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科技报社

项目名称：
“上海科协”官方微信、微

博策划与运维及视频拍摄制
作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1、对“上海科协”官方微信、微网站、微博的栏目、内容、活动进行策划及内容运维，包
括采访、编辑、排版、推送等，全年推送条数不少于1400条。2、开设新栏目5个，举
办线下活动25场。3、对后台粉丝的提问、交流做出及时响应。4、收集粉丝的有效意见
和建议，并进行分析，完善策划内容。5、开发并完善“上海科协”微信及微网站的服务功
能。6、加强对外合作，与知名新媒体、自媒体合作策划开展线上或线下活动。5、配合市
科协完成重要活动、会议的线上、线下视频、照片拍摄，并做好后期视频制作及线上信息发
布。

立项依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明确提出到2020年“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的奋斗目标，标志着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社会工程
，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创新
型国家建设的标志性工作之一。《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科协
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进一步丰富科普内容，创新传播方式，联合集成、协同推进，共同推
动科普信息化建设机制创新，确保科普信息化建设落到实处。根据腾讯网年初发布的《20
15年度全国政务新媒体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政务微博账号已近28万，政务微信公号已
逾10万。各级政府部门“两微一端”的基本体系已经建成，且拥有为数甚众的订阅者。在
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市科协希望通过新媒体平台的建设更好的服务科技工作者以及传播科学
知识。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上海科技报社作为科技类专业媒体，对于科技内容的收集、整理及编辑方面有较强优势，作
为市科协直属事业单位，对于市科协的工作、活动等情况的了解更为全面具体，且在201
3年—2019年皆承担了“上海科协”微信、微博运维的具体实施工作，有了一定的经验
积累。目前，利用新媒体平台，来满足公众科普需求，增强市科协影响力成为一条不可或缺
的传播渠道。但是随着微信、微博的传播形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宣传渠道，全国的政务类“
两微一端”传播效果进入瓶颈期，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科技报社利用以往策划、举办相关
活动的经验，对2020年“上海科协”微信、微博的内容及活动进行策划，以期达到理想
的项目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报社例会制度、三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1、微信、微博全年推送内容不少于1400条，粉丝数达54000人左右；2、新开栏
目5个；3、策划并举办线下活动不少于25场；4、活动拍摄场次不少于20场，视频后
期制作不少于20部。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不断加强微团队采编队伍的建设，增强微信微博发布内容的原创性、丰富性、科学性。
打造一批有亮点、有热点、有高度、亲民性的新栏目，经营成科协官方微信的品牌栏目。并
在栏目内容建设的基础上开展丰富的线下活动，巩固粉丝持续关注度。通过一系列线上及线
下活动的策划与执行巩固粉丝的持续关注度。从而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增强市科协的影响
力。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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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每日发布3--5条内容 =100%

质量 新开辟栏目质量阅读转发500次以上 500次

时效 及时发布信息，及时推出新栏目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提高科学传播效应，阅读量和转发率提高10

%
=1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健全后续管理制度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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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科技报社

项目名称： 科普资源平台建设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1、“科普中国”内容推送至党建服务中心。2、建设科普资科源库、科普团队库、专家库
，初步形成科普资源中央厨房，打造上海智慧科普的重要基础性平台。3、针对党建服务中
心所在社区及范围内的科研院所、高校或其他科研机构，宣传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们的科研
态度、科学精神。针对党建服务中心所在社区或街道的人群特点，对科普日期间的活动进行
全面和重点的宣传介绍。4、促进本市科学技术普及事业的健康发展，表彰和奖励在科学技
术普及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开展第十三届“上海市大众科学奖”评选活动。

立项依据：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国办发〔2016〕1
0号、《关于开展科普中国●百城千校万村行动的意见》科协发普字〔2017〕23号、
《关于加强“科普中国”落地应用的通知》沪科协〔2017〕33号、《关于加强党建引
领基层科协建设的意见》沪委组〔2019〕发字126号等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上海科普工作以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提升科普能力为宗旨，围绕关注目标人群、创新科普活
动、推进资源共享、促进人才集聚、繁荣科普市场等重点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产生了
广泛社会影响，科普已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
作办公室组织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上海市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比例为21.88%，居全国第一。上海目前正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
心”，对上海市民的科学素质和上海科普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促进上海公民科学素质工
作再上新台阶，到2020年实现公民科学素质比例达到25%的目标，特制定实施本项目
。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党建服务中心分布报告》、《党建服务中心相关信息发布平台分析报告》、《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项目实施方案》、报社例会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1、100个党建服务中心接入“智慧科普”内容；2、建设科普评价跟踪体系，通过平台
化运营，实现科普资源、活动、人员的高效对接；3、完成科技人物科学精神宣传短片5则
以及与党建中心所在社区相关、或有相关需求的科普教育短片5则；4、评选出6位获奖人
，为其颁奖，发放证书，并在全市大力宣传。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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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发布信息1400条 =100%

质量 科普内容符合大众需求 反馈良好

时效 紧跟年内热点；紧扣今年活动及大赛主题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提高科学传播效应 良好

影响力目标 其它 满意度目标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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