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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咸阳市档案馆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情况表

项目名称
2021年度咸阳市档案馆部门整

体
评价资金规模 933.79万元

主管部门 咸阳市档案馆 抽样资金规模 933.79万元

市财政局主管业

务科室
教科文科 年度实际支出 933.79万元

评价单位 北京中泽融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预算执行率 100%

评价分数 90.75 评价等级 优

综合评价结论：

咸阳市档案馆2021年履行部门职责过程中，能够以档案工作十四五规划为指导，着眼档

案馆职能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夯实档案业务基础，提高服务水平；配合组织部城建咸

阳市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展览和党员党性体检中心，分批次接待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参

观学习；建设档案资源体系、满足群众查档需求。但也存在预算调整率高、支付进度率低等

问题。该项目综合评价分数为90.75分，评级为“优”。
存在主要问题：

1.部分绩效指标设置明确性不足

咸阳市档案馆在填写绩效目标申报表中，部分指标表述过于笼统，没有通过清晰、可衡

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例如，产出数量指标设置为“档案馆运行”，指标值设置为“馆藏档案”，
产出成本指标设置为“运行完成”，指标值设置为“年度预算数”，绩效指标设置未分解为清晰、

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2.预算调整率、支付进度率等未达标

咸阳市档案馆2021年预算数为302万元，预算调整数为631.79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209.2%。经了解，部门的项目支出基本不纳入年初预算，而是列入年中调整预算，年中申

请项目预算，市财政局逐笔拨付；咸阳市档案馆2021年半年度支付进度17.6%；前三季度支

付进度48.91%，支付进度率未达标。

3.馆藏档案结构单一，接收电子档案较少

咸阳市档案馆目前馆藏档案以机关事业单位的文书档案为主，结构比较单一，且接收电

子档案较少。距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

中“全国县级以上综合档案馆应数字化档案数字化率达到80%”的要求差距较大。

意见建议：

1.强化绩效理念，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建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设置能够满足二级指标特性，反映项目工作

内容的三级指标，并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关于绩效自评报告部分，建议项

目单位除了关注资金使用情况之外，应重点关注项目本身的完成情况以及实际产生的社会效

益等，以便能够及时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

2.加强项目预算编制合理性，降低预算调整率

各业务部门在预算编制时，应充分考虑当年的工作方向和资金来源，提前向政府和财政

部门报告资金额度的需求情况，按财政要求尽量将项目支出纳入年初的预算中。预算编制应

从实际需求出发，根据年度工作任务，合理测算各项工作资金需求，可参考往年预算执行水

平，通过市场询价等方式对预算编制情况进行论证，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严肃性，避免

因预算编制不合理导致预算调整率高。

3.加大电子文件接收力度，提高档案数字化率

建议市档案馆主动对接电子政务平台、OA系统，逐步建立以电子档案为主导的数字档

案资源体系；制定电子文件接收方案，加大电子文件接收力度，提高档案数字化率。



2021 年度咸阳市档案馆部门整体绩效评价
报告

一、基本情况

咸阳市档案馆的主要责任目标为：1.以档案工作十四五

规划为指导，着眼档案馆职能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夯

实档案业务基础，提高服务水平；2.配合组织部承建咸阳市

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展览和党员党性体检中心，分批次接

待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参观学习。

2021 年部门预算数为 302.00 万元，调整预算数 933.79

万元，年终决算数 933.7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84.79万元，

项目支出 649.00万元。

二、综合评价结论

评价小组依据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分，综

合评价分数为 90.75分，评级为“优”。各项指标评分表见下

表：

表 3-1 2021年度咸阳市档案馆部门整体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投入 15.00 14 93.33%
过程 25.00 22.5 90.00%
产出 35.00 33 94.29%
效果 25.00 22.25 89.00%

绩效评价得分：90.75综合评价结果等级：优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投入、过程、产出及效果 4

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 28个三级指标，满分为 100分。



（1）投入：分值 15分，从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

明确性、在职人员控制率、“三公经费”变动率、重点项目支

出安排率等方面评价目标设定和预算配置合理性情况。本指

标得分 14 分，市档案馆在投入方面预算配置合理，存在绩

效目标合理性不足的问题。

（2）过程：分值 25分，从预算完成率、预算调整率、

支付进度率、结转结余率、结转结余变动率、公用经费控制

率、“三公经费”控制率和管理制度健全性、资金使用合规性、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基础信息完善性以及资产管理安全性、

固定资产利用率等方面评价预算执行、预算管理和资产管理

情况。本指标得分 22.5分，市档案馆预算管理和资产管理较

好，存在预算调整率、支付进度率未达标等问题。

（3）产出：分值 35分，用于考察部门职责履行实际完

成率、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成本节约率等内容。本指

标得分 33 分，市档案馆基本能够实现部门履职工作任务目

标，也存在目前馆藏档案结构比较单一的问题。

（4）效果：分值 25分，用于综合评价部门年度总体工

作产生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及社会公众满意度。本指标

得分 22.25分，市档案馆年度总体工作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

益、可持续影响和良好的社会公众满意度，也存在馆藏档案

以机关事业单位的文书档案为主，接收的电子档案较少等问

题。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充分利用馆藏资源，持续进行党员党性体检



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精神血脉。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建成咸阳

市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展览和党员党性体检中心，分批次

接待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参观学习，让全市党员领导干部

学习党史、感悟思想，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滋养和前进力

量。累计 3400 余名党员干部接受学习教育。让全市人民学

习感悟党的光辉历史，教育引导全市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

（二）高质量完成重点工作，满足社会公众查档需求

市档案馆 2021 年度保质保量完成档案保护、档案新馆

升级改造、运行维护等重点工作。制定《电子档案移交与接

受办法》，档案资源体系建设逐渐形成；制定《创建人民满

意服务窗口实施方案》，高标准服务查档用档，社会公众可

进行电话查询、异地跨馆代查、预约查询等方式查档，服务

群众查档用档更加便捷。2021年共接待查档咨询利用 617人

次，调阅档案 4266 卷件。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

档案公共服务。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分绩效指标设置明确性不足

该部门在填写绩效目标申报表中，部分指标表述过于笼

统，没有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例如，产出

数量指标设置为“档案馆运行”，指标值设置为“馆藏档案”，

产出成本指标设置为“运行完成”，指标值设置为“年度预算

数”，绩效指标设置未分解为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二）预算调整率、支付进度率等未达标

咸阳市档案馆 2021 年预算数为 302 万元，预算调整数

为 631.79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209.2%。经了解，部门的项

目支出尚未纳入年初预算，而是列入年中调整预算，年中申

请项目预算，市财政局逐笔拨付；咸阳市档案馆 2021 年半

年度支付进度 17.6%；前三季度支付进度 48.91%，支付进度

率未达标。主要原因是部门每年前半年开始申请追加项目预

算，市财政局逐笔拨付，部分项目资金于后半年才给予拨付，

导致支付进度率低。

（三）馆藏档案结构单一，接收电子档案较少

市档案馆目前馆藏档案以机关事业单位的文书档案为

主，结构比较单一，且接收电子档案较少。距离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

中“全国县级以上综合档案馆应数字化档案数字化率达到

80%”的要求差距较大。

六、有关建议

（一）强化绩效理念，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建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设置能够满

足二级指标特性，反映项目工作内容的三级指标，并通过清

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关于绩效自评报告部分，建

议项目单位除了关注资金使用情况之外，应重点关注项目本

身的完成情况以及实际产生的社会效益等，以便能够及时发

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



（二）加强项目预算编制合理性，降低预算调整率

各业务部门在预算编制时，应充分考虑当年的工作方向

和资金来源，提前向政府和财政部门报告资金额度的需求情

况，按财政要求尽量纳入年初的预算追加的比例。预算编制

应从实际需求出发，根据年度工作任务，合理测算各项工作

资金需求，可参考往年预算执行水平，通过市场询价等方式

对预算编制情况进行论证，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严肃性，

避免因预算编制不合理导致预算调整率高。

（三）加大电子文件接收力度，提高档案数字化率

建议市档案馆主动对接电子政务平台、OA系统，逐步

建立以电子档案为主导的数字档案资源体系；制定电子文件

接收方案，加大电子文件接收力度，提高档案数字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