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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政策咨询研究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政策咨询研究

工作的部署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阵地，为省委、省人

民政府决策服务的思想库，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中心。

主要职责是：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以研究湖南

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深化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2）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工程，强化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3）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国内外智库交流，构

建具有湖湘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政策咨询研究平台，

为省委、省人民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撑；开展国民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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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的研究。

（4）围绕我省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

务，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及热

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做好决策咨询和政策解读

等工作。

（5）负责省委、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实施效果评估的研

究工作，对省委、省人民政府出台的全面综合改革举措和重大

决策进行调查研究；对全省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

分析和预测。

（6）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积极宣传普及党的创新

理论，推广传播优秀研究成果。

（7）完成省委、省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设18

个内设机构及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内设机构分别是党政办

公室、科研部、人事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智库建设部、学术期

刊部、文献信息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湖南省毛泽东研究

中心）、文学研究所、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省湘学研究院）、

哲学与党史党建研究所（湖南省实事求是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湖南省共同富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与

绿色发展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湖南省人才资源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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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创新与开放发展研究所（湖南省数字经济研究院）、公

共管理与政策评估研究所、经济预测与财政金融研究所、社会

学法学研究所。

3．人员情况

我院（中心）有人员编制数243人，截止2024年12月31日，

实有在职干部206人，离休干部5人，退休干部135人，合计346

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我院（中心）2024年基本支出总额6950.28万元，其中：人员经

费6058.10万元，公用经费892.18万元；在基本支出中，我院（中

心）按照厉行节约的工作要求，严控“三公”经费的支出，年初

“三公”经费预算31.5万元，2024年支出31.49万元，经费在年初

预算内执行。

（二）项目支出情况

我院（中心）2024年项目支出总额3500.6万元，其中：按项

目管理的工资福利支出1688.5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546.97万

元，资本性支出265.1万元。按项目管理的商品和服务支出主要是

我院（中心）在预算安排中的科研经费支出,资本性支出主要是

办公设备购置。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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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院（中心）事业发展取得重要突

破的一年。一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院（中心）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工程，全力服务全省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建

言献策，较好发挥了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把政治忠诚落到实

处，院（中心）政治机关建设展现出新格局。

（一）学习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

成系列成果。组织编撰《守正创新：“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与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怎么

干》《共铸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专著，先后刊发《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

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理论特色》等论文。联合湖南日报社

开设理论专栏“读比喻学思想”，获评第二届湖南省正能量“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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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网络正能量专题专栏。联合山西团省委推出《漫画学理论|

新质生产力》《漫画学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系列作品，阅读量达

10 万+，成为爆款理论大众化产品。参与策划、录制《我们的康

庄大道》《风起长河——文化科技融合新浪潮》等电视理论片。选

派 3 名同志参加省委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团，

赴省直单位、市州和企业开展宣讲 20 余场。

（二）积极服务全省中心工作。承担文化和科技融合改革研

究任务，抽调精干力量，成立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研究团

队，在省委宣传部的统筹调度下，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协同研究，

高质量完成“1+5”可行性研究报告。选派 5 名同志参加专班集

中办公，梳理国家有关政策 200 余项，起草改革重要文本，编制

7.7 万余字的论证支撑材料。与此同时，立足职能职责，全面做

好宣传普及和咨政建言，编写通俗理论读物《融变鼎新：文化和

科技融合的理论透视》，刊发《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增强文化软实

力》《以文化和科技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内涵解读、催生机

制和实践路径》系列理论文章，撰写《跨越“横店”模式打造中

国“竖店”》《以文化科技融合因地制宜培育湖南新质生产力》系

列研究报告，获省领导肯定性批示。

（三）学术影响力稳步提升。全年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

项，立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1 项。出版著作 30 多部，发表学

术论文近 300 篇，其中“中央三报”和省“一报一刊”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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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 37 篇。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成果发布会，集中发布《岳麓书院——实事求是从这里走

来》《湖湘文化极简史》《湖南通史·当代卷》《阐释与批评丛书》

等 17 项学术成果。《求索》影响力指数在全国 604 种综合性人文

期刊中排名第 12 位，“青年论坛”专栏入选中宣部首批哲学社会

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名单。《毛泽东研究》入选省社科基金资助

期刊、湖湘优秀出版物。

（四）智库研究实现井喷式增长、进阶式跃升。建立双周智

库选题策划会机制，强化有组织科研、跨学科研究。有关做法获

新华社《新华智库研究》推介，在长江高端智库对话会、全省宣

传部长工作会、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作交流发

言。《以有组织科研推动智库高质量发展》《文化和科技融合系列

研究成果》分别入选CTTI2024 年度智库建设最佳案例最高奖——

标杆案例、优秀成果二等奖。《新时代区域竞争格局下的湖南产业

图谱与产业发展策略研究》获第十五届优秀皮书奖“优秀皮书报

告奖”一等奖。《湖南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可行性研究》《新质

生产力系列研究成果的跨学科探索与实践》分别入选全省哲学社

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十大优秀案例”和“十大案例”。院（中心）

在 2024 年湖南省级智库绩效考核中被评为A类（优秀智库）；政务

信息采用排名全省同类单位第一，信息采用数量、总体分值遥遥

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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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执行率偏低。2024年我单位收入决算13257.77万元，

支出决算10450.88万元，预算执行率78.83%，通过分析账务指标发

现，我院（中心）结余结转的指标基本上都为科研项目经费，按

照科研项目的研究规律，一般研究时限分别在1-3年不等，有些

重大、重点项目研究时限更长，而经费的使用是按照项目研究进

度进行开支的，使得整体的预算执行率偏低。

（二）绩效管理培训较少。缺少参加绩效管理专业知识的

培训，在管理工作中容易造成对专业概念的理解错误，致使绩

效管理结果出现偏差。同时，恳请上级部门组织相应的培训，

让我们对绩效管理更深入了解。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协助各部门制定更加均衡的用款计划。在年中预算

的执行过程中，及时跟进各项目的进展情况，督促各项目在运行

过程中及时报账，避免造成账务积压，增大年底的支付压力。

（二）加强结转结余资金时效性管理。近两年，根据省财

政厅对结余结转资金的管理要求，我院对项目资金的要求坚持

按年度需求拨付资金，当年度资金根据工作开展进度报账支

付，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因工作调整或科研工作开展中的临时变

化等原因，我院将在分配工作任务以及报账支付及时性问题

上，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避免此类问题的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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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绩效管理培训。通过定期参加专业的培训来提

高绩效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确保绩效管理人

员具备足够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保障单位绩效管理工作的

有效实施。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院（中心）将按照绩效自评工作安排，及时在门户网站对

相关数据和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也将对本次自

评工作中发现的部分问题进行分析整改，将问题的解决落实到

具体工作中，以此促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不断进

步。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243 206 84.77%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26.78 31.5 31.49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

护经费
23.42 24.5 28.81

其中：公车购置 18.61 6.37 24.35

公车运行维护 4.81 18.13 4.46

2、出国经费 0 0

3、公务接待 3.36 7 2.68

项目支出： 2592.4 3860.56 3500.6

1、业务工作经费 2592.4 3860.56 3500.6

2、运行维护经费

3、本级专项资金（一

个专项一行）

公用经费： 894.92 494.74 877.82

其中：办公经费 26.46 37.31 42.8

水费、电费、差旅费 133.67 65 85.47

会议费、培训费 3.72 5.22

政府采购金额 281.41 550.78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无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财务制度、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报账细则

填表人：陈洁妤  填报日期： 2025.4.15 联系电话：0731-84219128 单位负责人签字：
备注：此表为2024年年初预算数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名称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

（万元）

全年执行数

（万元）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

额：
10396.11 13257.77 10450.88 10 78.83% 7.883

按收入性质分：13257.77 按支出性质分：10450.88

一般公共预

算：
10464.26

其中:基本支
出：

6950.28
政府性基金拨

款：
0.0

纳入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拨

款：

0.0

项目支出： 3500.6

其他资金 2793.51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全院公开发表学术理论文章300篇以上，其中CSSCI以上学术

论文30篇以上；公开出版学术理论著作15部以上；向省委省

政府上报决策咨询报告80篇以上；决策咨询报告获得副省级
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60篇（次）以上；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

成果6项以上；“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相关工作开展。

全院公开发表学术理论文章300篇以上，其中

CSSCI以上学术论文30篇以上；公开出版学术理

论著作15部以上；向省委省政府上报决策咨询报

告80篇以上；决策咨询报告获得副省级以上领导
肯定性批示60篇（次）以上；进入省委省政府决

策成果6项以上；“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相

关工作开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实际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进入省委省政府

决策成果
6 13 10 10

决策咨询报告获

得副省级以上领

导肯定性批示

60 87 10 10

向省委省政府上

报决策咨询报告
80 182 10 10

公开出版学术理
论著作

15 40 10 10

公开发表学术理
论文章

300 451 10 10

CSSCI以上学术
论文

30 37 5 5

效益指标

研究成果刊发、
媒体报道次数

3 192 10 10

进入省委省政府

决策成果
6 13 15 15

满意度指

标
意见建议被采纳

次数
5 13 10 10

总分 97.88

填表人：陈洁妤  填报日期： 2025.4.15 联系电话：0731-84219128 单位负责人签字：

12133
12133: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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