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当年投入资
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1.《2008年市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施的通知》（沪府办[2008]6号）
2.《关于为本市视力障碍者提供信息服务实事项目的工作方案》（沪残联[2008]48号）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视力障碍者信息沟通服务补贴经费（残保金）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1.项目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不断推出各种优惠政策，使得残
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由于我国残疾人的总体生活状况与
社会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完善残疾
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根据《关于为本市视力障碍者提供信息服务
实事项目的工作方案》（沪残联[2008]48号），上海市市残联设立了2018年度视力障碍者信息无障
碍服务补贴项目。
2.项目内容以及项目范围：为本市视力障碍者提供信息沟通服务，通过补贴和提供优惠等形式，在
保证其基本通话需求的基础上，大幅度降低其现有的固定电话通话费。

项目设立的必要
性

视力障碍者出行不便，使用固定电话是他们与外界进行交流沟通的最基本方式。因此，信息沟通是
视力障碍者了解社会，参与社会生活，市县平等共享，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

保证项目实施的
制度、措施

1.制度：
①《关于为本市视力障碍者提供信息服务实事项目的工作方案》（沪残联[2008]48号）；
2.措施：
①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项目的顺利开展，建立健全的风险预警机制以及项目紧急问题处理制
度，保障项目的顺利完成。每个项目落实责任科室，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管理，包括制定项目管理
方案，检查并督导工作进度，对项目开展进行质量控制，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核。
②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项目预算资金，资金全部用于项目中，专款专用，
杜绝截流、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的出现。

项目总预算（元） 12,1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1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2,1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12,15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12,150,000视力障碍者信息沟通服务补贴

1、2018年第一季度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2、2018年第二季度全面完成项目实施的各项前期准备；
3、2018年第三季度全面完成项目实施工作；
4、2018年第四季度做好检查验收工作。

积极推进“为视力障碍者提供信息沟通服务”市政府实事项目，更好地帮助广大视力障碍者了解社
会，参加社会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精神。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财务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政策宣传情况 到位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1.保障项目预算执行率达到100%，资金使用合法合规，严格按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保障项目整体
效果；
2.保障视力障碍者补贴计划完成率达到100%,并及时发放，杜绝漏发、错发的现象
3.提高视力障碍者联系的互动情况，减少投诉上访率，提高其满意度。

分解目标

产出目标

有效补助人员覆盖率 90%

视力障碍补贴发放完成及时性 及时

视力障碍补贴计划完成率 100%

效果目标

视力障碍沟通情况 有效促进

视力障碍者满意度 ≥85.00%

有责投诉数 =0.00起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共享情况 共享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档案管理规范性 规范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21,680

38,000

303,440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
构成

爱耳日、家委会、教师节、
康复家园等联谊及宣传活动

爱耳日、家委会、教师节、
康复家园等联谊及宣传活动

686,688

教研及社区指导等 教研及社区指导等 59,012

6,113,33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113,33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8,640,757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7,777,562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参与学术活动经费 参与学术活动经费

残疾儿童教学生活用具 残疾儿童教学生活用具

残疾儿童园内服务费 残疾儿童园内服务费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中心

残疾人教育康复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1/30

根据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纲要及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理事会的要求，我中心将
从综合性康复机构逐步转型发展为以残疾儿童康复为主的康复服务机构。在2017年中心大力发展
残疾儿童为主的教育康复的基础上，2018年继续针对0-7岁听障、自闭症儿童的特殊需求，建立相
关康复项目和康复课程，为他们提供各类康复服务。

1、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纲要；
2、《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6
】15号）；
3、《关于印发<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标准>的通知》（中残联发[2006]43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针对学龄前残疾儿童的核心障碍问题，进行康复训练，为今后融入社会奠定基础；定期开展家长
培训、师资培训、完善各项制度，同时融合教育、医疗等方面资源，加大社会宣传。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
度、措施

1、组织保障:按照中心组织架构分层实施，各负其责；岗位职责明确、独立不兼容。
2、制度保障:康复中心有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的相关规章制度和内控制度。
3、资源投入：中心近二十年的发展和积累的人、财、物重点投入。

项目总预算（元）

教育、教研、课改及社区指
导等活动

教育、教研、课改及社区指
导等活动

75,552

教育康复人员经费 教育康复人员经费 3,268,692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
构成

康复知识宣传 康复知识宣传 104,000

亲子活动 亲子活动 79,536

全市及中心听障儿童家长康
复辅导班

全市及中心听障儿童家长康
复辅导班

15,000

全市听力语言康复评估培训
研讨班

教育康复设备购置费 教育康复设备购置费 79,210

康复设备运行保障费 康复设备运行保障费 196,400

全市0到7岁听障儿童助听器
电池配发

全市0到7岁听障儿童助听器
电池配发

152,000

全市及中心听力语言康复专
业技术培训活动

全市及中心听力语言康复专
业技术培训活动

143,420

六一儿童节活动费 六一儿童节活动费 68,100

聋儿康复机构质控实施 聋儿康复机构质控实施 18,600

全市听力语言康复评估培训
研讨班

23,664

全市自闭症康复教师培训 全市自闭症康复教师培训 77,304

援疆项目 援疆项目 96,100

全市特殊儿童家长公益课堂
辅导

全市特殊儿童家长公益课堂
辅导

6,708

全市听力语言康复评估工作 全市听力语言康复评估工作 88,000

残疾儿童餐费及保险费 残疾儿童餐费及保险费 281,700

儿童康复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等研究经费

儿童康复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等研究经费

98,000

在校听障学生后续支持服务 在校听障学生后续支持服务 112,400

在训家长理论及实操辅导 在训家长理论及实操辅导 20,124

1、按照项目实施计划申请项目资金；2、按照项目进度合理使用费用；3、项目过程中实施内部控
制；4、确保项目完成审核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规范性；5、确保项目完成验收结束资金到位；6、
项目结束对康复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先进教育理念与教育康复方法的有机融合，确保听障儿童、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效果，逐步形
成多元化、现代化、科学化的听障儿童与自闭症儿童教育康复模式，促进听障儿童、自闭症儿童
听能、语言、发音、沟通及认知等各方面能力的提升，为他们进入普幼普小就读、早日融入社会
打下基础。

建立相关性业务数据，对康复过程实施控制和监督，规范使用财政性资金，提高预算执行率和资
金到位率，促进中心业务发展，提高为残疾人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备注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投入合理性 合理

资金使用率  ≥95%

预算执行率  ≥95%

产出目标

资金合理性 合理

资金使用率 ≥95%

效果目标

康复有效率 ≥85%

康复对象满意率 ≥90%

影响力目标

人员到位率 及时

分工合理性 合理

绩效管理的有效性 有效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确保完成2018年度我市集训队伍各项赛事的训练比赛任务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各项残疾人竞赛参赛筹备经费 64,100

根据中国残联2018年竞赛规程、国际比赛参赛任务，制定队伍器材、训练用品采购等计划，保
障队伍训练、参赛需要。自行车、轮速等外出训练队伍，根据项目需求和比赛目标，制定外出
训练计划，并实施外出训练。

通过配置器材、训练用品和外出训练，完成2018年国内外各项赛事的训练、比赛，确保2019年
全国残运会的完赛总目标保八争六和入选下一届残奥会代表团人员的目标。

消耗性体育用品 468,180

训练器材购置 5,741,960

国内训练费 2,251,6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488,5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2,488,5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各项资金使用制度、比赛成绩的监督制度。

项目总预算（元） 8,523,84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523,840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上海特奥竞赛训练中心）

备战比赛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根据下一届残运会、残奥会及冬残奥会备战计划，组织队伍参加国内外各项比赛赛事，准备训
练器材及训练必须体育用品。部分队伍由于受场地限制，需经常在外进行集训拉练，以适应不
同场地训练要求。

根据《十三五规划》体育发展要求，按照中残联国内比赛竞赛规程及国际比赛邀请，根据队伍
要求，制定队伍参加各项比赛需购置的器材、体育用品及外出训练计划。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为残疾人体育运动项目发展，器材保障是体育训练的基础要求，与其他省市相比，我市的残疾
人体育器材购置年代较久，配置不完善，已无法符合科学训练要求。同时我市缺乏专业残疾人
训练场地，无法满足自行车、轮速等队伍的训练要求，作为我市重点发展项目，必需经常在外
进行训练。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器材保障满意度 90%

参赛项目需根据中国残联竞赛规程进行调整参加

参赛人员中获得成绩人数 60%

训练人员训练器材保障比例 95%

训练人员中获得成绩比例 50%

器材发放效率 95%

投入和管理目
标

产出目标

训练完成时间 100%

外出集训人员数量 30%

购置训练用品领用数量 95%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器材购置效率 95%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上海市成年听力障碍者助听器适配 12,000,000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上海市视力残疾人眼镜式助视器适配 2,706,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上海市电动类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 3,000,000

上海市脊髓损伤护理用品配发 19,505,000

项目总预算（元） 107,941,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7,941,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3,047,8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73,047,800

国发(2011)13号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的通知 国办发(2010)19号关于加强推进残
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第三部分加强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提高
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中残联厅(2011) 12号关于转发残联系统康复机构建设规范试行
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有效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更好服务于残疾人康复事业，使之融入社会。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关于开展脊髓损伤者护理用品配发工作的通知》（沪残康办〔2012〕38号）
《关于全面开展“上海市0-7岁脑瘫儿童康复训练器具进家庭”工作的通知》（沪残康办〔
2011〕14号文）
《关于下发<上海市残疾人居家环境无障碍坡道适配工作方案>的通知》（沪残辅具〔2015〕8
号）
《关于开展视力残疾人眼镜式助视器适配工作的通知》（沪残辅具〔2012〕2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肢体残疾人假肢、矫形器安装工作的通知》（2013沪残康办34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沪残辅具〔2014〕6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电动类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沪残辅具〔
2014〕7号
《关于下发<上海市成年听力障碍者助听器适配实施方案>的通知》（沪残辅具〔2014〕5号）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为本市残疾人提供假肢、矫形器、轮椅、助视器等各类辅助器具适配、安装服务，改善服务
对象生活质量。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助听器适配人数 ≥2000.00人

护理用品适配人数 ≥5500.00人

电动类辅具适配人数 ≥200.00人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资金投入合理性 合理

资金使用率  ≥95%

预算执行率  ≥95%

残疾人根据自身需要自行申请辅助器具，在政府采购网中公开招投标，中心根据其申请与厂
家结算，项目过程中实施内部控制，确保项目完成审核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满足本市残疾人辅具适配需求，扩大服务对象辅具选择范围，以多种方式为残疾人提供服务
。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规范使用财政性资金，提高预算执行率和资金到位率，促进中心业务发展，全年按需完成本
市持证残疾人辅具适配任务。

分解目标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常规辅具适配 43,900,000

上海市0—7岁脑瘫儿童康复训练器具进家庭 850,000

上海市残疾人居家环境无障碍坡道适配工作 320,000

假肢矫形器适配 22,660,000

辅具检测费 3,000,000

脑瘫儿童适配人数 ≥50.00人

无障碍坡道适配人数 ≥58.00人

眼镜式助视器适配人数 ≥5000.00人

假肢矫形器适配人数 ≥3000.00人

常规辅具适配人数 ≥50000.00人

各类辅具申请对象适配率 ≥80.00%

各类辅具申请办理效率 ≤45.00工作日

效果目标
各类辅具政采知晓率 ≥70.00%

各类辅具适配对象满意度 ≥70.00%

产出目标

影响力目标

各类辅具弃用率 ≤30.00%

分工合理性 合理

绩效管理的有效性 有效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产品软件维护

 根据国发【2011】13号文件<<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根据《十三五期间上
海市残疾人信息化发展纲要>>。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信息中心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运维）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为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实现对残疾人群体和相关单位更好的关爱服务，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于
2004年启动了上海市残疾人服务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历经多年建成了一个基于广域网日
常运维管理，功能覆盖全市各区县残联机构、阳光之家的综合性业务管理系统，对全市残疾人
信息进行动态统一的管理。为保障上海市残疾人服务和管理信息系统的稳定运行，上海市残疾
人联合会信息中心于系统建成后组织开展年度系统运维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
业技术单位对该系统的硬件、应用软件、产品软件、安全产品和通信线路等方面进行维护。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是覆盖全市残疾、区县的公共信息服务网络管理信息系统，对全市残疾人信
息进行动态统一的管理。该系统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残疾人就业、康复、保障的上下
贯通、左右联动、相互共享。因此，对上海市残疾人服务和管理信息系统进行运行维护和升级
改造，保障其正常运行对残疾人工作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组织保障
  本运维项目具有明确的组织架构、且分工明确，具体如下：
  市残联负责制定运维管理方案，落实配套经费、确定使用人群。协调运维项目中发生的问题
、进行技术监管、对项目运维工作进行检查；运维承建商，负责制定运维工作计划、日常巡检
和运维计划并安排相关运维人员在现场进行日常运维和安全检查。
2、制度保障
  建立《日常巡检制度》、《月报、季报、年报制度》、《故障报修制度》，《主机维护制度
》，《系统安检制度》等相关制度保障

项目总预算（元） 2,628,149 项目当年预算（元） 2,628,149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118,645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2,041,543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应用软件维护 477,550

硬件维护 511,795

609,454



安全产品维护

通信费及其他费用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影响力目标

备注

2天

提升报障及沟通效率 50%

指标目标值

资金及时到位率 100%

预算执行率 90%

硬件维护、业务系统模块维护、
产品软件、安全产品

108

绩效指标

1、预算资金及时到位；资金使用合规、财务管理制度齐全且监控有效；
2、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政府采购合规、合同管理有效；
3、硬件、产品软件、安全产品维护计划完成，系统问题事件反馈率达90%、运行维护准确率达
80%，系统问题及时反馈率达90%；
4、硬件故障低于2次、软件故障低于5次、年度累计故障恢复时间少于48小时、投诉数较上年
有所降低、单位满意度不低于80%；
5、维护报告完备、年度总结有应用。
 

分解目标

投入和管理目
标

产出目标

沟通协调机制健全性 健全

系统后台管理员满意度 80%

效果目标

维护准确率 >80%

系统故障响应时间 24小时

系统普通故障恢复时间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2018年2月底启动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工作，确保信息管理系统全年稳定高效运行，年底
前完成项目验收工作。

  针对正在运行的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相关信息系统的硬件、软件、产品软件、安全产品、通
信线路维护，从而保证已建成的各业务系统正常运行，

29,470

999,880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1、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建成具有全面康复理念，集康复医疗、康复工程、人才培养、技
术研究、信息服务以及社区指导于一体，全市领先、全国一流、接轨国际的综合性康复服务机
构。
2、基于市残联与同济大学的合作，力争将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医院打造成一家现代化的三
级康复医院。

开设床位数300张，年医疗收入8000万元，住院患者收治数2000人次、门诊病人收治人数12000
人次。

分解目标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康复辅助人员购买服务 24,106,095

按实际用工需求录用辅助人员并给予相对应薪酬福利待遇，不足部分由事业收入补足。

项目总预算（元） 24,106,095 项目当年预算（元） 24,106,095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2,203,792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22,203,792

1、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沪编[2007]53号文件批复核定辅助人员额度的195人
2、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沪人社资（2016）170号核定年人均薪酬为
8.18万元，所需经费，在市编委核定的辅助人员额度内，按实有人数计算，由同级财政承担。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康复医院投入以来，市场口碑良好，接诊人数持续上升，远远超出事前预计，虽经一再扩容，
但仍一床难求。为提升医疗质量，满足患者需求，必须配备相应的医护服务人员。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本单位人力资源招聘录用制度、额度用工人员考核制度、额度用工人员培训制度、考勤管理制
度、本单位薪酬福利制度。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是上海首批5家定点工伤康复医疗机构之一，按市人社局部署承担着浦东
、闵行、松江、青浦和嘉定5个区的工伤患者的收治任务。通过前几年的投入和改造，医院已
初具规模，本次康复辅助人员购买服务主要是由于医院初建，市人保局批复的编制数太少，无
法满足现有医院规模所必须的人员配置，因此康复辅助人员购买服务可视为医院人力资源配置
的补充形式。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康复辅助人员购买服务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病员家属满意率 ≥0.98

≥0.98

治疗有效率 ≥0.98

病人投诉率 ≤0.02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制度 是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是否有确保预算执行的措施 是

项目是否有实施方案和专门部门负
责

是

项目是否有保障措施 是

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是

项目是否有明确、细化的时间要求 是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病员满意率 ≥0.98

项目是否有直接相关政策依据 是

床位数空置率 ≤0.05

收治病人数 ≥0.95

医疗收入 ≥0.95

医护人员满意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