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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概况

（一）立项背景和目的

残疾人两项补贴是指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是国家为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而实

施的一项残疾人福利保障政策。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关于全面

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

施意见》（沪府发〔2015〕76号）等文件精神，宝山区于 2016

年 3月起实施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

象依据困难程度分为三类：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重残无业人

员、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分别给予每

人每月 330元、300元、200元的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对象依

据残疾程度分为：一级重度残疾人、二级重度和三级智力残疾人，

分别给予每人每月 300元、150元补贴。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联

合会（以下简称“区残联”）作为项目主管部门、下属上海市宝

山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以下简称“区残劳所”）负责具体实施。

2021 年起，根据《关于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规〔2020〕28 号）等文



2

件要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范围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了扩

大，主要包括：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以及三

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同时，对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进行了

调整，其中重残无业人员、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上调至

每人每月 410元；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调至每人每月

290元。根据上述要求，2021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主要为对资

格审定通过的持证残疾人发放相应补贴，涉及区域为宝山区 3个

街道、9个镇和 1个工业区，以及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

项目单位区残劳所针对本项目填报了绩效目标申报表。经评

价组重新梳理并调整后，确认项目绩效目标如下：

项目总目标：全面落实本市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持续解决

宝山区持证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确保残疾人两

项补贴制度覆盖全区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实现低保、低收入

等困难残疾人家庭和重度残疾人家庭应保尽保，从而改善困难残

疾人家庭的生活质量，提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水平，保障本区残

疾人生存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年度目标：对补贴资格审定通过的补贴对象实现应补尽补，

对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对象进行全部清退，做到残疾人两项补贴

每月及时、准确、足额发放，缓解宝山区持证困难残疾人和重度

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改善其生活质量和护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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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情况

（一）评价结论

依据评价组设计并经专家组论证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

分标准，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89.79分，评价等级为“良”。

其中：项目决策类指标权重 20分，得 16分，得分率 80.00%；

项目过程类指标权重 20分，得 17.50分，得分率为 87.50%；项

目产出类指标权重 30分，得 28.00分，得分率为 93.33%；项目

效益类指标权重 30分，得 28.29分，得分率为 94.30%。

（二）预算执行情况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项目资金来源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2021 年年初项目预算资金为 5,755.62 万元，由项目单位根据原

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参照 2020年度 7、8月份宝山区持证残疾

人数量，结合各类别持证残疾人数量占比进行测算。年中，根据

新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进行测算后调增 609.72 万元，全年预算

为 6,365.34 万元，全年执行金额 6,328.7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42%。

（三）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

2021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全年完成对5,115名补贴对象发

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 18,162 名补贴对象发放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实现对资格审定合格的持证残疾人应补尽补。通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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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保障宝山区残疾人基本生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困难

残疾人家庭的生活水平和重度残疾人的护理条件。项目主要绩效

如下：

决策方面，项目立项依据充分且立项程序合规，年度预算编

制科学且测算依据充分，但是项目单位填报的绩效目标较为粗

略，绩效指标未能与任务数一一对应，同时绩效指标缺乏量化。

过程方面，项目单位及相关单位能够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有

关政策，对补贴申请进行逐级审核，并根据审定结果对照补贴标

准完成补贴资金发放，经抽查未发现违规领取补贴的现象发生。

同时，项目各方能够按规定做好人员申请审核材料和资金发放材

料管理，项目单位每月向社会公布补贴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单位

对于各街道（镇、工业区）补贴资金发放工作开展了定期检查，

但未能根据检查结果有效落实相应整改工作。

产出方面，项目单位及相关单位能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补贴

申请审核工作，并按照审定结果完成 2021年度残疾人两项补贴

发放工作，全年实际发放重残无业残疾人生活补贴 34,203人次、

低保家庭中残疾人生活补贴应发放 4,350人次、低收入家庭中残

疾人生活补贴 16,605人次、一级残疾人护理补贴 74,926人次、

二级残疾（含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残疾人护理补贴 127,391

人次，实现应补尽补、足额发放，并依托于业务系统对补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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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动态管理，将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全部清退。然而，补贴资金

自街镇发放至补贴对象的进度滞后，未能实现在每月 10日前完

成补贴资金发放的目标。

效益方面，通过本项目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残疾人及

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和护理条件，补贴对象（或其监护人）综合认

可度为 82.15%，此外对于本项目实施的综合满意度为 93.83%。

项目单位联合民政部门建立了工作协作机制，并通过主动告知的

方式对符合补贴条件的目标人群开展精准宣传，新增持证人员对

于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知晓率达到 90.92%，但是项目长效管

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经验、做法及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做法

多部门联动开展宣传，提高补贴政策知晓率

为积极推动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精准落实，自本项目实施以

来，区残联联合区民政等部门通过主动告知的宣传方式，在目标

人群领取残疾证或家庭经济状况认定的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微

信、上门或当面告知的方式，及时将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和申请

程序告知残疾人及其家属，引导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主动申报，从

而不断提升政策宣传覆盖率和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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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问题

1.绩效目标编制粗略，缺乏量化指标

从整体来看，项目单位已基本能够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填

报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与工作内容较为匹配，同时能

够将绩效目标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且指标归类准确，但是完整

度和量化程度不足，如产出数量仅针对护理补贴进行指标设置，

效益指标均为定性指标，不利于发挥绩效考核作用。

2.街镇补贴资金发放时间晚于规定要求

项目单位各街道（镇、工业区）资金监管重点主要为资金发

放的准确性，对于发放及时性未作严格要求。由于各街道（镇、

工业区）资金支付审批流程周期长短不一以及惯性操作，多数街

道（镇、工业区）未能按照市级政策规定在每月 10日前及时完

成补贴资金发放。

3.补贴对象清退和补贴停发不及时

虽然项目单位及相关单位能够依托于业务系统实现补贴对

象信息的动态管理，并在业务系统每月 20日自动生成次月应发

放清单后经各级管理人员审定后形成最终发放清单，但是仍可能

存在因月末补贴对象死亡等信息获取不及时而导致补贴对象清

退和补贴停发不及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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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进措施

1.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

建议项目单位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落实绩效目标

申报责任，提升绩效目标的完整性，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首

先，以现行补贴政策为基础，按照补贴类型进行目标设置并细化

为具体指标。其次，根据辖区现状，结合上级政策文件、中长期

规划，设置“人群覆盖率”、“政策知晓率”等效益指标，并参

照历史数据进行量化。

2.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管力度

自 2022年起本项目已纳入区民政部门预算且资金发放改为

通过上海市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直接发放至补贴对象，缩短了

补贴资金发放流程及时长，目前已经实现每月 10日前完成补贴

资金发放的工作目标。建议相关单位在保持现行资金发放模式的

前提下，定期开展审计、绩效评价等工作，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继续强化部门协作配合

首先，建议街镇残联和街镇民政进一步加强与社区的信息沟

通，提高补贴对象信息和数据录入、修改的及时性；其次，建议

补贴资金最终发放单位在发放补贴前再次进行复核验证，尽最大

可能将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对象及时清退并停发补贴，力保补贴

精准发放，财政资金使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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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

完善区级政策和长效管理机制建设

建议区残联、区民政等部门联合制定区级层面的实施办法和

长效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项目操作流程和资金监管。如：

1.定期开展核查。在依托业务系统实现数据比对和动态管理

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入户走访、材料审查等方式，掌握补贴对象

信息变更情况，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同时定期开展检

查工作，并设立举报电话和邮箱，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2.建立问效机制。结合入户走访工作开展满意度调查等工

作，以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机制。



9

2021 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的背景和目的

1.立项背景及目的

残疾人两项补贴是指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是国家为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而实

施的一项残疾人福利保障政策。

2015 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首次在国家层面建立残疾人福利补贴制度。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的决策部署，上

海市政府于 2015年 12月 30日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

〔2015〕76 号），在本市全面建立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依据困难

程度分为三类：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重残无业人员、低保家

庭中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分别给予每人每月 330

元、300元、200元的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对象依据残疾程度

分为：一级重度残疾人、二级重度和三级智力残疾人，分别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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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月 300元、150元的补贴。同时符合两项补贴申领条件的

残疾人，可同时申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

2016 年 2 月 5 日，上海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市残联下

发了《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

办法》（沪民福发〔2016〕1号），明确了补贴申请审批程序，

两项补贴以自愿申请为原则，由残疾人本人或其监护人、代理人

向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就近的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提出申请，街道（乡镇）受理初审、区县残联审核、区县民政

局审定、区县财政拨入资金、街道（乡镇）发放。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宝山区于 2016年 3月起实施残疾人两

项补贴项目，由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区残联”）

作为项目主管部门、下属单位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以下简称“区残劳所”）负责项目具体实施，补贴范围为宝山

区持证残疾人，同时根据市级文件要求对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

1中户口挂靠在宝山区的持证残疾人进行补贴发放。至 2020年底，

宝山区持证残疾人总数为 39,420 人，全年实际享受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人数达 4,890 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数达

17,111人。自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实施以来，宝山区累计共发放

1 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分别为白茅岭、军天湖、上海、川东四个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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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两项补贴 23,975.57 万元，累计共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

102.30 万人次，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7,244.47 万元，惠及

23.62万人次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6,731.11万元，惠及

78.68万人次残疾人。

为持续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进一步减

轻本市残疾人生活负担，根据《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

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的指导意见》（民发〔2019〕67 号）等文件要求，上海市

统筹考虑本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调整及照护市场劳动力价格变化等情况，进一

步提高补贴范围和补贴力度。2020年 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

布《关于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

实施意见》（沪府规〔2020〕28 号），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市残联联合于同年 12月修订出台了《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沪民规〔2020〕21号），

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对象范围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了扩大，主

要包括：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以及三级智力、

三级精神残疾人。同时，对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标准进行了调整，

其中重残无业人员、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统一上调至每

人每月 410 元；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调至每人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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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元。

表 1-1 补贴范围及标准调整对比表

序号 补贴类型 原政策 新政策

1
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

1.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本市重残无业

人员，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330 元。

2.本市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

每人每月 300 元。

3.本市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

为每人每月 200 元。

同时符合上述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择高

申领其中一类补贴。

1.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本市重残无业

人员，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410 元。

2.本市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

每人每月 410 元。

3.本市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

为每人每月 290 元。

同时符合上述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择高

申领其中一类补贴。

2
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

1.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的残疾人，补贴

标准为每人每月 300 元。

2.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

智力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50 元。

1.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的残疾人，补贴

标准为每人每月 300 元。

2.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

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

每月 150 元。

2021 年，区残劳所在项目历年实施的基础上，依据新补贴

条件和补贴标准继续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本项目实施旨在

改善宝山区残疾人生活状况，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

2.项目立项依据

本项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立项，相关立项文件详

见下表 1-2 项目立项依据文件。

表 1-2 项目立项依据文件

序

号
类型 发文时间 发文单位 文件名 文件中关键字段

1 国家 2015 年 9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全面

建立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

52 号）

1.“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入手，

着力解决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和

长期照护支出困难。”

2.“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自 2016 年 1 月 1日起

全面实施。”

2 市级 2015年12月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建立本市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1.“民政部门要做好补贴资格审定、组织发放、

监督管理等工作；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保障，及

时足额安排补贴资金及工作经费，确保残疾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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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型 发文时间 发文单位 文件名 文件中关键字段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制度的实施

意见》（沪府发

〔2015〕76 号）

项补贴制度顺利实施；残联组织要及时掌握残疾

人需求，严格残疾人证发放管理，做好残疾人两

项补贴相关审核工作；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负

责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受理、初审、发放等工作。”

2.“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列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支出范围，由残疾人户籍所在区县财政予以统筹

安排。实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所需工作经费纳

入财政预算。”

3 市级 2020年11月 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完善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制度的实施意见》

（沪府规〔2020〕

28 号）

1.“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

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具有本市户籍、持本市

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重残无业

人员、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和低收入家庭中的

残疾人可以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2.“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

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长期照护是指因残

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

6个月以上时间。具有本市户籍、持本市核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被评定

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

残疾人可以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二）项目情况说明

1.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宝山区 2021 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项

目，涉及预算资金为 6,365.34万元，涉及区域为宝山区 3个街道、

9个镇和 1个工业区，以及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

2.评价时段

本次绩效评价时段确定为 2021年 1月至 2021年 12月。

3.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根据《关于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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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规〔2020〕28 号）和《本市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沪民规

〔2020〕21 号）相关要求，对资格审定通过的持证残疾人发放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补贴对象认定标准

宝山区残疾人由区残联负责认定残疾人等级、区民政局负责

认定残疾人家庭经济状况。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残疾人则由上

海市农场管理局负责开展残疾人等级和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工作。

残疾人两项补贴经自申请审核通过后，除不再符合补贴条

件，死亡或注销本市户籍的残疾人均可一直享受补贴。

具体认定标准如下：

表 1-3 补贴对象认定标准

序号 补贴类别 残疾等级 经济状况

1
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

重残无业
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以及

三级智力残疾人

（1）16 周岁以上（含 16 周岁）；

（2）不能通过劳动获取经济收入、生

活不能自理；

（3）领取的养老金低于本市重残无业

人员生活补助标准。

低保 一至四级残疾人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

低收入 一至四级残疾人

自受理申请之月前 3个月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低于同期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的两倍。

2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以及

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
/

（2）年度补贴发放情况

1）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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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宝山区及光明

集团所属四个农场持证的重残无业人员、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和

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可以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同时符合

下列各项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

①重残无业人员、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统一为每

人每月 410元。

②本市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90

元。

2021 年 1-12 月共对 5,115 名补贴对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其中重残无业残疾人 3,084名，低保家庭残疾人 448名，

低收入家庭残疾人 1,583名。

全年实际发放补贴 2,094.76 万元，实际补贴 55,158 人次，

包括重残无业人员 34,203人次，低保家庭残疾人 4,350人次，低

收入家庭残疾人 16,605人次。

2）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2。宝山区

及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持证且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的

残疾人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可以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

2 长期照护是指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 6个月以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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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300元。2021年计划补贴人次不少于 77,088人次。

②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

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50 元。2021 年计划补贴人次不少

于 123,612人次。

2021年 1-12月共对 18,162名补贴对象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其中一级残疾人 6,751名，二级残疾人及三级智力、三级

精神残疾人 11,411名。

全年实际发放补贴 4,219.08万元，实际补贴 202,317人次，

包括一级护理补贴 74,926 人次，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智力、三

级精神残疾人 127,391人次。

（三）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单位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针对 2021年残疾

人两项补贴项目填报了绩效目标申报表。评价组根据相关政策文

件以及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对本项目绩效目标进行梳理，经

项目单位确认后，调整项目绩效目标如下：

项目总目标：全面落实本市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持续解决

宝山区持证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确保残疾人两

项补贴制度覆盖全区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实现低保、低收入

等困难残疾人家庭和重度残疾人家庭应保尽保，从而改善困难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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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家庭的生活质量，提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水平，保障本区残

疾人生存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年度目标：对补贴资格审定通过的补贴对象实现应补尽补，

对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对象进行全部清退，做到残疾人两项补贴

每月及时、准确、足额发放，缓解宝山区持证困难残疾人和重度

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改善其生活质量和护理条件。

根据项目的绩效目标，进一步细化如下：

1.产出目标

表 1-4 项目产出目标明细表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数量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应补尽补率 100% 沪府规〔2020〕28 号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应补尽补率 100% 沪府规〔2020〕28 号

质量
足额发放率 100%

沪民规〔2020〕21 号、

沪民残福发〔2021〕1号

应退尽退率 100% 沪民规〔2020〕21 号

时效
审核及时性

11个工作日内（农

场 12 个工作日内）
沪民规〔2020〕21 号

发放及时性 每月 10日前 沪民规〔2020〕21 号

2.效益目标

表 1-5 项目效益目标明细表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社会效益

新增持证人员政策知晓率 ≥90% 通用标准

生活及护理条件改善情况认可度 ≥85% 通用标准

有责投诉率 0起 通用标准

影响力
跟踪问效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民发〔2021〕70 号

部门联动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民发〔2021〕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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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计划标准

（四）项目预算安排情况

1.近三年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项目资金来源均为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其中：2019 年全年安排项目预算 5,364.89 万元，实际使用

5,353.4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79%。

2020年全年安排项目预算 5,602.54 万元，实际使用 5,559.1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23%。

2021年全年安排项目预算 6,365.34万元，实际使用 6,328.7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42%。详见下表：

表 1-6 近三年预算资金及使用情况（金额单位：万元）

支出内容
2019 年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446.00 93.73 1,539.73 1,535.68 99.74%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3,845.16 -20.00 3,825.16 3,817.73 99.81%

2019 年合计 5,291.16 73.73 5,364.89 5,353.40 99.79%

支出内容
2020 年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544.40 42.73 1,587.13 1,576.76 99.35%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3,892.00 123.41 4,015.41 3,982.40 99.18%

2020 年合计 5,436.40 166.14 5,602.54 5,559.15 99.23%

支出内容
2021 年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588.80 525.72 2,114.52 2,101.85 99.40%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4,166.82 84.00 4,250.82 4,226.85 99.44%

2021 年合计 5,755.62 609.72 6,365.34 6,328.70 99.42%

从上表来看，本项目近三年预算及执行数逐年递增，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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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下：

第一，符合补贴条件的补贴对象数量增加。一方面持证残疾

人数量增多，另一方面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

第二，2021 年起实施新的补贴政策。一是残疾人两项补贴

范围扩大，将三级精神残疾人一并纳入到重度残疾护理补贴范围

之中，二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上调。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标准上调是 2021年度预算调整金额较大的主因。

表 1-7 近三年实际补贴发放人数（单位：人）

年份

年末持

证残疾

人数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合计
重残无业 低保 低收入 小计 一级残疾人

二级残疾人

（含三级智

力，三级精神）

小计

2019 37,299 2,806 442 1,496 4,744 6,150 10,286 16,436 21,180

2020 39,420 2,890 455 1,545 4,890 6,478 10,633 17,111 22,001

2021 41,723 3,084 448 1,583 5,115 6,751 11,411 18,162 23,277

2.2021 年预算安排及执行明细

2021 年年初项目预算资金为 5,755.62 万元，由项目单位区

残劳所根据沪府发〔2015〕76号文及沪民福发〔2016〕1号文规

定的原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参照 2020年度 7、8月份宝山区持

证残疾人数量，结合各类别持证残疾人数量占比进行年度预算测

算。年中，根据沪府规〔2020〕28号文和沪民规〔2020〕21号

文规定的新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进行测算后，调增 609.72万元，

调整后，全年预算为 6,365.34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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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项目一“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年初预算 1,588.80万

元，年中调增预算 525.72 万元，全年预算 2,114.52 万元。根据

沪府规〔2020〕28号文和沪民规〔2020〕21号文要求，自 2021

年起，重残无业人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由原来的 330元调整到

410元、低保家庭由原来的 300元调整到 410元，低收入家庭由

原来的 200元调整到 290元，2021年 1-8月已发放补贴 1,391.60

万元（含 2020年第四季度四大农场补贴结算金额 7.09万元），

项目单位结合现有困难残疾人数及发放标准，申请追加预算

526.00万元，经区财政审批后，年中实际调增预算 525.72万元。

（2）子项目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年初预算 4,166.82万

元，年中调增预算 84.00万元，全年预算 4,250.82万元：根据沪

府规〔2020〕28号文和沪民规〔2020〕21号文，自 2021年起，

精神三级残疾人纳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补贴范围中，项目单位

结合现有重度残疾人数，申请追加预算 84.00万元，经区财政审

批后，年中实际调增预算 84.00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2021 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资金实

际使用 6,328.7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42%，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 2,101.85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4,226.85万元，详见下

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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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2021 年预算资金及使用明细（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子项目名称 构成明细

单价测算 数量测算
年初

预算数
调整数

全年

预算数
执行数3 执行率

其中：

补贴

标准
单位 相关依据

补贴

频次

补贴

人数

补贴

人次
相关依据

20年第四

季度农场

21年 1-12

月补贴资金

1
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

1.1 重残无业补贴 330 元/人/月
沪民福发

〔2016〕1 号
12 2,800 33,600

参照历史年度同期持证人数进行预估，

其中 2020 年 8 月为 2761 人,2019 年 8

月为 2701 人。2021 年按每月补贴 2800

人测算，则补贴人次为 12*2800=33600

人次。

1,108.80 319.62 1,428.42 1,419.78 99.40% 5.35 1,414.43

1.2 低保补贴 300 元/人/月
沪民福发

〔2016〕1 号
12 380 4,560

参照历史年度同期持证人数进行预估，

其中 2020 年 8 月为 372 人，2019 年 8

月为 356 人。2021 年按每月补贴 380 人

测算，则补贴人次为 12*380=4560 人次。

136.80 48.23 185.03 185.44 100.23%4 1.44 184.00

1.3 低收入补贴 200 元/人/月
沪民福发

〔2016〕1 号
12 1,430 17,160

参照历史年度同期持证人数进行预估，

其中 2020 年 8 月为 1402 人，2019 年 8

月为 1316 人。2021 年按每月补贴 1430

人测算，则补贴人次为 12*1430=17160

人次。

343.20 157.88 501.08 496.63 99.11% 0.30 496.33

小 计 4,610 55,320 1,588.80 525.72 2,114.52 2,101.85 99.40% 7.09 2,094.76

2
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

1.1 一级残疾人补贴 300 元/人/月
沪民福发

〔2016〕1 号
12 6,424 77,088

①2020 年 7 月，宝山区持证残疾人总数

为 38150 人，其中一级残疾人数量为

6024 人，占比约为 16%。

②预估至2020年底宝山区残疾人持证总

数为 40150 人；

③按上述一级残疾人持证数量占比预估

2021 年每月补贴人数，即

40150*16%=6424 人，则补贴人次为

12*6424=77088 人次。

2,312.64 0.00 2,312.64 2,282.79 98.71% 4.53 2,278.26

1.2 二级残疾人补贴

（含三级智力、三级

精神）

150 元/人/月
沪民福发

〔2016〕1 号
12 10,301 123,612

①2020 年 7 月，宝山区持证残疾人总数

为 38150 人，其中二级残疾人数量为

8863 人、智力三级残疾人数量为 1170

人，占比分别约为 23%、3%；

②预估至2020年底宝山区残疾人持证总

数为 40150 人；

③按上述二级、智力三级残疾人持证数

量占比预估 2021 年每月补贴人数为

10301 人，包含二级 9156 人、智力三级

1145 人，则合计补贴人次为

12*10301=123612 人次。

1,854.18 84.00 1,938.18 1,944.06 100.30% 3.24 1,940.82

小 计 16,725 200,700 4,166.82 84.00 4,250.82 4,226.85 99.44% 7.77 4,219.08

合 计 21,335 256,020 5,755.62 609.72 6,365.34 6,328.70 99.42% 14.86 6,313.84

3 2021 年预算执行数中包含 2020 年第四季度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残疾人两项补贴金额合计 14.86 万元，包括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7.09 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7.77 万元，自 2021 年 5 月起四大农场的补贴方式由

季度结算调整为按月拨付。
4 项目单位在实际发放补贴时对三级预算进行了内部调剂使用，故 2021 年低保家庭残疾人补贴、二级残疾人补贴（含三级智力、三级精神）补贴预算执行率超过 100%，分别为 100.23%、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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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完成情况

2021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全年完成对5,115名补贴对象发

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 18,162 名补贴对象发放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实现对资格审定合格的持证残疾人应补尽补。

全年共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 6,313.84 万元，实际发放补贴

257,475 人次，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2,094.76 万元，惠及

55,158人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4,219.08万元，惠及 202,317

人次残疾人。通过项目实施促使宝山区残疾人基本生活需要得到

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困难残疾人家庭的生活水平和重度残

疾人的护理条件。

（六）项目的相关方及其与项目的关联

1.项目主管部门：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联合会

主要职责：作为宝山区群团组织，履行“代表、服务、管理”

宝山区持证残疾人主要职能，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负责进行残

疾人信息管理，对残疾等级进行认定并颁发残疾证；审核项目单

位上报的年度预算；对项目资金使用及实施进行监管。

2.项目实施单位：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主要职责：为区残联下属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编制

项目年度预算；对各街道（镇、工业区）及光明集团上报的初审

材料进行审核后送区民政局审定；根据审定结果向区财政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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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拨付申请。

3.补贴审定单位：上海市宝山区民政局

主要职责：负责认定补贴对象家庭经济状况，开展辖区内残

疾人权益保障工作，指导和监督宝山区各街道（镇、工业区）和

区残劳所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负责对区残劳所上报的审核材料进行审定。

4.信息审核单位：街道（镇、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农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主要职责：负责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开展申请人信息

核对工作。

5.补贴初审及最终发放单位：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工

业区管委会）、光明集团及农场社区审核服务机构。

主要职责：负责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初审，并将初审结

果上报区残劳所；根据最终审定结果，在区财政将补贴资金拨付

至街道（镇、工业区）账户和光明集团后，通过金融机构存入残

疾人账户。

4.项目利益相关方

本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

（1）预算审核单位：上海市宝山区财政局；

（2）项目主管部门：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联合会；

（3）项目实施单位：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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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贴审定单位：上海市宝山区民政局

（5）信息审核单位：街道（镇、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农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6）补贴初审及最终发放单位：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工业区管委会）、光明集团和农场社区审核服务机构；

（7）项目受益方：宝山区及四大农场的持证困难残疾人和

重度残疾人。

（七）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1.项目财务管理

（1）预算编制

本项目年度预算由区残劳所业务科室根据补贴资金发放管

理办法中确定的补贴条件和补贴标准，参照编制预算时同期宝山

区持证残疾人数量，结合各类别持证残疾人数量占比进行测算。

经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后报送财务科室，由财务科室汇总年度部门

预算后报主管部门区残联审议决定，待区残联审议通过后上报至

区财政局。通过“二上二下”编报审批程序，经过人大批复后下

达执行。

（2）资金拨付

本项目资金在拨付时，采用财政授权支付的方式进行拨付。

业务系统于每月 20日生成的次月应发放清单，经各街道（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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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光明集团）审核、区民政局审定后，形成最终发放清单。

项目单位区残劳所根据最终发放清单，于每月 30日前编制请款

材料，经分管领导审核、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报送至财务科室，

财务科室审核后向代理银行签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根据支付指

令将补贴资金拨入至街各街道（镇、工业区）、光明集团账户。

其中：

1）各街道（镇、工业区）财政所在收到资金拨款后，由各

街道（镇、工业区）残联进行请款，经财政所审批后，将补贴资

金通过金融机构存入残疾人账户。对于跨区办理补贴的对象，由

区财政局于年底统一进行资金结算。

2）光明集团在收到资金拨款后，将资金分别拨付至所属农

场，农场按规定将补贴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存入残疾人账户。

（2）资金监管

由区残联、区残劳所每年对各街道（镇、工业区）的补贴资

金使用情况开展检查，对不合规现象要求限期整改，以确保残疾

人两项补贴资金按规定发放到人。

2.业务管理

（1）补贴申请受理流程

本项目业务管理制度参照《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沪民规〔2020〕21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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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做好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的通知》（沪

民残福发〔2021〕1 号）文件相关要求执行，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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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业务管理流程表

序号 管理过程 宝山区持证残疾人两项补贴 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残疾人两项补贴

1 申请

（1）申请原则：自愿申请；

（2）补贴范围：宝山区持证残疾人；

（3）申请人：残疾人本人、监护人、代理人；

（4）申请渠道：街道（镇、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5）申请资料：填写补贴申请审核表，并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和

残疾人证原件和复印件。监护人或代理人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和复

印件，代理人还应当提交委托书；

（1）申请原则：自愿申请；

（2）补贴范围：白茅岭、军天湖、上海、川东四个农场中户口

挂靠在宝山区的持证残疾人；

（3）申请人：残疾人本人、监护人、代理人；

（4）申请渠道：农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5）申请资料：填写补贴申请审核表，并提供身份证、户口簿

和残疾人证原件和复印件。监护人或代理人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代理人还应当提交委托书；

2 受理

（1）受理机构：街道（镇、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2）材料审核：对申请材料的齐全性、合规性进行检查。检查通

过的出具《受理告知单》，对不符合要求的则通知申请人补正，

补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则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3）信息核对：自受理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完成。在审核表上提

出意见，并通过业务系统形成补贴审核汇总表，报送街道办事处

（镇人民政府、工业区管委会）进行初审。

（1）受理机构：农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2）材料审核：对申请材料的齐全性、合规性进行检查。检查

通过的出具《受理告知单》，对不符合要求的则通知申请人补

正，补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则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3）信息核对：自受理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完成。在审核表上

提出意见，并通过业务系统形成补贴审核汇总表，报送农场社

区民政办或农场事务处（统称为“农场社区审核服务机构”）

进行初审。

3 初审

（1）初审机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工业区管委会）；

（2）初审流程：5个工作日内完成。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工业区管委会）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初审意见，报区残劳所进行审

核。

（1）初审机构：农场社区审核服务机构；

（2）初审流程：共计 6个工作日内完成。农场社区审核服务机

构在 3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报送光明集团确认。光明

集团在 3个工作日内在汇总表上提出确认意见，并将四个农场

汇总表一通报送至区残劳所审核。

4 审核

（1）审核机构：区残劳所；

（2）审核流程：3个工作日内完成。区残劳所收到街道办事处（镇

人民政府、工业区管委会）提交的审核表和汇总表后在规定时限

内作出审核意见，并送区民政局审定。

（1）审核机构：区残劳所；

（2）审核流程：3个工作日内完成。区残劳所收到光明集团提

交的审核表和汇总表后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审核意见，并送区民

政局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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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过程 宝山区持证残疾人两项补贴 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残疾人两项补贴

5 审定

（1）审定机构：区民政局；

（2）审定流程：3个工作日内完成。区民政局受到审核材料后在

规定时限内作出审定意见。

（3）结果报送：审定结束后，区民政局和区残劳所各留存一份汇

总表，并在 3个工作日内将一份汇总表联报区财政局，其余材料

返还至街道（镇、工业区）；

（4）结果告知：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由街道（镇、工业区）出

具《准予补贴通知书》，并通知申请人提供金融机构账户；审定

未通过的，则出具《不予补贴通知书》。

（1）审定机构：区民政局；

（2）审定流程：3个工作日内完成。区民政局受到审核材料后

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审定意见。

（3）结果报送：审定结束后，区民政局和区残劳所各留存一份

汇总表，并在 3个工作日内将一份汇总表联报区财政局，其余

材料返还至光明集团；

（4）结果告知：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由社区审核服务机构出

具《准予补贴通知书》，并通知申请人提供金融机构账户；审

定未通过的，则出具《不予补贴通知书》。

6 发放

（1）对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自递交申请当月计发补贴；

（2）业务系统每月 20日生成次月应发放清单，经各街道（镇、

工业区）审核、区民政局审定后，形成最终发放清单。

（3）项目单位区残劳所根据最终发放清单，通过财政授权支付的

方式，将所需资金拨付至街道（镇、工业区）账户；

（4）街道（乡镇）于次月 10日前将补贴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存入

残疾人账户。

自 2021 年 5 月起由季度结算调整为按月拨付：

（1）对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自递交申请当月计发补贴；

（2）业务系统每月 20 日生成次月应发放清单，经各街道（镇、

工业区）审核、区民政局审定后，形成最终发放清单。

（3）项目单位区残劳所根据最终发放清单，通过财政授权支付

的方式，将所需资金拨付至光明集团账户；

（4）光明集团将资金拨付至四大农场；

（5）四大农场于次月 10日前将补贴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存入残

疾人账户。

7 变更和终止

（1）已享受补贴的残疾人残疾等级或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并导

致补贴标准调整的，应提出补贴变更申请，残疾人未主动提出变

更申请的，由街道（镇、工业区）通知其办理，并在业务办结后

出具《补贴变更通知书》。未导致补贴标准调整的，由工作人员

对残疾人基本信息进行变更。

（2）通过公安数据库进行信息比对，对残疾人不再符合补贴条件、

死亡或注销本市户籍，由街道（镇、工业区）核实后出具《补贴

停止发放通知书》，并于次月停止发放补贴。

（1）已享受补贴的残疾人残疾等级或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并

导致补贴标准调整的，应提出补贴变更申请，残疾人未主动提

出变更申请的，由农场社区审核服务机构通知其办理，并在业

务办结后出具《补贴变更通知书》。未导致补贴标准调整的，

由工作人员对残疾人基本信息进行变更。

（2）通过公安数据库进行信息比对，对残疾人不再符合补贴条

件、死亡或注销本市户籍，由农场社区审核服务机构核实后出

具《补贴停止发放通知书》，并于次月停止发放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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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业务流程图（以宝山区持证残疾人两项补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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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贴对象资格认定

由区残联负责认定残疾人等级、区民政局负责认定残疾人家

庭经济状况。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残疾人则由上海市农场管理

局负责开展残疾人等级和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工作。经认定后，残

疾等级信息录入至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管理信息系统，家庭经济

状况信息录入至上海市社会救助管理信息系统。

在补贴对象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时，街道（镇、工业区）、

农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通过上海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业务

管理系统自动比对残疾等级和家庭经济状况信息后，完成申请人

的信息核对。

（3）定期复核

一是依托于上海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业务管理系统实时与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管理信息系统、上海市社会救助管理信息系

统进行信息比对，并每月 19日定期与公安数据库进行比对，对于

家庭经济状况变更、补贴对象死亡或户籍迁出等情况进行提醒，

对于残疾人证到期、变更等情况发出预警，由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后对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对象进行清退。

二是由区残联、区残劳所每年开展入户调查工作，对残疾人

信息进行复核，区民政局每半年开展一次低收入复核工作。

（4）政策宣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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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宣传方式主要通过残联和民政条线以主

动告知的形式，分别对于新办理残疾人证，以及通过认定的无业、

低保、低收入家庭的残疾人进行现场宣传。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根据宝山区 2022年财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总体要求，本

次绩效评价目的如下：

通过了解宝山区 2021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情况，收集并整理项

目实施管理、产出效果等现有情况，一是梳理项目各年度预算及

执行情况，关注年度预算安排方式，对本年度预算调整和下年度

预算安排提出合理化建议；二是梳理项目当前的管理方式及相关

执行情况，为优化宝山区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实施提出建议；三

是关注项目预期效果是否达标，总结提炼项目实施经验。

（二）评价依据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依据上海市政府制定的财政和行业相关政

策文件，具体如下：

1.项目业务文件

（1）《“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国发〔2021〕

10号）；

（2）《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沪府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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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5号）；

（3）《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

管理办法》（沪民规〔2020〕21号）；

（4）《关于做好光明集团所属四个农场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

的通知》（沪民残福发〔2021〕1号）；

2.绩效评价管理文件

（1）《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

34号）；

（2）《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的指导意

见》（财综〔2018〕42号）；

（3）《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19〕12号）；

（4）《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

（5）《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

财绩〔2020〕6号）；

（6）《宝山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宝委

〔2020〕107号）；

（7）《上海市宝山区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

（宝财业务〔2020〕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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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作为评价依据的材料

（1）上海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业务管理系统；

（2）年度残疾人两项补贴人员申请审核档案；

（3）年度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发放档案；

（三）绩效评价体系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

性和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客观、公正，标准统一、

资料可靠，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分类原则。绩效评价由项目评价小组根据评价对象的特

点分类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须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

进行，评价结果应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评价小组按照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的

逻辑分析路径，结合宝山区 2021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的具体实

施情况，以专业的指标体系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本项目开展全过程做出有理可循、有据可依的评价和建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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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升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

2.评价指标体系

依据绩效评价原理和原则，运用逻辑分析法，结合项目绩效

目标和特点，以上海市财政局沪财绩〔2020〕6 号《上海市财政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框架为基础，设计

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评价方法

评价组按照经过专家评审的工作方案，运用文献法、比较法、

社会调查法、因素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对项目进行评价。

（1）文献法，通过搜集、整理、分析国家、上海市残疾人两

项补贴政策、中长期规划等相关文献资料，了解本项目的立项背

景、目的、意义及相关要求。

（2）比较法，通过对本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实施计划

与完成情况的比较，综合分析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社会调查法，通过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补贴

资金的审核、复核及发放情况；针对补贴对象（或其监护人）开

展问卷调查，了解其对于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和项目实施效果，

同时对新增持证人员开展政策知晓率调查，了解政策宣传到位情

况。

（4）因素分析法，通过梳理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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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实现的内外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目标实现的影响力，

从而进一步分析如何通过控制这些影响因素来促进项目完成，实

现项目绩效目标。

4.评价标准

依据绩效评价基本原理，按照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财政项

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2020〕6 号），

分别按照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制定。

（四）绩效评价实施情况

按照《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

财绩〔2020〕6 号）的要求，评价组严格按照工作方案中确定的

评价思路，通过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填写基础数据表格、合规性

检查、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收集相关数据。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前期调研与方案撰写

2022年 7月—8月上旬，评价组与区财政和支出科室、项目

单位进行了交流，初步了解本项目的立项背景、项目特点、预算

编制情况、项目实施情况等内容，并于 8月中旬形成工作方案初

稿。后期按照专家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确认，形成工作方案终

稿。

2.数据采集

2022年 8月下旬—9月上旬，评价组按照工作方案进行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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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地调查工作。通过对区残劳所、区民政，以及部分街道（镇、

工业区）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开展了访谈调研，并查阅业务系统、

补贴资金审核及发放材料、财务凭证等内部文件，收集补贴资金

使用情况、目标完成情况、项目管理制度与执行情况相关资料，

所有数据经核查后汇总。

3.社会调查

（1）补贴对象（或其监护人）满意度调研

为调研已享受本区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对象（或其监护人）对

本项目实施的满意度情况，评价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电子

问卷 450份，抽样比例占总量约 2%（以 2021年 12月补贴发放数

量 21,828人为基数），其中有效调研数 447份，有效率为 99.33%。

（2）新增持证人员政策知晓率调研

为考察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宣传到位情况，通过对 2022年以

来新增持证人员开展政策知晓率调查，了解其对于补贴申请条件、

补贴内容、基本申领程序和要求的知晓程度。2022年 1-8月宝山

区新增持证残疾人共 1178人，评价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向 100

名新增持证人员开展电话调查，其中有效调研数 100份，有效率

为 100%，抽样比例占总量约 8.5%。

4.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

2022年 9月中旬评价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和规范，对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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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进行甄别、分析，总结评价实施过程中发现的各项问题，

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最终提炼结论撰写报告。

（五）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根据《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

管理办法》（沪民规〔2020〕21号）中“残疾人两项补贴所需资

金列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范围，自 2022年起纳入区民政年度

部门预算”的要求，本项目预算自 2022年起纳入区民政部门预算

中。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根据《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

财绩〔2020〕6 号），对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决策、过

程、产出和效益四个维度，通过数据采集、合规性检查、社会调

查和访谈等方式，对宝山区 2021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绩效进行

客观公正的评价，本项目总得分为 89.79分，绩效评级为“良”，

最终评分结果如表 3-1所示。

表 3-1：指标评分汇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A决策 20.00 16.00 80.00%

A1 项目立项 8.00 8.00 100.00%

A11 立项依据充分性 4.00 4.00 100.00%

A12 立项程序规范性 4.00 4.00 100.00%

A2 绩效目标 8.00 4.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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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4.00 2.00 50.00%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4.00 2.00 50.00%

A3 资金投入 4.00 4.00 100.00%

A31 预算编制科学性 4.00 4.00 100.00%

B 过程 20.00 17.50 87.50%

B1 资金管理 8.00 6.50 81.25%

B11 预算执行率 2.00 2.00 100.00%

B12 资金使用合规性 3.00 3.00 100.00%

B13 资金监管有效性 3.00 1.50 50.00%

B2 组织实施 12.00 11.00 91.67%

B21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00 2.00 100.00%

B22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

效性
2.00 2.00 100.00%

B23 业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00 2.00 100.00%

B24 逐级审核制度执行有

效性
2.00 2.00 100.00%

B25 定期复核制度执行有

效性
2.00 1.00 50.00%

B26 信息公开制度执行有

效性
1.00 1.00 100.00%

B27 档案管理到位情况 1.00 1.00 100.00%

C 产出 30.00 28.00 93.33%

C1 产出数量 15.00 15.00 100.00%

C11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应补尽补率

C111 重残无业补贴应

补尽补率
3.00 3.00 100.00%

C112 低保补贴应补尽

补率
2.00 2.00 100.00%

C113 低收入补贴应补

尽补率
2.00 2.00 100.00%

C12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应补尽补率

C121 一级残疾补贴应

补尽补率
4.00 4.00 100.00%

C122 二级残疾和三级

智力、三级精神残疾补

贴应补尽补率

4.00 4.00 100.00%

C2 产出质量 7.00 7.00 100.00%

C21 足额发放率 3.00 3.00 100.00%

C22 应退尽退率 4.00 4.00 100.00%

C3 产出时效 8.00 6.00 75.00%

C31 审核及时性 4.00 4.00 100.00%

C32 发放及时性 4.00 2.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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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D效益 30.00 28.29 94.30%

D1 社会效益 13.00 12.29 94.54%

D11 新增持证人员政策知

晓率
5.00 5.00 100.00%

D12 生活及护理条件改善

情况认可度
5.00 4.29 85.80%

D13 有责投诉率 3.00 3.00 100.00%

D2 影响力 11.00 10.00 90.91%

D21 跟踪问效机制健全性 4.00 3.00 75.00%

D22 部门协作机制健全性 4.00 4.00 100.00%

D23 政策宣传情况 3.00 3.00 100.00%

D3 满意度 6.00 6.00 100.00%

D31 补贴对象满意度 6.00 6.00 100.00%

合计 100.00 89.79 89.79%

四、评价意见

（一）主要经验、做法

多部门联动开展宣传，提高补贴政策知晓率

为积极推动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精准落实，自本项目实施以

来，区残联联合区民政等部门通过主动告知的宣传方式，在目标人

群领取残疾证或家庭经济状况认定的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微信、

上门或当面告知的方式，及时将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和申请程序告

知残疾人及其家属，引导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主动申报，从而不断提

升政策宣传覆盖率和知晓率。

（二）存在的问题

1.绩效目标编制粗略，缺乏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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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看，项目单位已基本能够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填报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与工作内容较为匹配，同时能够将

绩效目标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且指标归类准确，但是完整度和量

化程度不足，如产出数量仅针对护理补贴进行指标设置，效益指标

均为定性指标，不利于发挥绩效考核作用。

2.街镇补贴资金发放时间晚于规定要求

项目单位对各街道（镇、工业区）资金发放的情况进行了监

督管理，但检查内容和关注重点主要为资金发放的准确性，对于

资金发放的及时性未作严格要求。项目单位在每个月末将次月应

发放补贴资金拨入至各街道（镇、工业区）账户后，由于各街道

（镇、工业区）财政资金支付审批流程周期长短不一，且自残疾

人两项补贴实施以来已形成惯性操作，各街道（镇、工业区）虽

然能够按照各自的补贴审核发放流程于每月固定时间内完成补贴

发放，但与市级政策规定的每月 10日前完成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

要求不符。

3.补贴对象清退和补贴停发不及时

目前，项目单位及相关单位能够依托于上海市残疾人两项补

贴发放业务管理系统实现残疾等级、无业、低保、低收入等信息

的实时比对和公安数据库定期比对，业务系统于每月 20日会自动

生成次月应发放清单，再经各街道（镇、工业区）审核、区民政



41

审定后形成最终发放清单，但是各街道（镇、工业区）针对月末

补贴对象死亡的情况可能因信息获取不及时而导致无法及时完成

补贴对象清退和补贴停发工作。

（三）改进措施

1.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

建议项目单位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落实绩效目标申

报责任，提升绩效目标的完整性，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首先，

以现行补贴政策为基础，按照补贴类型进行目标设置并细化为具体

指标。其次，根据辖区现状，结合上级政策文件、中长期规划，设

置“人群覆盖率”、“政策知晓率”等效益指标，并参照历史数据

进行量化。

2.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管力度

评价组了解到自 2022年起本项目已纳入区民政部门预算，且

资金发放已经不再采用区财政发放至街镇财政（光明集团）后由

街镇财政（光明集团）发放给补贴对象的方式，而是改由区民政

局通过上海市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直接将补贴发放至补贴对

象，有效缩短了补贴资金的审核发放时长，实现每月 10日前完成

补贴资金发放的工作目标。建议有关单位在现行发放模式的基础

上，定期开展审计、绩效评价等工作，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继续强化部门协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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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议街镇残联和街镇民政有关工作人员加强与居民社

区管理人员的信息沟通，保证资讯传递畅通，提高基本信息和基

础数据录入、修改的及时性；其次，建议补贴资金最终发放单位

在每月初补贴资金发放前，对上月确定的本月应发放清单再进行

一次复核验证，尽最大可能做到及时清退不符合补贴条件的对象

并停发相关补贴，力保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发放，财政资金使用

准确。

（四）建议

完善区级政策和长效管理机制建设

建议区残联、区民政等部门联合制定区级层面的实施办法和

长效管理制度，如：

1.定期开展核查。在依托业务系统实现数据比对和动态管理

的基础上，通过入户走访、材料审查等方式，掌握补贴对象信息

变更情况，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各镇（街道）民政、

残联和村（居）委会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年度核查工作，复核内容

包括申请人资格条件是否发生变化、补贴是否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等，复核方式包括设立举报电话和邮箱，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的

监督。

2.建立问效机制。结合入户走访工作开展满意度调查等工作，

以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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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下年预算安排的建议

经评价组了解，按照《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沪民规〔2020〕21号）要求，残疾

人两项补贴项目预算自 2022年起纳入区民政年度部门预算。由于

本项目为补贴类项目，具有补贴标准明确但补贴人次变动幅度大、

难以准确预估的特点，目前区民政局在编制年度预算时以上年预

算执行数和补贴发放人数为基数，按照约 5%的比例进行上浮后编

列。评价组对 2019-2021年持证人数、实际补贴人次和补贴发放

金额进行汇总分析后，结果如下：

（1）2019-2021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实际发放人次平均增

长率为 4.66%；

（2）由于 2021年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将三级精神残疾人

纳入补贴范围中，故按照 2019-2021 年一级残疾人、二级残疾人

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持证数量进行计算，平均增长率为

3.91%；

（3）2021年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2094.76万元、发放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4219.08万元，则两项补贴占发放总金额的 比

重分别为 33.18%、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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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综 上 ， 建 议 年 度 预 算 浮 动 比 例 为 ：

4.66%*33.18%+3.91%*66.82%=4.16%，取整为 4.2%，即按照 4.2%

的比例进行上浮后编列下一年度预算。


	摘  要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的背景和目的
	（二）项目情况说明
	全年实际发放补贴4,219.08万元，实际补贴202,317人次，包括一级护理补贴74,926人次，
	（三）项目绩效目标
	（四）项目预算安排情况
	（五）项目完成情况
	（六）项目的相关方及其与项目的关联
	（七）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二）评价依据
	（三）绩效评价体系
	（四）绩效评价实施情况
	（五）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四、评价意见
	（一）主要经验、做法
	（二）存在的问题
	（三）改进措施
	（四）建议
	（五）对下年预算安排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