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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

1.负责全州社会科学研究的近期规划和长远规划，拟

定全州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并组织实施；2.负责全州社科

界承担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题的申报工作，并组

织实施；3.组织和推动学术研究，促进和开展学术交流，

承担部分社会科学著作出版的资助、协调工作；4.组织开

展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活动，协调部分获奖成果

的出版、宣传、推广工作；5.编制全州社会科学普及规

划，组织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科学知识，开展

社会科学培训、咨询服务工作；6.负责全州社会科学咨询

业的行业管理工作；7.促进社会科学学术团体之间、理论

工作部门与实际工作部门之间、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

之间的联系和协作；8.负责新申报的州级社会科学类学

会、协会、研究会的资格审查，指导和协调所属各个学

会、协会、研究会的工作；9.联络和指导县区社科联的业

务工作；10.协调做好社会科学界知识分子工作和推荐有突

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的工作；11.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向党和



政府反映社会科学界的意见和要求，关心并维护社会科学

工作者及其团体的合法权益等。

2022

1. 坚持以“藏羌历

史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为重点，推

动社科研究蓬勃发展。 完成 2021 年课题结项工作。对

申请结项的 129 项项课题，经初审、专家组评审、意识形

态部门审核和州社科联终审，共有 117 项课题达到结项要

求准于结项，兑付课题资助经费 100 万元。 有序开展

2022 年度课题申报、立项工作。受理有效申报 257 项，经

资格审查、专家组评审、复核、网上公示等程序，经党组

研究，确定立项 134 项课题，其中一般项目 92 项、青年项

目 51 项。申报数量和立项数量都创近年来新高。 持续

讲好“阿坝故事”。持续加大藏区红色文化、藏羌民族文

化等资源的挖掘、整理、研究和阐释。《壤塘史话》、

《禹迹岷山》、《茂县红色文化之旅》、《老去的茶堡克

莎》等 4 部专著出版。 强化成果转化。充分发挥课题

研究资政作用，辑集推出《2022 年度优秀成果选编》，

《阿坝州全域旅游业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等 60 余

项课题成果提供州级相关部门借鉴参考，并转化为部门具

体实施意见。以《成果专报》的形式向州委、州政府及有

关职能部门呈报、推送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今年我

会向州委州政府上报的《推动川西北长江黄河上游生态保

护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研究思考》、《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



阿坝州绿色农产品产业链的路经研究》2 期《重要成果专

报》，首次被刘坪书记签批州委吴立岩副书记，州政府旺

娜、陶刚副州长研阅，并被批转州发改委、州林草局、州

农业农村局、州乡村振兴局、州生态环境局等 10 多个州级

有关部门参阅，为促进行业发展提供咨询建议，资政作用

得到进一步发挥。 社科基地学术活动开展。发挥州级

社科类学会协会作用，积极指导各社科基地开展学术交流

活动，汶川博物馆社科研究基地与阿坝师院建立文化遗产

教学科研合作基地及美育实践基地，开展《中国少数民族

文物图谱·四川省卷》编纂工作。

。加强社科

普及力度，不断提升公众人文社科素养。充分利用“线上

+线下”平台和阵地开展社科宣传普及活动。 继续利

用“阿坝社科在线”网站、“阿坝人文社科”微信公众号

及阿坝社科之家 QQ 群开展“线上”科普宣传活动，刊载

科普宣传信息 30 余条。二是广发动科普基地组织科普活

动。各基地运用社科宣传普及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科

普活动。克服新冠疫情对科普工作影响积极开展“线上科

普”，采取“基地+平台”引导全州 13 个社科普及基地以

“社科主题+基地业务”的形式推送社科普及宣传信息

1400 余条。紧扣科普宣传月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线下科

普”，汶川图书馆科普基地开展线下“进馆纳福”、“蒲

公英故事屋”少儿阅读推广系列活动，汶川博物馆科普基

地组织开展“寻古高手 文博共您”、“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等系列活动。 发挥《阿坝论坛》的示

范带动作用，改进办刊质量，丰富内部刊物内容，加大与

省内外社科专家的联络，作者笔谈会、特邀约稿等方式，

加强同州内外以阿坝为研究对象专家学者的联系沟通交

流，扩大阿坝社科工作“朋友圈”，拓宽征稿渠道，积极

做好征稿、发行工作。 强化对州级社科基地、所属学

会的联络服务指导，以课题调研为纽带，配合组织省州县

科研机构共同开展“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大禹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等专题调研，在强化沟通，增进联络互动

中出成果。 有序推进社科基地创建。结合全州各县

（市）、单位（部门）申报情况，按照成熟一批创建一批

的模式，积极指导“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科普基地申报

创建为省级社科普及基地。

严格

按照《阿坝州社科联所属学会管理办法（暂行）》，加大

对所属学会（羌学会）的管理力度，召开所属学会联系

会，听取所属学会工作汇报，与所属学会负责人签订《意

识形态工作承诺书》，加强引导，确保工作开展过程中方

向清、责任明。 认真贯彻落实《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

工作的思路举措调研方案》，结合全州社科界实际，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形成《阿坝州社科联工作调研报告》。

注重联络强化服务。加强与社科工作者和研究机构的联

系沟通积极服务基层社科阵地，指导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

碑园成功申创省级科普基地。

http://www.baidu.com/link?url=6-0LxAyhQcl5p3JSFNmxovRycZWgIltd8dVqo2Di4GPFsTdF97Nw8NYqVDwvmSGBv8O5X-L4GS47LpromqG9ia
http://www.baidu.com/link?url=6-0LxAyhQcl5p3JSFNmxovRycZWgIltd8dVqo2Di4GPFsTdF97Nw8NYqVDwvmSGBv8O5X-L4GS47LpromqG9ia


。 强化

廉政建设。坚持制度管人管事，强化执行力度，加强“三

察三治”工作落实，狠抓“正风肃纪”。认真开展“借培

训名义搞公款旅游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排查干部 7 人，共

29 个培训班次，排查单位举办和联合举办的培训班 5 期，

共 282 人次，均未发现违反纪律的行为。强化对风险点较

高岗位的监管，通过集中廉政谈话，开展警示教育保持党

风廉政高压态势。 抓好机关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率带

作用，全面履行党建工作责任。按照《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机关党的建设实施意见》，研究部署社科机关党建工作，

制定《2022 年党建工作计划》明确全年党建工作任务。抓

实党支部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深入推进“五好”党支部

创建工作，分工协作，有序推动。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组织生活会等制度。认

真落实好基层党建工作目标管理，加强同联系村党支部的

沟通联系，开展共建，帮带村两委会班子后备干部。

扎实推进“两联一进”群众全覆盖工作，会领导先后 6 次

带领干部职工深入阿坝县联系村进行走访、慰问，为贫困

群众送去 5000 余元的生产生活物资，多方协调积极为联系

村争取 100 万元建设项目。在“6.10”马尔康震群地震发

生后，及时与联系村取得联系了解受灾情况，并于 6 月 13

日派出党员突击队实地核查群众受灾受损情况，为联系群

众送去应急保障物资。深入联系寺庙与联系僧人谈心拉家

常、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富民惠民政策，并在日常通



过电话、微信保持联系互动，增进感情。 做好机关值

班值守工作。严格按照州委相关要求，做好单位值班值守

工作，对草原森林防灭火、防汛防灾等工作进行统一部

署，实现值守无缝对接，确保“三防一安全”工作落实。

阿坝州社科联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核

定编制 8 名，实有干部职工 8 名；设办公室、学术科研

部、科普宣传部、思想政治研究会秘书处 4 个科室，无

下属二级单位。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收、支总计 361.78 万元。与 2021 年相比，

收、支总计各增加 43.71 万元，增长 13.74%。主要变动原

因是增加了人员费用和社科课题费用。

（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柱状图）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本年收入合计 361.7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361.78 万元，占 100.00%；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占 0.0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占 0.00%；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

元，占 0.00%；事业收入 0.00 万元，占 0.00%%；经营收入



0.00 万元，占 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占

0.00%；其他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图 2：收入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本年支出合计 361.7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39.10 万元，占 66.09%；项目支出 122.68 万元，占

33.91%；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占 0.00%；经营支出

0.00 万元，占经营支出 0.00 万元，占 0.00%；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0.00 万元，占 0.00%。

 



（图 3：支出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361.78 万元。与 2021 年

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43.71 万元，增长

13.74%。主要变动原因是增加了人员费用和社科课题费

用。

 

（图 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柱状图）



五、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61.78 万元，占本年支

出合计的 100.00%。与 2021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增加 43.71 万元，增长 13.74%。主要变动原因是增

加了人员费用和社科课题费用。 

（图 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柱状

图）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61.78 万元，主要

用于以下方面: 支出 311.94 万元，占

86.22%； 0.00 万元，占 0.00%；

支出 0.00 万元，占 0.00%；

支出 25.54 万元，占 7.06%； 9.77 万元，占

2.70%；住房保障支出 14.52 万元，占 4.02%；…。



 （图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饼状

图）

 

，

支出决算为 311.94 万元，完成预算

86.22%。

支出决算为 25.54 万元，完成预

算 7.06%。

支出决算为 9.77 万元，完成预算 2.7%。

支出决算为 14.52 万元，完成预算 4.02%。



 

六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39.10 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215.5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

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

费补助、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公用经费 23.5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

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

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

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

费、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

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

性支出等。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5.02 万元，完成

预算 100.00%，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因疫情原

因，导致出差较少，公务车使用较少。

2022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 0.00 万元，占 0.00%；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5.02 万元，占 100.00%；公务接待费

支出决算 0.00 万元，占 0.00%。具体情况如下：

（图 7：“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饼状图）

0.00 万元，

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次，出国（境）0

人。



5.02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 2021

年增加-2.06 万元，增长-29.14%。主要原因是因疫情原

因，导致出差较少，公务车使用较少。

其中： 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1 辆，其中：越野车 1 辆。

5.02 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

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0.00 万元， 公务接

待费支出决算比 2021 年未变化，增长 0.00%。主要原因

2022 年未开展公务接待活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00 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00 万元。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2022 年，四川省阿坝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机关运行经

费 支 出 23.55 万 元 ， 比 2021 年 增 加 -0.20 万 元 ， 增

少-0.84%（或与 2021 年决算数持平）。主要原因是历行节

约，减少开支。



2022 年，四川省阿坝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政府采购支

出总额 0.0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0.00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00 万

元。主要用于…（具体工作）。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0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00%，其中：授予小

微企业合同金额 0.0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00%。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四川省阿坝州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共有车辆 1 辆，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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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车 1 辆……其

他用车主要是用于……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设备（不

含车辆）0 台（套）。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在 2022 年度预算编制

阶段，组织对《阿坝论坛》出刊费、社科研究普及经费、

社科资金管理费、租赁费、社科培训费等 5 个项目开展了

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 5 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

行过程中，选取 5 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

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

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

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

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

等。

8、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

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9.一般公共服务 201（类）29（款）01（项）：指行政

运



行。

一般公共服务201（类）29（款）02（项）：一般行政

管理事务

10. 社会保障和就业208（类）05（款）05（项）：指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208（类）05（款）06（项）：指机关

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1.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210（类）11（款）01

（项）：指行政医疗。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210（类）11（款）03（项）：指

公务员医疗补助。

12. 住房保障221（类）02（款）01（项）：指住房公

积金。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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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用支出。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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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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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

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

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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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16.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

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件

2022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阿坝论坛》出刊费

预算单位 州社科联

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预算数: 8 万元 执行数: 6.5 万元

其中-财政

拨款:
8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6.5 万元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年度目

标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完成 2022 年度《阿坝论坛》4期出

刊印刷工作。
完成目标

绩效指

标完成

情况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

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

(包含数字及文字描

述)

项目完

成指标
数量指标完成指标

编印《阿坝讲坛》

2022 年度 1.2.3.4

期。

编印《阿坝讲

坛》2022 年度

1.2.3.4 期。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进一步促进了学

术交流，加强了社科

研究力度。

进一步促进了学

术交流，加强了社科

研究力度

满意度

指标

受众满意

度

受到业内人士的

一致好评。

受到业内人士的

一致好评。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社科研究普及经费

预算单位 州社科联

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预算数: 12 万元 执行数: 9.67 万元

其中-财政

拨款:
12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9.67 万元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年度目

标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组织开展 2022 年度的社科研究、

科普宣传教育活动等。
完成目标

绩效指

标完成

情况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

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

(包含数字及文字描

述)

项目完

成指标
数量指标完成指标

组织完成了相关的研

究、社科宣传普及活

动

组织完成了相关的研

究、社科宣传普及活

动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进一步促进了社

科交流，提升群众人

文素养

进一步促进了学

术交流，加强了社科

研究力度

满意度

指标

受众满意

度

参加活动者满意

度 100%

参加活动者满意

度 100%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社科资金管理费

预算单位 州社科联

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预算数: 5 万元 执行数: 5 万元

其中-财政

拨款:
5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5 万元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年度目

标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组织社科专家对社科项目进行审核

把关
完成目标

绩效指

标完成

情况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

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

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

成指标
数量指标完成指标

对 2022 年申报立项和

经项课题进行审核。

对 2022 年申报立项和

结项课题进行审核。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全面严肃了社科研究

工作学术氛围

全面严肃了社科研究

工作学术氛围

数量指

标

受众满意

度
100%好评 100%好评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租赁费

预算单位 州社科联

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预算数: 5 万元 执行数: 1.5 万元

其中-财政

拨款:
5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5 万元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年度目

标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完成 2022 年度社科网站维护、推

进办公无纸化工作。
完成目标

绩效指

标完成

情况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

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

(包含数字及文字描

述)

项目完

成指标
数量指标完成指标

完成对社科网站的维

护。

完成对社科网站

的维护。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确保了社科网站

全年的运行安全

确保了社科网站

全年的运行安全

满意度

指标

受众满意

度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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