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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曾都区人社信息网络和档案管理中心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维护人社系统两大软件运行安全

（二）加快人社系统信息化建设

（三）负责曾都区社会保障卡制发与拓展应用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区人社信息中心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单位，

是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信息中心共有 4人，

核定编制 3人，含实有正式在编人员 3人，政府购买服务人

员 1人。

第二部分 曾都区人社信息网络和档案管理中心 2023年部

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3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收入总计 96.7万元（上年收入总计 93.81万元，同比增

加 2.89万元，同比增加 3.08%，原因为项目减少）。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 86.7万元，为区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支出预算情况

支出总计 96.7万元（上年支出总计 93.81万元，同比增

加 2.89万元，同比增加 3.08%）。包括：

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主要用于：

1.一般公共服务（类）0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包

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62.05万元：主要用于区本级按

国家规定发放的离退休人员工资津补贴及离退休人员管理

方面的支出。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1.87万元：主要用于

政府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方面的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类）2.79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

策规定向职工发放的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等住

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按照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主要用于：

1.工资福利支出 48.68 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绩效工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和其他工资

福利支出等。（基本工资 13.68 万、津贴补贴 2.2 万、奖金

11.64 万、绩效工资 6.19 万、养老保险缴费 4.25 万、医疗

保险缴费 1.87 万、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05 万、住房公积金

2.79 万、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6.00 万）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日常

公用经费、邮电费、维修（护）费、专用材料费、工会经费、

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费 1.00 万、邮电费

0.10 万、维修（护）费 0.10 万、专用材料费 0.09 万、工会

经费 0.40 万、福利费 0.52 万、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82

万）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0 万元：主要用于离休费、

退休费和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离退休经费 0 万

元、住房公积金 0 万元等）

4.其他支出 0 元。（主要是 0 ，其中： 设备购置费 0

万元等）

预算支出比去年增加的原因：预算支出比上年增加 2.8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 42.11 万元，项目支出增加 45.00

万元。基本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21-2023 年度单位单

列核定绩效暂未拨付；项目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增加解

决社保卡制卡经费项目，上年结转 20 万元，其他收入 10 万

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70 万元，比去年预算

45.22 万元增加 21.4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1.70 万元，

比去年预算 45.22 万元增加 6.48 万元，项目支出 45.00 万

元，比去年预算 0 万元增加 45.00 万元。原因：2021-2023

年度单位单列核定绩效暂未拨付，增加解决社保卡制卡经费

项目。基本支出比去年增加 6.48 万元，项目支出比去年增

加 45 万元。原因：2021-2023 年度单位单列核定绩效暂未拨

付，增加解决社保卡制卡经费项目。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无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

无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样式：本部门 2023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02 万元，

比去年预算数增加 2.42 万元，增长 400%。主要原因是：2023

年财政定额预算增加。

（七）政府采购情况

无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无

二、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 年曾都区人社信息网络和档案管理中心“三公”经

费年初预算安排 0万元，比上年增加 0万元，同比 0增加 0%，

主要原因是：无。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比上年增 0万元，同比增加

0%，主要原因是：无

公务接待费 0 万元，比上年增 0 万元，同比增加 0%，

主要原因是：无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万元，比上年增 0万元，同比增

加 0%，主要原因是：无

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比上年增 0万元，同比增加 0%，

主要原因是：无

第三部分 曾都区人社信息网络和档案管理中心

2023年部门预算表









第四部分 预算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编制情况

1、本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是：长期目标为：每年完成上

级下发目标任务——新增三代卡换发量占曾都区常住人口

10%。年度目标为：全面开启第三代社保卡发行服务，通过

新人群发卡或社保卡到期、丢失等自然补换措施，采取线上

申办补换、线下即时制卡等服务模式，实现本地区一、二代

社保卡向第三代社保卡的平稳切换、自然过渡。

2、长期目标 1：全面开启第三代社保卡发行服务，通过

新人群发卡或社保卡到期、丢失等自然补换措施，采取线上

申办补换、线下即时制卡等服务模式，实现本地区一、二代

社保卡向第三代社保卡的平稳切换、自然过渡。每年完成上

级下发目标任务：新增三代卡换发量占曾都区常住人口

10%。，具体指标设置为：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社保卡补卡换卡数量+三代卡补

卡换卡年增 7万张。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发年度考核目

标。

质量指标：加强社保卡的发放覆盖+全区 99.5%人员社保

卡发放完毕。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发年度考核目标。

时效指标：年底以前达到预期目标+年底以前达到预期

目标。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发年度考核目标。

成本指标：支出不超预算安排≤1000000元。指标设立依



据是：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经济指标：优化资源配置+各项支出不超出

预算安排。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社会指标：社保卡的大量发放，提升了社会影响力+有

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生态指标：不破坏自然环境+不引起任何生态问题。指

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可持续性指标：认真做好社保卡发放工作+100%完成。

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满意度指标：社会公共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社保卡

制发+群众满意度达到 100％。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3、年度目标 1：2023 年，将全面开启第三代社保卡发

行服务，通过新人群发卡或社保卡到期、丢失等自然补换措

施，采取线上申办补换、线下即时制卡等服务模式，实现本

地区一、二代社保卡向第三代社保卡的平稳切换、自然过渡。，

具体指标设置为：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社保卡补卡换卡数量+2021年：

补卡换卡全覆盖、2022年：补卡换卡全覆盖、预期当年实现

值：三代卡补卡换卡年增 7万张。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

发年度考核目标。

质量指标：加强社保卡的发放覆盖+2021年：全区 99%

人员社保卡发放完毕、2022年：全区 99.2%人员社保卡发放



完毕、预期当年实现值：全区 99.5%人员社保卡发放完毕。

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发年度考核目标。

时效指标：年底以前达到预期目标+2021年：年底以前

达到预期目标、2022年：年底以前达到预期目标、预期当年

实现值：年底以前达到预期目标。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

发年度考核目标。

成本指标：支出不超预算安排+2021年：≤1000000元、

2022年：≤1000000元、预期当年实现值：≤1000000元。

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经济指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2021年：各项支出不超出预算安排、2022年：各项

支出不超出预算安排、预期当年实现值：各项支出不超出预

算安排。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社会指标：社保卡的大量发放，提升了社会影响力+2021

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2022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预期当年实现值：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指标设立依据是：

计划标准。

生态指标：不破坏自然环境+2021年：不引起任何生态

问题、2022年：不引起任何生态问题、预期当年实现值：不

引起任何生态问题。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可持续性指标：认真做好社保卡发放工作+2021 年：

100%完成、2022年：100%完成、预期当年实现值：100%完



成。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满意度指标：社会公共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社保卡

制发+2021年：群众满意度达到 100％、2022年：群众满意

度达到 100％、预期当年实现值：群众满意度达到 100％。

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二、重点项目绩效目标编制情况

对项目支出表中每个项目主要内容、项目总体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指标设置情况及相关依据进行说明。

样式：

1、“用于解决社保卡制卡经费项目”主要内容是：第

三代社保卡延续了第二代社保卡的全部功能（身份凭证功能、

信息记录功能、自助查询功能、缴费和领取待遇功能、就医

结算功能、金融支付功能），此外，还有三大特点：支持国

密算法并加载了数字证书，社会保障卡的社保、金融“两大

功能”更加安全可靠；新增了“非接触式”用卡功能，不用

插卡、直接读卡，查询信息、小额支付可实现“一晃而过”

刷卡；芯片容量更大，可承载更多应用。三代社保卡后续还

将支持惠民惠农补贴发放、交通出行、文化旅游等 60 余项

公共服务应用功能，真正实现一卡多用、全国通用。

卡系统软件包括密钥管理系统、发卡管理系统、卡管理

维护系统、交易管理接口、卡内查询系统、帐务管理、数据

网络传输、清算管理、HIS(医疗信息管理系统)、异常交易



处理功能等等。社保卡的硬件体系结构主要包括：服务器、

工作终端、初始化设备、读卡设备、加密机等。该卡要求采

用密码算法，采用芯片技术合作，有很严格的密钥管理体系

和审批程序，造假可能性极低。

2023 年预算安排 96.70 万元，其中：66.70 万元资金来

源为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资金，1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其他收入资

金，20 万元资金来源为上年结转结余资金。

2、项目绩效总目标是：计划于 2023 年换发新版三代社

会保障卡，全年社会保障卡制发卡量 12 万张，项目预算经

费申报为 1000,000.00 元。2023 年度，社会保障卡制作经费

项目财政支出决算金额为 200,000.00 元。主要实施内容为

社会保障卡的申领、个人化制作、发放等费用，包括制卡材

料及制卡设备维护费用，制卡人工费用，制卡后勤保障费用，

信息采集费。项目预算资金由区财政全额拨款。

3、项目绩效指标设置情况：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社保卡补卡换卡数量+三代卡补

卡换卡年增 7 万张。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发年度考核目

标。

质量指标：加强社保卡的发放覆盖+全区 99.5%人员社保

卡发放完毕。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发年度考核目标。

时效指标：年底以前达到预期目标+年底以前达到预期

目标。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发年度考核目标。



成本指标：支出不超预算安排≤1000000 元。指标设立

依据是：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经济指标：优化资源配置+各项支出不超出

预算安排。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社会指标：社保卡的大量发放，提升了社会影响力+有

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生态指标：不破坏自然环境+不引起任何生态问题。指

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可持续性指标：认真做好社保卡发放工作+100%完成。

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满意度指标：社会公共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社保卡

制发+群众满意度达到 100％。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3、年度目标 1：2023 年，将全面开启第三代社保卡发

行服务，通过新人群发卡或社保卡到期、丢失等自然补换措

施，采取线上申办补换、线下即时制卡等服务模式，实现本

地区一、二代社保卡向第三代社保卡的平稳切换、自然过渡。，

具体指标设置为：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社保卡补卡换卡数量+2021 年：

补卡换卡全覆盖、2022 年：补卡换卡全覆盖、预期当年实现

值：三代卡补卡换卡年增 7 万张。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

发年度考核目标。

质量指标：加强社保卡的发放覆盖+2021 年：全区 99%



人员社保卡发放完毕、2022 年：全区 99.2%人员社保卡发放

完毕、预期当年实现值：全区 99.5%人员社保卡发放完毕。

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发年度考核目标。

时效指标：年底以前达到预期目标+2021 年：年底以前

达到预期目标、2022 年：年底以前达到预期目标、预期当年

实现值：年底以前达到预期目标。指标设立依据是：上级下

发年度考核目标。

成本指标：支出不超预算安排+2021 年：≤1000000 元、

2022 年：≤1000000 元、预期当年实现值：≤1000000 元。

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经济指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2021 年：各项支出不超出预算安排、2022 年：各项

支出不超出预算安排、预期当年实现值：各项支出不超出预

算安排。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社会指标：社保卡的大量发放，提升了社会影响力+2021

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2022 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预期当年实现值：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指标设立依据是：

计划标准。

生态指标：不破坏自然环境+2021 年：不引起任何生态

问题、2022 年：不引起任何生态问题、预期当年实现值：不

引起任何生态问题。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可持续性指标：认真做好社保卡发放工作+2021 年：100%



完成、2022 年：100%完成、预期当年实现值：100%完成。指

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满意度指标：社会公共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社保卡

制发+2021 年：群众满意度达到 100％、2022 年：群众满意

度达到 100％、预期当年实现值：群众满意度达到 100％。

指标设立依据是：计划标准。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补助）收入：指本级财政决算安排且

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

的支出。

（三）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

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四）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

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和

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交通费、会议费、



差旅费等）。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按照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

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八）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

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九）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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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

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

用等支出。

（十一）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