人、小学生 125690 人‛、‚举办中小学

社会大课堂 536次‛、‚开展初中综合社会实践 183 次‛、‚开展‘四

个一’活动 158 次‛、‚开展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 154 次‛、‚举办

戏曲进校园活动 177 次‛、‚组织学生冰雪活动 297 次‛、‚组织观

影观赛观演活动 146 次‛、‚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 36,257 次‛。 

（2）质量指标 

为衡量 2019 年市中小学生实践活动达到的质量效果，设定了

‚符合《北京市基础教育公用经费定额标准》（财政拨款标准）‛

的程度及‚活动丰富且满足学生需求‛的程度两个质量指标。用

以评价学校是否按照《北京市基础教育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的相

关规定，合理规划并使用专项资金；是否根据教育教学的需要和

不同年级学生的成长需求、制定方案并组织实践活动拓宽学生视

野，促使学生思想品德、科学素养、健康素质、文化修养多方面

得到提升。 

（3）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是为了衡量项目在达到设定的效果目标前提下，是

否有效控制了成本支出，是否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2019 年市级

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通过设定项目经费总成本是否控制在预算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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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对项目的实施成本进行评价。 

（4）进度指标 

为促使资金及时利用，项目高效推进，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

践活动计划通过对项目各个环节进行时间控制，以保证整个项目

能在 2019 年预算年度内有效开展落实，具体包括方案制定时间、

资源单位选定时间、活动组织时间、资金结账时间及活动总结时

间等。 

（5）社会效益指标 

2019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通过 ‚促进海淀区学生美育、

科技等综合素养的提升‛、‚改进美育教学，丰富学生实践活动‛、

‚形成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校园氛围，取得实践育人成效‛三

个社会效益指标衡量项目是否实现了通过开展多样化的社会实践

活动达到培养学生在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兴趣和素养的作

用，是否实现了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 

（6）可持续性影响指标 

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资金主要是用于补助学生参

与社团课程学习、参于‚四个一活动‛、参与观影观演观赛等社会

实践活动，通过衡量开展一系列活动产生的‚对中小学生综合素

质提升的影响‛、‚对实现首都教育战略目标的影响‛两个指标，

判断项目是否具有可持续影响作用。 

（7）满意度指标 

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受益对象为海淀区学校，包

括小学、初中和高中段。年初计划项目‚受益学校满意度‛、‚受

益学生满意度‛均达到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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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 

为落实《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文件精神，提升北京市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由市级相关部门决策

设立了‚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并由市级财政根据实际情

况，设定项目资金转移计划，决策对各区拨付的转移支付资金量。

根据下达至区的项目总体资金批复数，由区级单位进行细化分解

下达各学校预算数。单位根据下达的预算数进行项目申报，由区

教委对学校的项目申报内容是否符合政策要求、支出方向是否合

理进行审核，最终决策是否将项目预算资金拨付至各学校。 

（二）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 

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区教委年初下达各学校的指标数

为 132,859,050.00 元，该部分资金实际拨付至各学校的金额为

132,859,050.00 元，无差异。项目资金最终安排落实至 128 所公

立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及高中。 

（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年初预算拨付资金总支出金额为

120,662, 612.27元、未支出金额为 12,196,437.73 元，项目预算

总执行率为 90.82%。执行率达 50%以上的学校数量为 121 所，其

中达 90%以上的学校数量为 102所；执行率低于 50%的学校数量为

7 所，占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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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9% 

14.84% 

5.47% 

执行率分布 

90%以上 50%-90% 50%以下 

 

 

 

 

 

 

 

 

 

绩效评价小组通过对 128 所学校进行调查了解及统计分析发

现，2019 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学校均能严格按照政策支出方向

要求，将预算资金落实至开展中小学社会大课堂、初中综合社会

实践活动、“四个一”活动、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戏曲进校园、

学生冰雪活动、观影观赛观演（小学、初中）、课后服务等方面。

支出明细主要包括活动费、租车费、劳务费、材料费、制作费等，

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项目预算情况 

项目明细 金额（元） 占比 

四个一活动 4,499,700.00 3.39% 

社会实践活动 30,125,648.28 22.67% 

课后一小时 61,417,845.26 46.23% 

观影观赛观演 155,045.00 0.12% 

戏剧进校园演出 157,200.00 0.12% 

社会大课堂 5,302,065.00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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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活动 30,210,220.89 22.73% 

合唱指挥 989,925.57 0.75% 

其他 1,400.00 0.00% 

合计 132,859,050.00 100.00% 

费用实际支出情况 

费用明细 金额（元） 占比 

劳务费 48,115,875.56 39.88% 

活动费 52,727,607.45 43.70% 

制作费 370,734.53 0.31% 

租车费 6,964,829.97 5.76% 

印刷费 70,361.20 0.06% 

材料费 6,141,853.95 5.09% 

设备购置费 84,306.91 0.07% 

选修课课程费 158,455.00 0.13% 

其他 6,028,587.70 5.00% 

合计 120,662,612.27 100.00%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基础

教育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的通知》（京财教育“2018”2027 号）的规

定，我区同步调整了拨付至学校的中小学生实践活动项目经费。 

为加强对中小学生实践活动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区教委严

格按照《北京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京财预“2012”2278

号）、《北京市市对区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普通中小学）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京财教育“2016”2408号）等文件精神，

进行项目资金管理。学校在遵照上级文件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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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制度，进行预算编制、经费支出，确保专款专用，无截留、

挤占和挪用项目经费；项目经费的支出，区教委均要求学校需取

得合法、合规的原始凭证并做好留存工作。 

项目经费形成的国有资产，区教委均要求学校要严格按照国

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要求各学校及时进行相关账务处理，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项目预算一经批复，区教委要求学校不得自行调整，资金使

用要严格按照预算批复及评审结果执行。资金执行过程中，因项

目发生终止、撤销、变更等原因，确需预算调整的，要求经费使

用学校应按照预算管理规定程序向相关部门履行审批程序。 

区教委主管科室对项目进展情况及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开展

定期和不定期跟踪、监督、检查工作，每季度或半年定期跟踪项

目执行进度、资金支付进度等，及时发现并督促学校对项目资金

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区教委指定职能部门和人员负责管理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

目，确保资金专款专用；结合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区的总体项目实

施方案；指导学校有计划、高质量实施项目。学校具体组织实施

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根据教育教

学的需要和不同年级学生的成长需求，制定学校实施市级中小学

实践活动项目的活动方案。 

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北京市

2018-2019 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和学校内部采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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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审批制度，结合项目资金规模选定采购方式和支付方式。对

于达到公开招标金额的项目，实施单位成立项目管理小组，选定

招标代理机构后，由招标代理结构协助完成招标工作，确定供应

商并签订合同。对于未达到公开招标金额的项目，实施学校根据

前述制度的规定选定采购方式，并选定供应商，各项目实施学校

自行验收，并将验收结果作为资金支付的原始凭证。 

同时学校将活动实施情况的考核分别纳入学校课堂教学评价、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之中，建立学生实践活动记录袋，记录学生参

与活动的过程与成效；建立学校活动档案，定期总结并向区教委

报告活动效果；做好文字和影像资料的整理和留存工作。 

（二）项目管理情况 

为规范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的项目执行流程，提高项目的执

行效益，北京市财政和市教委联合制定了《北京市中小学生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一”活动项目管理办法》（京教

财“2016”25号）、《北京市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管理办法（试

行）》（京教基二“2018”24 号）等项目管理文件，对开展项目的

各项目活动进行具体的管理要求。区教委严格按照上级相关政策

要求，重视项目日常监督管理和活动安全组织工作，通过跟踪项

目资金使用情况和使用用途以及定期现场检查，监测学校项目活

动的开展情况，确保项目有序开展，同时建立对学校实施市级中

小学实践活动项目的评价机制；利用区域信息平台展示交流学校

和学生参与该项目活动的成果与体会，多方位监管学校实施项目

的合规合理性。 

四、项目绩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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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绩效评价小组根据涉及 2019 年中小学实践活动经费使用的

128 所学校提供的绩效完成情况自评及佐证材料，通过对 2019 年

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的绩效指标进行调研统计分析发现，所有学

校均能严格落实项目的开展，保证经费的使用效益，使得该项目

各项指标都能按照年初设定目标完成，甚至大部分绩效指标实现

了超标完成的情况。各指标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绩效指标 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 

覆盖学生 

（人） 

高中 19660 19693 

初中 37622 38157 

小学 125690 125696 

举办中小学社会大课堂（次） 536 556 

开展初中综合社会实践（次） 183 277 

开展“四个一”活动（次） 158 166 

开展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次） 154 226 

举办戏曲进校园活动（次） 177 179 

组织学生冰雪活动（次） 297 341 

组织观影观赛观演活动（次） 146 146 

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次） 36,257 37,191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校满意度 96.12% 96.92% 

受益学生满意度 95.80% 96.62%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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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学校开展活动情况以及资金支出成本进行配比分析，

2019 年市级中小实践活动项目全年实际支出资金总额未出现超预

算的情况，通过监管学校采购方式、利用现有资源，对购臵成本

和人员劳务支出成本进行了有效把控，比如部分学校在绩效效果

达到了年初设定目标的前提下，通过招标方式节约了成本；部分

学校利用学校现有物资和教师资源确保了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同

时减少了购臵成本，用尽可能少的资金成本创造了尽可能高的项

目效益，达到了节约项目成本的效果。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2019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资金到位后，区教委基本在第一、

二季度拨付至各学校，确保资金指标和额度及时到达学校。通过

检查学校的项目资料，包括：活动方案、活动过程性资料、采购

申请单、合同档案、支付明细，从活动启动、活动开展、活动总

结及资金支付等方面对项目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市级中小学实

践活动项目每个活动的开展、发起和活动组织学校基本能有序、

合理的推进，通过区教委和学校的有效衔接、学校业务部门和财

务部门的积极配合，保证了项目实施的效率性。 

3.项目的有效性分析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以推动提升海淀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和

实现海淀区教育发展战略为长远愿景，通过项目实施大力探索促

进学校艺术、体育、科学发展与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策略与路径，

形成了促进项目实施的经验与模式，同时市级财政的经费补助为

项目的有效落实提供了资源保障。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项目实

施的效益以及对学生发展带来的作用也得到了大部分教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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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 

4.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通过项目的实施，对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扩宽视野、保障美

育、科技素养的提升具有可持续性影响。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作

为一个长期发展项目，市级单位通过全方面的制定有针对性的政

策进一步加强项目落实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区教委坚决落实指定

特定部门进行负责管理的机制，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同时重

视现场检查，重视学校活动组织开展的安全性。通过对政策、资

金以及人员机构安排和管理措施的不断完善，确保项目可持续性

开展，对学生的发展发挥可持续作用。 

（三）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 

无 

五、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2019年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综合评价得分 95 分，其中，决策

15 分，管理 28 分，绩效 52 分。根据评价工作组综合评分和指标

标准分值比计算，统计得出 3 个一级指标模块的得分率，其中：

项目决策方面得分率最高为 100%，项目管理方面得分率为 93%，

项目绩效方面得分率为 95%，项目在管理和绩效方面仍有改进提升

空间。各评价指标模块得分情况见下表（扣分原因详见附件 3）： 

一级指标 标准分 得 分 得分率 评价级别 

决  策 15 15 100% —— 

管  理 30 28 93% —— 

绩  效 55 52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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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分 100 95 —— 优秀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1.根据教育教学计划进一步科学编制预算保证项目实施，确

保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提前统筹、提前规划，为学校完成项目

实施提供政策和资金保障，为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提供更全面的

监管力度。 

2.追踪项目进度保证项目产出数量及产出质量；深化开展，

发掘学校资源，根据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合理配臵资源，更多

的为学生开展社会实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素质创造

条件。 

3.进一步加强对学校落实实践活动项目的全过程跟踪，特别

是对受益对象的满意度调查的落实情况。确保项目资金用到实处

的同时，可满足对学生发展的服务需求。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自设立以来，区教委、各学校基本

可以完全遵照该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项目进行管理，且区教委

针对市级中小学实践项目所包含的子项目制定了明细的项目及资

金管理办法，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合规实施。 

海淀区各学校均完成了内部控制建设，内部控制制度和手册

中对预算管理、项目管理、采购管理、合同管理、支付管理均进

行了规定和流程描述，保证了各学校在预算申报、政府采购、合

同签订、资金支付环节的高效合规，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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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表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收支明细表 

3．北京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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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 2019 年度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批复 资金到位情况 预算执行情况 

本年支

出进度

(%) 

执行差

额 

资金

超支

率 

（%） 

备

注 

总预算 

其

中:

财

政

拨

款 

合

计 

第一、二季

度 

第

三

季

度 

第

四

季

度 

合计 

本年支出 跨年支出 
执

行

差

额 

差

额

原

因 

小

计 

第一、二

季度 

其中:财

政拨款 

第三季

度 

其中:财

政拨款 

第四季

度 

其中:财

政拨款 

金

额 

其

中:

财

政

拨

款 

时

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3,285.91  
 

13285.91   13285.91  4311.91 4311.91 2649.12 2649.12 5105.24 5105.24    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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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市级中小学实践活动项目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收支明细表 

审核人：    

绩
效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计划内容 目标调整情况 实际完成情况（次） 

举办中小学社会大课堂 无 556 

开展初中综合社会实践 无 277 

开展‚四个一‛活动 无 166 

开展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 无 226 

举办戏曲进校园活动 无 179 

组织学生冰雪活动 无 341 

组织观影观赛观演活动 无 146 

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 无 37,191 

   

资
金
到
位
情
况 

项目资金 预算批复数（万元） 资金到位数（万元） 

财政拨款 13,285.91 13,285.91 

项目单位自筹资金 0 0 

其他资金 0 0 

合计   

资
金
支
出
情
况 

项目预算支出明细 预算批复数（万元） 实际支出数（万元） 

中小学生实践活动 13,285.91 12,066.26 

   

   

   

合计   

注：1.预算批复数为项目年度批复的预算数，包含年初批复和年中的追加核减数； 

2.实际支出数是指对应项目明细的实际支出数。 

3.表中数据以单位实际账面数据为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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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北京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分值 二级 分值 三级 分值 扣分原因 

项目决策 15 

绩效目标 5 目标内容 5  

决策过程 10 
决策依据 5  

决策程序 5  

项目管理 30 

项目资金 15 

预算管理 5  

资金到位 4  

财务管理 6  

项目实施 15 

组织机构 5  

制度建设 4 需进一步细化具有针对性的项目管理制度 

过程控制 4 需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 

项目绩效 55 

项目产出 30 

产出数量 10  

产出质量 9 部分学校项目质量效果需进一步加强 

产出时效 4 部分学校受教学计划影响执行时点延后 

产出成本 5  

项目效果 25 

经济效益 5  

社会效益 10  

可持续影响 5  

服务对象满意度 4 部分学校未进行项目满意度调查 

合计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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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报说明： 

1、封面信息必须填写完整。部门、单位名称应写全称并加盖公章，

项目名称应完整、明确，‚负责人‛为项目单位负责人，填报日期为提交

绩效报告的日期；标题用一号宋体加粗，落款用三号宋体字。 

2、正文题目用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字，正文大标题用三号黑体，正

文小标题用三号仿宋字加粗，内容用三号仿宋字（GB2312）。 

3、报告应有目录、页码，页码从正文第一页编起，位臵居中。 

4、《报告》统一用 A4纸打印、装订。 

5、《报告》书面报送的同时，应报电子文本，书面材料与电子文本内

容应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