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主管部门

评价时间

组织方式 :

评价机构 :

□实施过程评价

案件审判项 目

■完成结果评价

电昌县人民法院

电昌县人民法院

⒛17年 1月 1日 至 2017年 12月 31日

□财政部门  □主管部门  ■项目单位

□中介机构  □专家组  ■项目单位评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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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 电 昌县人 民法院 主管部 门 电昌县人民法院

项 目负责人 张熙俊 联系电话 67831032

地 址 电昌县政法广场 由阝乡帛 571600

项 目类型 经常性项 目 (√ ) 一次性项 目 ( )

计划投资额

(万元 )

145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

145
实际使用情况

(万元 )

l45

其中:中 央财政 其中:中 央财政

省财政 145 省财政 145

市县财政 市县财政

二、缋效评价指标评分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 分

项 目决策 20

项目目标 4 目标内容 4 4

决策过程 8
决策依据 3 3

决策程序 5 5

资金分配 8
分配办法

’

臼 2

分配结果 6 6

项 目管理 25

资金到位 5

到位率 3 3

到位时效
,
臼 2

资金管理 10
资金使用 7 7

财务管理 3 3

组织实施 10
组织机构 1 l

管理制度 9 9

项 目绩效 55
项 目产出 15

产出数量 5 2.5

产出质量 衽
’

臼

产出时效 3 3

产出成本 3 2.5

项目效益 40 经济效益 8 7



社会效益 8 7

环境效益 8 7

可持续影响 8 7

服务对象满意度 8 8

总分 100 100 100 91

评价等次 优 秀

三、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项目评分 签 宅

苏志辉 院长 电昌县人民法院 88 绑 J

邱英富 副院长 电昌县人民法院 90 觞
张熙俊 办公室主任 电昌县人民法院 95 征幽
冯厚贵 监察科长 电昌县人民法院 91 翩 /

评价工作组组长 (签字)

并盖章) 馅 丝後
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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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17年电昌县人民法院

案件审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电昌县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
电昌法院

”)根据海南省财政厅下发的 《海南

省财政厅关于开展⒛17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 (琼财绩 (⒛ 17)娟0号 )

文件精神,选定
“
案件审判

”
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出具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 )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电昌法院根据宪法和法律,依法审判本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环境等

第一审案件;依法审理管辖争议案件;受理不服本院生效裁判的各类案件的申诉

和再审申请,对其中符合再审条件的提起再审;依法审判上级人民法院交办或指

定的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承办应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案件的报请。

(二 )项 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被评价项目是⒛17年电昌法院案件审判项目,属 于经常性项目,是用于保

障电昌法院案件审判事业顺利进行的各项资金支出活动。为保证案件审判工作的

正常开展,参考上年度案仵审判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资金分配。项目主要内

容包括:办公 (含移动办公)、 印刷、邮电、差旅、租赁、会议、培训、劳务、

公车维护、聘用职工等,范 围涉及案件审判相关工作。

(三 )项 目绩效目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绩效目标 缋效目标完成情况

产出指标

办理案件数 1,600件
⒛17年 实际办理结案 2382件 ,超

额完成 zB2件 。

培训人次 5gO人次

⒛17年电昌法院组织完成绩效目

标。

成效指标

案件调解率
由于案件调解率的提升,即 节约了成本,又达

到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案件调解率达到 15%。

已结案 23羽 件中调解案件 3g2件 ,

案件调解率为 16,犸 %。

当事人

满意度

案件审判需要社会的认知,当 事人对办理案件

的满意程度要求到达 75%。

满意度调查问卷显示当事人满意度

为 100%。 完成绩效目标。

结案率 预算年度的结案率达到 gO%。
⒛17年案件总数⒛31件 (含 旧有

狃 件),结案 2382件 ,结 案率



97,98%,完 成了绩效目标。

均衡结案

预算年度均衡结案,使得每个季度的案件审结

情况大致相当,第一至第三季度达到zO%,第 四

季度结案率递增为如%。

四个季度结案率分别为 59,52%、

77.19%、 8.78%和 97.98%,完 成 了

项目绩效目标。

人均培训

成本节约率
5%

未完成培训人次指标,导致该指标

无法计算,未完成绩效目标。

审限结案

时间

预算年度案件审结在规定范围内,如果提前审

结 10%的 审限时间为优,提前 5%为 良,超过为

差。

所有已审案件均在规定审限时间内

完成,完成缋效目标。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 )项 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⒛17年电昌法院案件审判项目预算 145万元纳入部门预算,于 ⒛17年 3月

份由海南省财政厅全部下达,用 于与案件审判相关的经费支出。被评价项目资金

为财政全额拨款,已全部到位,资金到位率 10O0/0。

(二 )项 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⒛17年 电昌法院案件审判项目共计支出145万元,主要用于与案件审判项

目相关支出,资金支付率 10觇。

评价小组对电昌法院提供的被评价项目相关的预决算资料、资金支出倩况牡

查、⒛17年案件处理情况登记表进行核查,同 时实地对存档案卷进行现场牡查 ,

资金整体使用状况良好,与上一预算年度同期比较,在案件量不浙增长,人员不

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预算资金的保障作用,极大提高案件审判工作的效率。

(三 )项 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电昌法院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参照执行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海南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D(琼

财防 (⒛15)1728号 )。 会计核算由电昌县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负责。为了保

证本院经济活动合法合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电 昌法院已制订《内部控制爿度D。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 )项 目组织情况

被评价项目非工程项目,无招投标及现场验收等情况。

(二 )项 目管理情况



本项目的支出原则是与案件审判有关的支出列入此项目,财 务管理主要依据

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 《海南省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琼财防 (⒛ 15)1728号 )。 会计核算执

行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及相关管理规定。指定专门财务人员负责日常检查监督

管理工作,对资金使用进行过程控制,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及时解决。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 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 目的经济性分析

(1)项 目成本控制情况     '

被评价项目批复预算 145万元,案件审判项目在预算年度实施过程基本按照

批复预算执行,在预算年度及时完成预算支出l45万 元,支 出率 10O0/0,项 目成

本控制较好,达成绩效目标。

(2)项 目成本节约情况

⒛17年 ,在人员不变的情况下,电 昌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⒛31件 (含旧存

狃 件),结案2382件 ,结案率 97。 ⒅%,收结案再创新高。

电昌法院本着高效节约的原则,控制项目实施过程,按照财务制度相关要求,

对每一项支出严格把关,有效节约了项目成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2.项 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 目的实施进度

被评价项目按照预算批复指标实施完成,支 出进度与预算年度一致,完成了

案件审判项目相关工作要求,保证了案件审判工作顺利完成。

(2)项 目的完成质量

⒛17年 已完成案件群众满意度达到10O0/0,项 目完成质量较高。

3,项 目的效益性分析

(l)项 目预算目标完成程度

被评价项目预算年度内案件审判完成率97,98%,已 审案件均按时或提前结



案,各项预算目标基本完成,项 目预算目标完成度较高。

(2)项 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被评价项目的正常运行,满足了经济新常态下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保障了

当地的经济秩序,维护了当地社会治安的稳定,为 电昌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司法保障。

4,项 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被评价项目的顺利实施完成,表 明电昌法院具有较好的项目实施基础,具有

稳定的人员队伍,随着案件审判业务的开展及司法体制改革带来各项财政政策的

完善,此预算项目将更加有效促进各项案件审判业务的持续发展。

(二 )项 目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电昌法院案件审判项目未完成绩效目标为
“
培训人次

”
达sg0人次、人均培

训成本节约sO/0,因 案件收案时间、开庭时间安排、经费不足等因素导致人员时间

不确定,难 以安排集中培训,导致该绩效指标难以完成。

五、综合评价及评价结论

(一 )综合评价

案件审判业务是电昌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各项工作开展的基

础,而案件审判项目资金为其提供了的资金支持,为保障案件审判业务开展奠定

基础。达到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海南国际旅游岛司法形象的目的。

(二 )评价结论

案件审判项目财政资金支出综合得分为 91分 ,绩效级别评定为
“
优秀

”。

l,“ 项目决策
”
评价指标满分为⒛ 分,评价得分为⒛ 分。项目决策目标明

确、依据充分、手续完整、资金分配合理。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绩效等级 绩效等级标准

项目决策 20 20 优秀
优秀 (18-2ω 、良好 (16△ 7)

一般 (14-15)、 较差 (13分 以下)

项 目管理 25 25 优秀
优秀 (2225)、 良好 (⒛刁 1)

一般 (17△ 9)、 较差 (16分 以下 )

项目绩效 55 46 良好
优 秀

(49-55)、
良 好

(44叫
8)

一般 (38-43)、 较差 (37以 下 )

综合绩效 L00 91 优秀
优 秀 (90△ 00)、 良好 (8ll Sg)

一 般

(60-79)、
较 差

(059)



2,“ 项目管理”
评价指标满分为 25分 ,评价得分为 25分 。项目资金及时到

位、制度健全、分工明确。

3.“ 项目绩效
”
评价指标满分为 55分 ,评价得分为娟 分。该指标的扣分原

因主要是:产出指标有未完成情况、项目效果未设置绩效目标等因素。

六、主要经验做法及问题建议

(一 )主要经验

1.项 目决策目标明确、依据充分,基本满足了电昌法院案件审判工作实际需

要,项 目资金的及时到位确保了案件审判工作的顺利实施。

2.较好地完成了年度预算计划,保障了电昌法院全年案件审判工作的完成 ,

在电昌县产生了较好的司法效果,化解了社会矛盾,保障了社会秩序,体现了司

法的公平性,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二 )问题

1.人员培训次数、降低人均培训成本两项指标未能完成申报的绩效目标。

2.项 目未设置项目效益绩效目标。

(三 )建议

1.建议适当调整下年该项目预算中培训人次和人均培训成本两项指标的申

报目标,以使其更符合项目实际情况。

2.建议根据项目情况设置项目效益绩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