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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引言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要求，由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公积金中

心”）编制。报告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

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

况，工作机构、人员和收支情况，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并附政

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本年度报告的电子版可以在上海住房公

积金网（www.shgjj.com）下载。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

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一、概述 

2016 年市公积金中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作正常，政府信

息公开咨询、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开展顺利。 

市公积金中心认真贯彻国家和本市有关信息公开的规定，围

绕住房公积金工作重点和公众关切内容，细化信息公开内容，加

大公开力度，加强政策解读回应，切实保障本市住房公积金缴存

单位、职工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一）强化组织领导，夯实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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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市公积金中心信息公开领导小组认真履行职责，

加强对住房公积金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定期开展信息公开

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根据国家和本市信息公开要点，结合住房

公积金工作实际，推进信息公开工作有序开展。全面梳理各类信

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文书，规范依申请公开的补正程序，调整优化

住房公积金信息公开内容，确保信息公开更及时、规范、透明。 

（二）完善管理制度，健全工作机制 

2016 年市公积金中心建立信息公开办公室联合商议制度，

由各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对边界模糊，难以

判断的事项，通过集体讨论，进行研究决策，从源头上降低政府

信息公开疑难问题由单一部门、单一人员做出审查意见的随意性

与差错率。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公开

的范围，保证“公开信息不涉密，涉密信息不公开”。 

（三）强化政策解读，做好舆情监测 

为保证政策文件解读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读性，市公积金

中心发挥网站、微信和微博等公开主渠道的作用，提升信息公开

和社会服务功能，做好政策文件与解读稿件同步推出，有效开展

舆论引导。结合年度基数调整的契机，通过微信公众号，不断宣

传公积金制度优越性，深入报道扩覆、执法情况以及解读提取、

贷款等方面的新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四）做好日常工作，及时报送数据 

信息公开工作专职人员和责任部门按时完成政府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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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年度数据的统计报送，及时编制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确保日常工作不断不乱，有序推进。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市公积金中心按照《条例》和《规定》的要求，坚持“公开

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积极做好主动信息公开工作。 

截至 2016 年底，市公积金中心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1814 条。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信息 

根据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住房

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要求，2016 年 3 月 31 日，通过

上海住房公积金网、《解放日报》、《中国建设报》、《劳动报》

等主要报刊发布《上海市住房公积金 2015 年年度报告》，将本

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使用等主要业务指标完成情况、财务

数据、增值收益分配情况以及社会效益等信息向社会主动公开。 

（二）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信息 

对于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和贷款等涉及缴存职工切身利益

的政策调整信息，通过网站、微博、微信、报刊、电视、广播等

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及时发布。2016 年配合住房公积金新政出

台和管理新举措，共播放电视新闻 16 条，充分发挥了宣传公积

金制度的作用。 

（三）住房公积金数据资源共享信息 

根据市政府有关政府信息资源向社会开放的要求，2016 年

市公积金中心向上海市政府数据资源服务平台提供住房公积金



 4 

数据 12 期。同时认真做好应用系统数据资源编目工作，对政务

资源数据进行全面梳理，调整原有的资源编目，规范信息资源目

录名称。 

（四）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及行政处罚信息 

除了在网站上公开行政执法检查信息、行政处罚单位信息之

外，市公积金中心还广泛利用报刊、电视等手段开展信息披露与

政策宣传，市公积金中心联合市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市住建委、

市总工会在《解放日报》、《劳动报》上刊登执法检查通知。2016

年市公积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组成执法检查小组，并邀请《劳

动报》记者跟踪报道闵行区公积金执法检查，社会反响良好。 

（五）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信息 

在现有的查询渠道（上海住房公积金网、上海公积金官方

APP、上海公积金官方微信、12329 短信业务、12329 热线自

助语音等）基础上，设立社区公积金查询服务点，有效推进了公

积金查询业务进社区工作。 

2016 年继续拓展银行自助机具查询公积金业务的合作银行

数量，目前本市已有五大国有银行和三家本地银行自助机具可实

时查询公积金信息，进一步方便了缴存单位与职工查询。 

为优化服务、节约资源，市公积金中心首次利用信息化技术

改进了 2016 年住房公积金结存单的发放方式，缴存职工和单位

可通过上海住房公积金网查询，下载和验证个人住房公积金电子

结存单。2016 年，市公积金中心共制作电子结存单 1127.8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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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其中住房公积金结存单 933.39 万份。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6 年市公积金中心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7 件，已经

全部作出答复。 

四、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2016 年市公积金中心未发生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的行政

复议。发生 1 件行政诉讼，主要事由是申请人对市公积金中心的

答复不服，经诉讼机关审理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五、工作机构、人员和收支情况 

（一）工作机构、人员情况 

    2016 年，市公积金中心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专职人员

1 人，兼职人员 23 人，设立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点 18 个（除静安、

浦东管理部各设立两个信息公开申请窗口外，其它管理部均设立

一个信息公开申请窗口）。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2016 年未发生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三）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 

2016 年未发生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关的诉讼（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费用。 

六、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2016 年市公积金中心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

存在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各业务部门信息公开的意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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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进一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需加强；二是依申请公

开的办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尚需不断提高。2017 年市公积金中心

将继续深入贯彻《条例》和《规定》精神，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

金信息公开工作，完善内部协调工作机制，针对存在的问题，采

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使市公积金中心信息公开工作取得更大进

步。 

  七、附表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6年度） 

填报单位：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统 计 指 标 代码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 —— ——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 1 条）  
1100 条 1814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1110 条 9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1120 件 9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 —— ——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1210 条 0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1220 条 245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1230 条 1608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1240 条 85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1250 条 5 

二、回应解读情况  —— —— ——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 1 次） 
2100 次 7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 —— ——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2210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2211 次 0 



 7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2220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2221 次 0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2230 篇 19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2240 次 0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2250 次 0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 —— —— 

  （一）收到申请数  3100 件 7 

     1.当面申请数  3110 件 2 

     2.传真申请数  3120 件 0 

     3.网络申请数  3130 件 2 

     4.信函申请数  3140 件 3 

  （二）申请办结数  3200 件 7 

     1.按时办结数  3210 件 7 

     2.延期办结数  3220 件 0 

  （三）申请答复数  3300 件 7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3310 件 4 

     2.同意公开答复数  3320 件 0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3330 件 0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3340 件 0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3341 件 0 

          涉及商业秘密  3342 件 0 

          涉及个人隐私  3343 件 0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3344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3345 件 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346 件 0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3350 件 0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3360 件 0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3370 件 2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3380 件 1 

四、行政复议数量  4000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4100 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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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依法纠错数  4200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4300 件 0 

五、行政诉讼数量  5000 件 1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5100 件 1 

  （二）被依法纠错数  5200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5300 件 0 

六、举报投诉数量  6000 件 0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7000 元 0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 —— ——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8100 个 0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8200 个 18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8300 人 24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8310 人 1 

     2.兼职人员数  8320 人 23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

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8400 万元 27.6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 —— ——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9100 次 3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9200 次 0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9300 人次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