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2018年 9月，市残联、市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局、市民

政局联合出台《广州市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办

法》（穗残联规字〔2018〕4 号），从服务容量、专业人员

配备、资助标准、延伸服务阵地、建立医疗技术支持机制、

建立服务转介机制、完善家属服务工作机制、完善督导和监

管机制等方面对社区精神综合服务进行了规定，进而构建更

加完善的精神康复服务体系，营造包容、友爱的社区环境，

让精神康复者在社区可以积极参与康复，丰富日常生活，提

高生活质量，维持社会稳定。

（二）项目立项依据

《广州市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办法》（穗残

联规字〔2018〕4号）第七条

《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州

市民政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社区精神康复综合

服务中心管理办法的通知》（穗残联规字〔2020〕1号）第



七条

（三）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为 404名康复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服务，康复服务对

象在身心健康、知识技能提升、家庭关系改善、社会适应等

方面获得成长，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另外，个案、活动、小

组等指标均超额完成。全年运作安全、稳定，资金使用合理

合规，财政资金支付执行率 100%，资助对象满意度 100%。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23 年项目预算资金 414.72 万元，由市区两级财政按

5:5 比例分担，已全部按政策规定以及项目协议约定完成支

付，财政资金支付执行效率 100%，具体情况如下：

1.2023 年 4 月 3 日，支付 2022 年白云区社区精神康复

综合服务项目末期服务费 69.12万元；

2.2023年 5月 22日，支付 2023年白云区社区精神康复

综合服务项目首期服务费 190.08万元；

3.2023 年 11 月 29 日，支付 2023 年白云区社区精神康

复综合服务项目中期服务费 86.4万元；

4.2023 年 12 月 19 日，支付 2023 年白云区社区精神康

复综合服务项目末期服务费 69.12万元；

（五）项目实施情况

2022 年底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广州市恒福社会

工作服务社为中标服务机构。广州市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



2023年初制定项目服务方案、服务指标分配情况，全年按计

划推进服务，按项目评估要求在年中及年底开展项目中期、

末期评估工作，白云区残联在评估后做好项目验收及拨款工

作。项目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行政制度、服务开展及监

控制度等，符合政策规定及行政服务管理要求。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促进绩效

目标的顺利实现。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进行

评价，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旨在通过科学的评价方法，全面了解社区状况，为社区的持

续改进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

（二）评价设计与指标体系

1.绩效过程

从资金管理与事项管理两个方面入手，以资金支出率和

项目监督有效性作为评分标准，依据“支付额/预算额度*100*

指标权重”计算核定和项目监督流程进行评分。

2.产出指标

以数量指标作为评价的硬性指标，具体为社区精神康复

综合服务工时完成率、服务人数完成率、服务量达标率三个

方面，以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报告作为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3.效益指标



从社会效益指标与满意度指标两个方面展开。社会效益

指标包括促进社区融合、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两个指标，

具体从项目年度康复计划的实施情况和康复评估人次、开展

系列小组、系列活动次数方面进行评估。满意度指标以投诉

率为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广州市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全年配备 19 名工作人员，

按照工作计划进程，有序开展康复者、家属、社区、特色层

面各项工作，为 404 名康复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服务，基础服

务、个人发展服务、家属服务、社区共融服务、特色服务等

各项服务指标完成率均在 100%以上。全年运作安全、稳定，

资金使用合理合规，财政资金支付执行率 100%，资助对象满

意度 100%。

（二）项目绩效分析

1、精神康复服务对象及其家属满意度高。99%以上服务

对象表示服务有帮助、能学到知识方法、能更轻松面对生活。

2、为全区 404 名服务对象提供 40 小时以上服务，康复

服务对象在身心健康、知识技能提升、家庭关系改善、社会

适应等方面获得成长，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另外，个案、活

动、小组等指标均超额完成。

3、注重多方联动、共建共治，合理预防并处理因精神



病发而导致的社区问题，帮助康复服务对象恢复病情、提升

家属运用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

4、为康复服务对象整合链接到相应的物资资源、政策

资源等，合计 20000 多元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其家庭经济状况。

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一）社会效益。一是提升精神康复服务水平，为 404

名服务对象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和基本康复服务，可以显著

提高精神残疾人的康复成效；二是增强社会融入与功能恢

复，通过康复训练、心理疏导、事前预防、危机介入、实时

支援、个案跟进等，让精神残疾人可以更好地融入社会，提

高其生活和社会参与的质量；三是家庭支持与减轻负担，为

精神残疾人家庭成员提供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疾病并有效照顾患者，从而减轻家庭压力；四是促进社区安

全与和谐，通过稳定精神残疾人状况，减少可能因精神问题

引发的社会问题，从而增加社区的整体安全感。

（二）经济效益。一是降低长期医疗费用，通过对精神

残疾人早期干预和持续服务管理，减少了复发和急性发作的

可能，从而节省了长期的医疗费用；二是减少社会福利的依

赖，随着精神残疾人功能的恢复和就业能力的增加，将减少

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三是提高社会

整体生产力，精神健康改善的精神残疾人能更好地参与工作

和社会活动，这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生产力和经济效率。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核查，在经费使用方面，截至 2023

年 10 月份，项目总预算执行率为 73.15%与服务期同步，但

专业支持经费支出使用率偏低，为 46.08%，建议服务机构同

步使用项目经费。目前项目的同伴支持计划较多关注技能提

升、情感支持等目标，服务内容呈现常规化的特点，亮点特

色不够突出。康复者分层分类服务的评估不够完善，需要增

加社会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水平等核心变量的动态监测。项

目在宣传、社会关注度方面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将政策资

源手册的可视化成果进一步推进，如在线和线下推广。

六、相关建议

建议中标机构结合精综项目在促进康复者与外部社会

正向联结、有意义社交、积极的自我形象、重整生命意义等

复元理念的干预方向，对特色服务计划进行优化。通过宣传

等方式打破公众的刻板印象，促进康复者社会功能的恢复。

项目在专业服务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其一，项目社工

可对过往活动进行总结，考虑将服务对象满意度高的服务形

成系列的恒常服务；其二，资源链接方面，考虑在五社联动

方面做出更多探索，如更多链接志愿者和康复资源。其三，

项目已形成很多服务素材，社工要进一步加强对专业实务的

研究，可考虑将个案辅导服务、家属（照顾者）服务、家盟

会服务、同伴支持服务和分片区—下社区服务从案例或模式



角度进行总结，争取在专业期刊、学术及实务会议上发表学

术论文，扩大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尽力推动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