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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

绩效评价简版报告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 5 月呼和浩特市人社局根据财政部文件《关于组

织申报 2022 年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的通知》要

求,进行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示范项目申报并最终获得审批，

项目计划实施期为 2022-2023 年，计划投资总额 30790.00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0000.00 万元，自治区资金 5000.00

万元，市级资金 9710.00 万元，旗县区资金 3815.00 万元，

企业自筹 2265.00 万元。

截止到 2023 年底，项目资金实际到位 27475.00 万元，

其中：中央资金 10000.00 万元，自治区资金 5000.00 万元，

市级资金 9710.00 万元，旗县区资金 500.00 万元，企业自

筹资金 2265.00 万元。项目总支出 10713.76 万元，其中：

中央资金支出 6606.26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279.74 万元，

回收金额 2114 万元；自治区资金支出 1514.97 万元，市级

资金支出 103.6 万元，旗县区资金支出 223.93 万元，自筹

资金支出 2265.00 万元。

19 项子项目名称及资金分配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实施内容 资金额

一、开展特色技能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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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内容 资金额

1--呼和浩特市职业培训线上培训平台建设项目 800

2--乳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 3805

3--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125

4--就业技能培训基地奖补项目 600

5--紧缺急需技能人才特色培训项目 2500

子项目 1-5 小计 7830

二、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兜牢重点群体就业底线

6--吸纳就业补贴项目 6100

7--公益性岗位扩岗项目 6120

8--调整落实职业介绍补贴项目 600

9--“丁香扎根”大学生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1000

10--创业园孵化基地奖补项目 600

11--“首创助航”创业服务提档升级综合项目 650

12--和林格尔云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项目 1300

13--呼和浩特人力资源产业园服务功能提升项目 300

14--驻呼高校云服务站建设项目 300

15--“丁香扎根”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专项行动项目 400

16--公共就业服务“10+N”专项行动项目 670

17--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数字化项目 520

18--完善城乡劳动力资源及从业失业信息库项目 400

子项目 6-18 小计 18960

三、建设智慧就业服务云平台，全面提升就业服务信息化水平

19--呼和浩特市智慧就业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 4000

总项目合计（1-19） 3079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项目评价时间范围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现场评价实地调研共计 19 个项目，覆盖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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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具体项目地区总数的 100%、项目预算总额的 100%。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最终评价得分为 84.88 分，评级为“良”。

从项目决策方面来看，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

范，资金分配合理；但也存在个别子项目绩效目标不明确，

预算编制存在科学论证不足的情况。

项目过程方面来看，项目相关制度健全，资金使用规范，

但是存在资金执行率不高及过程管理待完善的情况。

项目产出方面来看，项目成本控制较好，但部分三级指

标未 100%达到目标值或者未完成数据采集统计任务：新增城

镇就业人员规模、登记失业人员规模未完成目标值，服务高

校毕业生就业人次统计累计数未完成，打造特色培训品牌数

量、“一网通办”政策经办系统服务率未完成目标值，“一

网通办”求职招聘系统服务人次未完成值统计，新增技能人

才数未完成目标值，技能劳动者总量占比未完成目标值，公

共就业服务事项网办率未完成采集工作，项目质量未达到项

目预期。

项目效益方面来看，项目实施产生了一定社会及经济效

益。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呼市地区的就业率，增

加了再就业人数，群众总体满意度较高，公共就业服务满意

度、职业技能培训对象满意度、就业扶持政策经办服务满意

度较好。



4

19 项子项目完成情况表

项目实施内容

一、基本完成

1--呼和浩特市职业培训线上培训平台建设项目

2--乳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

3--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4--就业技能培训基地奖补项目

5--紧缺急需技能人才特色培训项目

9--“丁香扎根”大学生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10--创业园孵化基地奖补项目

11--“首创助航”创业服务提档升级综合项目

12--和林格尔云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项目

13--呼和浩特人力资源产业园服务功能提升项目

14--驻呼高校云服务站建设项目

15--“丁香扎根”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专项行动项目

16--公共就业服务“10+N”专项行动项目

17--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数字化项目

18--完善城乡劳动力资源及从业失业信息库项目

二、未按计划时间完成延后实施或暂停实施

6--吸纳就业补贴项目

7--公益性岗位扩岗项目

8--调整落实职业介绍补贴项目

三、计划时间调整后仍在实施期内持续推进中

19--呼和浩特市智慧就业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项目实施在促进全市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起到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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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助力作用。

项目以信息化赋能为引领，以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技能

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劳务品牌建设为载体，进一步优

化了全市公共就业服务效能。

通过打造应用支撑平台、多渠道就业服务系统、就业服

务云网站、就业信息系统、劳动保障监察系统、智能信息监

测系统、数字创新场景 7 大系统 67 个子系统和数据治理及

数据迁移服务，将实现全流程进系统、全业务实名制、全服

务用数据。

通过加强零工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步伐，提升职业

技能培训能力，困难人员就业援助等多项手段，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劳动者就业创业技能，稳定了全市劳动者就业率，

提升了公共就业服务质效。

2.乳业技能人才培训服务绩效显著，具有先进性创新性。

由市人社局主管、伊利与蒙牛公司具体实施的乳业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已经全部竣工并投入运营。项目

实施对内蒙古乃至全国乳业界人才的培训发挥了显著作用，

主要表现在：一是输出了具有服务全国乳业产业界的高质量

培训服务功能；二是构建成了整合全球乳产业链头部企业的

培训模式；三是构建起了精英型技能人才培训的创新模式，

完成了较高比例的高技能职业人才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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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分绩效目标值设定较高。

项目实施单位在设定诸如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人次、新

增技能人才人数、满意度等绩效指标的目标值时，应从实际

出发，注重目标的可实现性，避免设立过高或过低的目标，

确保在一定资源投入及付出努力的情况下该目标是可以实

现的。

2.个别子项目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智慧就业服务云平

台项目建设进度延期。

部分子项目涉及到了管理责任机构调整或项目计划内

容变更，需进一步细化调整（或变更）前后的管理衔接工作。

以吸纳就业补贴项目为例，主管业务科室未就全市吸纳就业

市场实际需求做出明确分析，对全市中小微企业实际吸纳大

学生就业规模数据不够精准，导致项目实施总体成效较差。

呼和浩特市智慧就业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因提升功能

服务项目建设结束期调整至 2024 年 6 月，导致总项目的时

效延长。原计划子项目 1、11、13、14 中的信息化工程部分

合并到“智慧就业云平台”（项目 19）中整合实施。项目变

更程序符合国家规范要求，变更后项目更加符合人社部新出

台的数字化政策要求，符合自治区人社厅公共管理信息化建

设的总体部署需求，有利于本项目的系统质量提升与服务功

能改进。但项目延期造成了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时间延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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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央专项资金未使用部分被收回，对后期项目持续推进有

一定影响。

3.培训学员技能人才产出情况不理想。

技能劳动者占总人口比率及接受职业培训后取得职业

证书人员比例等项目质量指标未达项目初期设定的目标，培

训学员技能人才产出情况不理想。

多原因导致项目期内技能培训技能人才产出情况不理

想。

一是人才市场上技能价值激励导向机制未建立，还未形

成成熟有效的人才培养、评价、使用以及与待遇相衔接的市

场环境和尊重技能劳动的社会氛围，未能有效发挥用人单位

奖励主体的作用，对技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企业

及学员培训意愿不强；

二是培训的工种与当地人才市场需求匹配性不足，学员

对当地培训机构开设的工种专业可选择性不强，低端常规培

训过多，技术工种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偏少，未能形成一定数

量具有特色优势工种的知名培训机构；

三是培训时间不够灵活，一定程度上影响培训机构学员

招生工作。

4.涉旗县区的子项目的档案管理工作尚需加强。

以调整落实职业介绍补贴项目为例，子项目的任务与资

金已经落实到 6 个旗县区，各旗县区相关部门应分工协作，



8

但其组织管理机制、工作目标、任务内容等过程管理资料，

未同步到总项目管理组进行同步监管。

五、相关建议

1.建议项目实施单位结合实际情况和项目资金使用方

向设立绩效指标，避免扩大资金使用效益。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在设立诸如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人

次、新增技能人才人数、满意度等等绩效指标时，综合考量

实际资源投入情况，根据项目的相关历史数据完成情况或行

业标准对相应目标值进行设立，确保该目标是通过努力可以

实现的，避免设立的目标值过高或过低。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职能以及各业务科（股）室职责要求，

对诸如“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人次、通过服务实现就业创业

人数占比、登记失业人员帮扶率、公共就业服务事项网办率”

等等指标进行合理解释，明确指标服务的形式或内容，帮扶

的手段或措施、公共就业服务事项网办清单等，明晰各相关

业务科（股）室权责并合理分解目标任务，确保项目任务责

任清晰明确，过程及结果数据可监控、可统计。

应紧紧围绕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方向设立绩效指标，进一

步细化诸如“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这种涉及多部门、多

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的指标，使这类指标尽可能量化至产出数

量指标中，避免扩大本项目资金使用的实际效益。

2.制定科学计划，推动项目及时开展，保障项目按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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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针对尚未开展的项目，建议主管单位补充开展“市场需

求调研”活动，摸清“公益岗扩岗”与“微小企业吸纳就业”

需求基数及关键影响变量，制定更为精准的计划补贴目标数

与资金额，为后期同类项目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尚在建设期的“智慧就业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针对

建设工期紧迫、工程专业化程度高而精细化监管难等问题，

建议工程监理方增加信息工程专家参与监理，进一步处理好

资金支付、建设进度与工程质量的关系，保障平台按期进入

运营、及时提供相应服务。把因项目调整造成的时效成本增

加降低到最低；把因项目调整获得的系统质量提升、服务面

扩大、运营成本降低的效益发挥到最大。保障实现自治区人

社厅要求的“服务可辐射全区的就业信息资源库和就业信息

平台”；积极配合国家人社部提出的“各省级平台建设时要

实现全流程进系统、全业务实名制、全服务用数据，逐步形

成全国性的就业信息资源库和就业公共服务平台”战略规划。

3.建议多措并举提升技能人才培训质量。

（1）建议强化全民终身技能学习意识，积极推进与薪

酬待遇相匹配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建设。

建议积极加大政策宣传引导作用，强化公众对技能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认识，让所有人都认识到技术进步与自身就业

技能息息相关，逐渐树立全民终身技能学习意识；引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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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观念，强化企业对“技能培训属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不仅能够降低员工离职率，还能让员工掌握更多知识与技能，

从而提高生产力，增加企业利润”等相关认知。

建议选择技术密集型企业，逐步推动其按照《技能人才

薪酬分配指引》的分配理念，以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多劳

多得、技高者多得的分配导向，制定企业薪酬体系，使员工

有稳定的职业发展预期，畅通企业技能人才发展通道。

（2）积极链接本地优势资源，加快打造与本地区优势

产业相契合的知名培训机构品牌。

充分调动全市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师资和实验设备优

势，与本地企业的各类高技能人才资源合作，根据企业实际

需求开设培训课程，实现课程内容与工作岗位对接，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对接，通过订单式项目合作、新型学徒制等方

式，重点在开展科技攻关和技术革新，突破企业生产技术瓶

颈上下功夫，既能满足企业实际用工需求，又能保证学员就

业，同时还可能产生一定数量的高技能人才。加快打造与本

地区优势产业相契合的知名培训机构品牌，培训机构利用其

品牌效应为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利

于做好培训与人才市场的紧密衔接工作，进而提升培训质量。

（3）建议增加线上培训工种数量，适当延长线上培训

课时，按培训期次对项目效益类指标进行跟踪。

建议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线上技能培训工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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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延长线上培训课时，逐步实现学员按需组合选课的数字

化培训模式，有助于大幅提高学员学习时间的灵活性和部分

缓解培训机构招生难的问题。

同时建议按培训期次对效益类指标进行跟踪，确保技能

培训质量。充分发挥培训机构、鉴定机构及基层劳动保障协

理员等工作人员作用，通过电话访谈、现场问卷调查、网络

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学员就业状态、创业情况及满意度等效

益情况。

4.加强组织管理，明确责任划分，完善档案管理工作。

项目主管部门在管理包含有多个子项目、多个建设主体、

多渠道资金来源、多层级实施单位的复杂大型项目时，应针

对性地加强对旗县层级建设主体的监管，将其承担的分项目

档案管理纳入总项目管理体系，保障总项目管理档案体系的

完整性。

项目主管部门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当涉及到子项目的管

理责任机构调整或项目计划内容变更，应进行调整与变更的

评估分析，按照评估结果，做好子项目在变更前后职责部门

的管理衔接工作与责任划分工作，保障项目实施效果不因项

目变更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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