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２

Ａ组部门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估方式

政务公开
透明度
（６５分）

主
动
公
开
（５７
分）

基础信息
公开
（７分）

政务
“五公开”
（５０分）

机构职能
（１分）

公开本部门机构职能、办公地址、公开电话，内设机构职责，直属事业单位及职责；公
开本部门领导姓名、职务、工作分工等。 实际验证

规划计划
（２分） 公开与本部门履职相关的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工作计划等信息。 实际验证

财政信息
（４分）

主动公开本部门预决算信息；政府采购信息；“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包括公开因公出
国（境）团组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及人数，“三公”经
费增减变化原因。详细内容的评估以《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
（财预〔２０１６〕１４３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
实施意见》（吉厅字〔２０１６〕２０号）为准。

实际验证

决策公开
（１０分）

１重大决策预公开。（１）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在重要政策文件出台之前，特别是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事项，通过部门网站公布决策草案、起草背景和决策依据等
内容。（２）意见采纳情况反馈：公开意见征集和意见采纳的整体情况；对不采纳意见
说明理由。
２会议公开。（１）通过网站会议类栏目，公开利益相关方、公众、专家、媒体等列席部
门有关办公会议或其他会议情况。（２）通过网络、新媒体直播等向社会公开涉及公众
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电视电话会议。
３政策性文件。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栏目集中公开政策性文件；对发布的政策性文件
进行分类；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实际验证

执行公开
（１０分）

１各部门履行落实年度政务公开要点及任务分工情况。
２及时公开本部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依据、主体、内容、方式
以及抽查结果和查处情况。

实际验证
无随机抽
查职能部
门仅评估

要点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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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估方式

依申请
公开
（８分）

管理公开
（１０分）

１权责清单。（１）开设权责清单栏目。（２）清单动态调整。本部门网站权责清单栏
目中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目录与省政府门户网站权责清单栏目及部门网站相关信息
一致。
２行政执法公示。具有执法权限的部门要依法依规公开职责权限、执法依据、执法
人员、裁量基准、执法流程、执法结果、救济途径（交待诉权）等。
３民生资金使用。围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公开本单位扶贫对象、扶贫资金分
配、扶贫资金使用等信息；公开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
救助、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涉及民生方面投入的资金使用信息。

实际验证

服务公开
（１０分）

１办事指南：列明依据条件、流程时限、收费标准、注意事项；明确需要提交材料的名
称、格式、份数、签名签章等要求，并提供规范表格、填写说明和示范文本。
２网上办事大厅：集中公开与政务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通知通告、办事
指南、常见问题、监督举报方式和网上可办理流程，以及行政审批涉及的中介服务事
项清单。

实际验证

结果公开
（１０分）

１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开设建议提案办理结果栏目，公开本部门年度办理人大
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总体情况以及可以公开的建议提案答复结果。
２决策贯彻落实结果公开：对承担发展规划、政府工作报告、重要民生实事项目、政
府决定事项落实情况的公开，重点公开发展目标、改革任务、民生举措等事项。
３决策跟踪反馈和效果评估制度落实情况：引入社会中介组织或高校科研机构、社
情民意调查中心、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对政策落实效果进行评价并公开评估结果。
４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公开。

提交材料
实际验证

注：要点２、
要点３

提交文字
材料。

申请渠道
（３分） 抽查网上依申请公开平台和信函申请平台，验证申请渠道的畅通性。 实际验证

答复情况
（５分）

答复时限：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答复书中有主送、有落款，书
面答复要盖有公章。答复内容翔实、依据明确；对决定不公开的，告知不公开的理由、
依据和救济渠道。

实际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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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估方式

政务公开
参与度
（１５分）

政策解读
（１０分）

交流互动
（５分）

栏目设置
（２分）

开设政策解读类栏目，对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实施难度大、专业性强的政策法规
在政府网站解读栏目发布解读信息；政策解读信息与政策性文件关联阅读。 实际验证

解读情况
（３分）

是否在文件公开３个工作日内在部门网站发布解读文件；是否包含政策背景依据、目
标任务和涉及范围等内容。 实际验证

主要负责人
解读（３分）

年度内主要负责人通过参加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发表文章等方式带头宣讲政策；
至少进行１次政策解读。

提交材料
实际验证

政策推广
（２分）

重大政策发布后，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或接受政府网站在线访谈，运用主流媒体以及
新媒体在重要版面、重要位置、重要时段及时报道解读情况。

提交材料
实际验证

栏目设置
（２分） 是否搭建与公众交流的互动栏目。 实际验证

互动情况
（３分） 是否通过互动交流平台反馈、解决社会公众提出的合理问题。 实际验证

政务公开
能力
（１２分）

制度建设
（４分）

平台建设
（４分）

培训工作
（４分）

集中公开本单位政务公开配套制度。如：公文公开源头属性认定机制（主动公开、依
申请公开、不予公开），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政务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和回应机制，
各类清单动态调整制度，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会议公开等制度。

实际验证

网站建设
（３分）

发布、解读、回应、互动交流等功能是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内容更新保障是否及
时。 实际验证

新媒体
（１分） 政务新媒体内容发布更新情况。 实际验证

制定本单位政务公开工作培训计划，培训科目和内容是否具有针对性；组织本部门本
系统人员进行了政务公开业务知识学习。 提交材料

保障措施
（８分）

组织领导
（４分）

考核工作（４分）

领导机制
（２分）

主要负责人年内是否至少听取１次政务公开工作汇报；是否指定１位负责人分管政
务公开工作，列入分工，并对外公布。

提交材料
实际验证

职能情况
（２分）

是否将政务公开组织推动职能划入部门办公室，由办公室具体负责调动各处室开展政务
公开工作，并具体组织协调、指导推进、督促检查相关工作内容，且配备专职人员。 提交材料

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部门年度考核体系。 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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