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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主管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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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能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主要职能
    主要职能包括：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拟订本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
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本区促进就业创业工作，制定完善本区促进就业创业政策;负责促进就业创业政策组织实施、检查监督和政策评估工作;建立
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扩大就业渠道，促进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负责本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指导和协调工作;组织实施各类就业困难人
员的就业援助;负责本区失业动态预警监测，完善失业预警调控机制。
    (三)综合管理本区职业技能开发、培训、职业资格鉴定工作;负责制定本区促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规划、计划和配套措施，并组织
实施;依法实施本区职业培训机构办学许可和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资质审批;按分工负责管理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依法办学，监督、检查和评
估培训机构日常教学活动，指导和协调本区内学校和企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负责本区职业技能鉴定的审核、监督和协调。
    (四)统筹制定本区人オ发展规划和人オ政策，推进人才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监督本区人才中介机构、
职业介绍机构的中介行为。
    (五)综合管理人才开发和服务工作、制定人才培养和开发规划，组织各类高层次人オ评选，落实区人才激励和保障政策，承办人才引
进、夫妻分居、居转户等工作;按照有关分工,承担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有关职责。
    (六)承担本区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工作;负责本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岗位聘任、年度考核、奖惩 、专业技术咨格评定(考试)、公
开招聘、人员录用、交流、工资福利和退休等管理工作；负责本区社区工作者薪酬管理、机关事业单位非编辅助人员额度核定和薪酬水平
调整工作;负责区政府的奖励表彰工作。
    (七)负责管理劳动关系调整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劳动关系的基本规则，协调、指导、规范用人单位全面执行劳动合同制
度;负责企业经营劳务派遣许可审批；负责企业改制、转制中的劳动关系协调工作，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
    (八)贯彻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政策;负责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的审
批工作，管理指导企业实行休假制度和女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政策;负责管理注册在本区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伤认定;负责本区企业
工资宏观管理工作，贯彻执行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负责企业劳动工资统计工作。
    (九)依法负责开展本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劳动保障监察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关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制度和仲裁规则，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对各种违反劳动、人事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进行行政执法;负责有关企业欠薪保障金的受理、审查、支付和
追缴工作。
    (十)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它任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构设置

    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预算是包括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部以及下属5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事业单位7家，具体包括（列示至基层预算单位）：
1、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部
2、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执法大队 
3、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4、上海市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                                                                                               
5、上海市普陀区人才服务中心                                                                                               
6、上海市普陀区社会保障事务管理中心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
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
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
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



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2年，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预算收入总额为28919.3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预算28919.39万元，比2021年
预算收入减少2947.06万元。

    2022年，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预算支出总额为28919.3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8919.39万元，比2021年
预算执行数减少2947.06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28673.79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减少2497.06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245.6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减少450万
元。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万人就业项目下放至街镇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组织事务（款）其他组织事务支出（项）”256.89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管理活动项
目经费。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7.19万元，2021年预算安排256.89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844.79%。主要原因是：2021年因疫
情原因未开展退休人员活动。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1732.16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参公单位人员
经费及日常公用等经费。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004.31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1732.16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减少13.57%。主要
原因是：工资绩效调整。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项）”2111.68万元，主要
用于就业促进中心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及项目经费。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093.02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2111.68万元，比2021年预
算执行数增加0.89%。主要原因是：正常晋升。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项）”600万元，主要用于普陀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劳动仲裁业务经费、仲裁院特保经费和仲裁院标准化建设。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352.80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600万
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70%。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仲裁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经费。



    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项）”19139.98万
元，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和人才服务中心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人才服务专项资金、社保管理中心异地调查、工伤鉴定费用、
征地养老费用、普陀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经费、志丹路食堂运行经费、开业园区物业管理等业务经费、人事管理业务经费、志丹路4号房
屋整体加固装修及外立面修缮、宁夏路627号6幢房屋防危加固、外立面修缮及装修、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劳动监察业务经费、执法大队
场所设施设备规范化经费。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7,009.45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19139.98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2.52%。
主要原因是：类目调整，增加了人才服务中心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41.01万元，主要用于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
退休干部费用。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45.83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41.01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减少10.51%。主要原因是：人员减
少。

   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1.04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
费。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8.32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1.04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减少94.32%。主要原因是：预算系统计算有
误，2022年待调整。

    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464.58万元，主要用于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430.68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464.58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7.87%。
主要原因是：缴费基数增长。

    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32.29万元，主要用于机关
事业单位职工职业年金缴费。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14.98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232.29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8.05%。主要
原因是：基数增长。

   1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就业补助（款）社会保险补贴（项）”1237.99万元，主要用于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和特定群体就业、
培训补贴专项经费。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3,347.37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1237.99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减少26.6%。主要原因
是：万人就业项目下放至街镇预算。



    1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就业补助（款）就业见习补贴（项）”300.33万元，主要用于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特定群体就业、
培训补贴。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0万元，2021年预算安排300.33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00%。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分类变更
。

    1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就业补助（款）促进创业补贴（项）”1243.3万元，主要用于创业带动就业补贴。2021年当年预算
执行数为0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1243.3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00%。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分类变更。

    1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就业补助（款）其他就业补助支出（项）”1万元，主要用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2021年当年预算执

行数为363.52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1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减少99.72%。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分类变更。

    1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438.15万元，主要用于就业创业
主题活动、促进就业工作专项和新疆支青稳定专项经费。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80.83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438.15万元，比2021年预
算执行数增加442.06%。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分类变更增加就业创业主题活动、促进就业工作专项。

    1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79.18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医疗保险支出。
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79.04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79.18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0.17%，主要原因是：缴费基数增长。 

    16.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25.71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支出。
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01.82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192.48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1.84%。主要原因是：缴费基数增长。

    17.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80.61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缴纳住房公积金。2021年当
年预算执行数为273.92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280.61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44%。主要原因是：缴费基数增长。



    18.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287.88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购房补贴。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
为262.92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287.88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增加9.49%。主要原因是：职工购房补贴调整。

   19. “国有资金经营预算支出（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款）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项）”245.6万
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档案保管经费。2021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410.44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245.6万元，比2021年预算执行数
减少40.16%。主要原因是：减少档案整理经费。



2022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89,193,91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68,86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86,737,919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5,435,282

2. 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3,048,827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456,0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5,684,950

二、事业收入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456,0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289,193,919 支出总计 289,193,919



2022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68,860 2,568,860

201 32 组织事务 2,568,860 2,568,860

201 32 99 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2,568,860 2,568,86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5,435,282 275,435,282

208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235,838,234 235,838,234

208 01 01 行政运行 17,321,603 17,321,603

208 01 11 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21,116,832 21,116,832

208 01 12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6,000,000 6,000,000

208 01 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支出

191,399,799 191,399,799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389,308 7,389,30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10,160 410,1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400 10,4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

4,645,832 4,645,832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322,916 2,322,916



208 07 就业补助 27,826,240 27,826,240

208 07 04 社会保险补贴 12,379,920 12,379,920

208 07 11 就业见习补贴 3,003,280 3,003,280

208 07 13 促进创业补贴 12,433,040 12,433,040

208 07 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0,000 10,000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81,500 4,381,50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81,500 4,381,5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048,827 3,048,827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048,827 3,048,82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791,776 791,77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257,051 2,257,05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684,950 5,684,95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5,684,950 5,684,95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06,150 2,806,15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878,800 2,878,800

2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456,000 2,456,000

223 01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2,456,000 2,456,000

223 01 05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支出

2,456,000 2,456,000

合计 289,193,919 289,193,919



2022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68,860 2,568,860

201 32 组织事务 2,568,860 2,568,860

201 32 99 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2,568,860 2,568,86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5,435,282 55,839,707 219,595,575

208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235,838,234 48,450,399 187,387,835

208 01 01 行政运行 17,321,603 17,321,603

208 01 11 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21,116,832 20,918,832 198,000

208 01 12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6,000,000 6,000,000

208 01 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191,399,799 10,209,964 181,189,835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389,308 7,389,30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10,160 410,1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400 10,4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645,832 4,645,832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322,916 2,322,916

208 07 就业补助 27,826,240 27,826,240



208 07 04 社会保险补贴 12,379,920 12,379,920

208 07 11 就业见习补贴 3,003,280 3,003,280

208 07 13 促进创业补贴 12,433,040 12,433,040

208 07 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0,000 10,000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81,500 4,381,50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81,500 4,381,5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048,827 3,048,827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048,827 3,048,82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791,776 791,77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257,051 2,257,05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684,950 5,684,95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5,684,950 5,684,95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06,150 2,806,15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878,800 2,878,800

2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456,000 2,456,000

223 01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2,456,000 2,456,000

223 01 05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2,456,000 2,456,000

合计 289,193,919 64,573,484 224,620,435



2022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86,737,91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68,860 2,568,860

二、 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5,435,282 275,435,282

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456,000 三、卫生健康支出 3,048,827 3,048,827

四、住房保障支出 5,684,950 5,684,950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456,000 2,456,000

收入总计 289,193,919 支出总计 289,193,919 286,737,919 2,456,000



2022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68,860 2,568,860

201 32 组织事务 2,568,860 2,568,860

201 32 99 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2,568,860 2,568,86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5,435,282 55,839,707 219,595,575

208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235,838,234 48,450,399 187,387,835

208 01 01 行政运行 17,321,603 17,321,603

208 01 11 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21,116,832 20,918,832 198,000

208 01 12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6,000,000 6,000,000

208 01 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191,399,799 10,209,964 181,189,835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389,308 7,389,30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10,160 410,1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400 10,4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645,832 4,645,832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322,916 2,322,916

208 07 就业补助 27,826,240 27,826,24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07 04 社会保险补贴 12,379,920 12,379,920

208 07 11 就业见习补贴 3,003,280 3,003,280

208 07 13 促进创业补贴 12,433,040 12,433,040

208 07 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0,000 10,000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81,500 4,381,50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81,500 4,381,5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048,827 3,048,827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048,827 3,048,82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791,776 791,77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257,051 2,257,05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684,950 5,684,95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5,684,950 5,684,95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06,150 2,806,15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878,800 2,878,800

合计 286,737,919 64,573,484 222,164,435



2022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注：本部门2022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故本表为空表。



2022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456,000 2,456,000

223 01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2,456,000 2,456,000

223 01 05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2,456,000 2,456,000

合计 2,456,000 2,456,000



2022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4,154,086 54,154,086

301 01 基本工资 6,994,396 6,994,396

301 02 津贴补贴 15,519,895 15,519,895

301 03 奖金 228,546 228,546

301 07 绩效工资 17,235,377 17,235,377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645,832 4,645,832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2,322,916 2,322,916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048,827 3,048,827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844,947 844,947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806,150 2,806,150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7,200 507,2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091,964 9,091,964

302 01 办公费 1,855,200 1,855,200

302 02 印刷费 60,000 60,000



302 03 咨询费 30,000 30,000

302 04 手续费 14,500 14,500

302 05 水费 108,371 108,371

302 06 电费 489,000 489,000

302 07 邮电费 300,000 30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2,313,484 2,313,484

302 11 差旅费 175,000 175,000

302 13 维修（护）费 520,000 520,000

302 15 会议费 10,000 10,000

302 16 培训费 145,000 145,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25,000 25,000

302 26 劳务费 220,000 22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222,000 222,000

302 28 工会经费 646,824 646,824

302 29 福利费 799,200 799,2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9,400 119,4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85,760 585,76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53,225 453,225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28,280 628,280

303 01 离休费 208,640 208,640

303 02 退休费 384,720 384,720

303 09 奖励金 15,120 15,120



303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9,800 19,800

310 资本性支出 699,154 699,154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699,154 699,154

合计 64,573,484 54,782,366 9,791,118



2022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万元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2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4.44 2.50 11.94 11.94 442.84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4.44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0.54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21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此项预算已由区里统筹安排。
     （二）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11.9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2020年预算持平；公务车用车运行费11.94万元，比2021年
预算增加0.54万元，主要原因是车辆使用年限长，维修经费增加。
     （三）公务接待费2.5万元。与2021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2年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1家机关和2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442.84万元。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2414.3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5.2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2068.09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300.98万元。
      2022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346.24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0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4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2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
22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22462.04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本部门流动资产1851.38万元。固定资产7548.65万元，其中：房屋13877.79平方米；车辆4辆（一般公务用
车1辆，执法执勤用车2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1辆，投资0项0万元。在建工程2项955.43万元。无形资产54项计算机软件
176.3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共有车辆4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
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2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1辆、其他用车1辆；单价100万
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2022年（预算年度）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
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
备（不含车辆）0台（套）。





征地养老费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征地养老人员每月的生活费、丧葬费及一次性救济费、日常的医药费报销费用、年初的节日补助及年末用于支付居民医保的费用。
二、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普陀区征地养老人员统筹管理办法》的通知（普人社规范【2017】2号）
三、实施主体
保障已锁定的征地养老人员的社会保障，建立规范的征地养老管理体系。
四、实施方案
已纳入区级统筹的征地养老管理单位有：长征镇、桃浦镇、中环集团、百众商业、天马袜厂、塑料制品及电气集团。其中：两镇的费用由
财政预算支出，企业的费用由企业负担。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2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5468.1215万元。
七、绩效目标
（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2年0月-2022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策名称
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资金用途
政策补贴类

政策日期
2022-01至2022-12

政策概况
为进一步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市、区两级分别出台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政策，对于创业者及初创组织在
社保、房租、创业贷款、吸纳就业等相关方面给予补贴帮扶，并对创业孵化基地、院校创业指导站及
创业大赛获奖的给予扶持奖励，营造区域良好创业环境。

立项依据
《关于落实本市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规〔2018〕37号)（2018
年12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陀区就业创业工作的办法（2019-2022年）》
（普人社规范〔2019〕3号）（2019年-2022年）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贯彻落实“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营造区域良好创业氛围。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措施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补贴项目一方面针对性地帮扶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以创业带动就业，解决更
多人的就业问题。通过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使得普陀区创业氛围日趋活跃，创业环境不断优化。通过
创业带动就业补贴项目一方面针对性地帮扶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以创业带动就业，解决更多人

政策实施计划
根据创业者及创业组织申请情况按照政策要求进行补贴。

政策目标

总目标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补贴项目一方面针对性地帮扶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以创
业带动就业
，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通过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使得普陀区创业氛围日趋活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补贴项目一方面针
对性地帮扶小微企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计划完成率

>=90%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情况 准确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支出方向符合度 符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帮扶创业组织政策
知晓度

>=80%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企业）
满意度

>=85%

服务对象（个人）
满意度

>=85%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宁夏路627号6幢房屋防危加固、外

立面修缮及装修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873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873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73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73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2 年- 2022年）

年度总目标

通过装修工程项目的实施，加固宁夏路627号
6幢楼房，杜绝安全隐患，并打造起一处便民
利民、高效便捷的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和标准
化政务服务中心，为全区就业创业服务对象
提供高效便捷就业促进服务，充分优化区域
营商环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情况 >=95

质量指标 工程完成情况 按计划完成

时效指标 工程完成时间 按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建设 良好

生态效益指标 优化营商环境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办事人员满意度 >=85%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2年1月-2022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策名称
特定群体就业、培训补贴

资金用途
政策补贴类

政策日期
2022-01至2022-12

政策概况
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长期失业青年等特殊群体的就业及青年见习工作 ，
鼓励该群体实现市场化就业或灵活就业 ，鼓励企业吸纳该群体就业 。

立项依据
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长期失业青年等特殊群体的就业及青年见习工作 ，
鼓励该群体实现市场化就业或灵活就业 ，鼓励企业吸纳该群体就业 。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及本市促进特殊群体就业政策 ，配套制定本区促进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

、措施
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落实国家、本市一系列稳就业政策 ，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促进本区就业工作，营造区域良好就业环境 。

政策实施计划 根据政策规定按月发放 。

政策目标

总目标 落实国家、本市一系列稳就业政策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促进高校毕业生、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
进法》，落实国家、本市一系列稳
就业政策，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促进本区就业工作，
营造区域良好就业环境 。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计划完成率 >=90%
质量指标 指标发放准确情况 =10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支出方向符合度 符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数
量

=0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企业）满意度 >=85%
服务对象（个人）满意度 >=85%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志丹路4号房屋整体加固装修及外立

面修缮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311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311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311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11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2 年- 2022年）
年度总目标

完成志丹路4号房屋整体加固装修及外立面修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情况 >=95%

质量指标 工程完成情况 按计划完成

时效指标 工程完成时间 按时完成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志丹路4号行政事务管理中心建

设
良好

生态效益指标
优化劳动监察、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社会保障管理服务
良好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设完善窗口接待一门式受理，

快速调处化解劳动关系矛盾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办事人员 >=85%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2年01月-2022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策名称
征地养老费用

资金用途
社会保障事业专项资金

政策日期
2022-01至2022-12

政策概况
征地养老费用项目包括：征地养老人员每月的生活费、丧葬费及一次性救济费、日常的医药费报销
费用、年初的节日补助及年末用于支付居民医保的费用。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普陀区征地养老人员统筹管理办法》的通知（普人社规范【2017】2号）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为更好地推进我区征地养老工作，加强征地养老人员的社会保障，锁定征地养老人群，控制待遇差
距，提高管理层级，建立规范的征地养老管理体系，努力做到提升管理、规范经办、化解矛盾、方
便群众。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

措施
关于印发《普陀区征地养老人员统筹管理办法》的通知（普人社规范【2017】2号）

政策实施计划
已纳入区级统筹的征地养老管理单位有：长征镇、桃浦镇、中环集团、百众商业、天马袜厂、塑料
制品及电气集团。其中：两镇的费用由财政预算支出，企业的费用由企业负担。

政策目标

总目标
保障已锁定的征地养老人员的社会保障，建立规范的征地养老管理体系。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对本区统筹的征地养老人员情况
做到“人数清，情况明”。

保障已锁定的征地养老人员的社会保障，
建立规范的征地养老管理体系。对本区统
筹的征地养老人员情况做到“人数清，情
况明”。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生活费

122,866,545.00
丧葬费及一次性救济费

2,874,400.00
医药费报销

24,000,000.00
居民医保

2,082,670.00
一次性节日补助 2,857,600.00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90%
发放准确率 =100%

质量指标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良好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财务及管理制度健全性 良好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政策知晓率 >95%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信息共享情况 良好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