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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消费者委员会秘书处 2017 年度部门预算报告

一、主要职能

福田区消费者委员会自 1991 年（福府办[1991]32 号文件）正式成立，2014 年 11 月 26 日，福田区

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福编〔2014〕24 号）同意设立福田区消费者委员会秘书处，作为福田区消费者委

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为福田区经济促进局代管的事业单位，是一级预算单位。本单位主要职能是：1、

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提高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引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2、参与制定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参与建设消

费信用体系；推动及参与有关商品和服务标准制定；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3、

就有关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

行调查、调解；4、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5、组织开展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价格、售后服务和消费者的意见等进行调查、比较、检测、分析，并公布结果；推进跨区域（跨境）消

费维权合作；6、完成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二、机构编制及交通工具情况

本单位不设内设机构，编制数 4 人，实有人数 13 人，雇员员额 2 人，劳务派遣实有人数 7 人，离

退休人员 2 人。公务用车共有 1 辆。

三、2016 年绩效情况

（一）完善维权体系，着力维护消费者权益。一是夯实基础工作。熟练运用“3.15 消费通”业务

系统处理消费投诉案件，规范案件处理流程及时效管理，做好来访的登记和接待，调解工作效率和质量

均得到提升。2016年，福田区消委会共受理各类消费者投诉案件8691宗，案件总量同比去年上升20.64%，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176.87 万元。接待现场来访消费者 86 人次，现场调解 50 余场。二是化解群体

纠纷。针对商家“跑路”、“失联”等突发群体性投诉，第一时间约谈商家，并主动联合市消委会、相

关部门开展调查、协调，邀请专业小组专家、律师参与调解，最大程度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成

立专业委员会。市消委会联合市银行业协会等 6 家单位共同发起、组建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金融专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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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金融委的日常管理、运营维护由福田区消委会秘书处负责，这种由市消委会创建、交由区消委会

管理的市区共建模式是专业委员会建设的首次大胆探索。四是加强企业约谈。坚持“事前着手”，分别

约谈邦德文化、捷信金融、佰仟金融等企业及行业协会负责人，以消费者投诉数据为依托，从消费者诉

求出发，建议企业完善规则、提升服务质量及售后水平，呼吁企业诚信经营，将消费投诉数据有效转变

为企业市场数据，帮助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及服务寻找突破口。五是开展企业培训。本着“服

务企业”的理念，组织福田辖区的 50 家企业代表开展重点企业培训，并针对企业需求和工作实际，邀

请著名心理咨询师和投诉处理方面专家进行授课，倾听企业声音，为企业答疑解惑。六是推动商家注册。

通过约谈、走访、宣传、培训等方式积极推动“3.15 消费通”业务系统关联商家注册，陆续推动邦德

文化、樱花外语、佰仟金融等 30 家投诉集中的企业注册关联，有效提高了案件处理效率，提升了消费

者满意度。七是加强节假日预案。在春节、五一等重点节日期间，制定节日消费投诉处理预案，由主要

领导挂帅，安排人员值班，保证在第一时间处理好突发性、重大消费纠纷，营造健康消费环境。

（二）强化队伍建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一是工作屡获肯定。荣获“2015 年度深圳市消委会系

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今年，国家工商总局领导、中消协、省、市消委会领导分别到我会调研，对我

会的工作均给予了充分肯定。今年共收到消费者感谢信（表扬信）8封、锦旗 9 面、牌匾 2 面。其中，

备受媒体关注的“海外自游学”投诉更是收到商家与消费者同时授锦旗致谢，体现了商家与消费者双方

对我会工作的一致认可。二是加强市区联动。在热点难点案件调解、媒体披露、信用信息推送等方面形

成了较好的市区联动机制。联合市消委会共建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金融专业委员会，金融委的日常管理、

运营维护由福田区消委会秘书处负责。联合约谈邦德文化、捷信金融、佰仟金融等多家企业。联合市消

委会、市公共信用中心召开消费维权信用信息推送新闻发布会，首次向市公共信用中心公开推送 1家严

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失信企业。三是狠抓队伍建设。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增强全体党员干部的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勇于担当作为。完善

各类制度，坚持会议制度，每月召开工作分享会，阶段性总结前期工作，分析重点、难点问题，交流分

享经典案例。坚持学习制度，主动适应法治建设的新要求，每月定期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及消费者权益保

护业务培训，由法务组结合案例讲解相应的法律知识；参加全市消委系统业务培训，交流行业特点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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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态。抓好新制度的建设，结合市消委会相关制度，起草我区消委会受理消费者投诉工作规则、现场

调解指导意见、消费维权约谈制度、投诉披露制度等。四是力推华强北升级改造。根据市、区两级政府

关于推进华强北片区升级改造的工作部署，区消委会秘书处积极落实“视觉导向系统”工作，于 5月底

启动华强北商圈专属标识 LOGO 全球征集工作，共收到来自全球 31 个国家或地区的 936 位设计师的参赛

作品共计 1631 件，获得外围关注度 107 万，直接关注度 30 万。经过海选征集、专家评审、作品公示、

大众评审和会议初选等，9月初，经华强北提质升级指挥部会议讨论及主要领导审议，最终确定选用《博

弈》作品的改良方案 B 方案为华强北 LOGO，为塑造华强北片区文化形象奠定了基础。

（三）创新宣传载体，着力净化消费环境。一是打造“互联网消委会”。做好消委会微信公众号的

运营维护工作，及时、准确地发布热点案件、消费指引、案例分析等文章，建好消费维权的“口袋百科”

和“资讯平台”。在春节、“3.15”（注：每年的 3 月 15 日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等重点节日，

发布节日专刊，并以有奖活动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消费者调查，赢得消费者的点赞。二是建立媒体披

露制度。今年 4 月 19 日，福田区消委会联合深圳市消委会、市公共信用中心召开消费维权信用信息推

送新闻发布会，首次向市公共信用中心公开推送 4家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失信企业。三是开展“3.15”

主题宣传活动。“3.15”期间，围绕“品质消费 我做主”主题，开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列活动，

通过线上线下双互动，打造品质消费生态圈。一方面举办线下活动走进群众接地气。走进侨香村社区、

中心书城 U 站等人流密集地开展宣传咨询活动，并广泛发动社区、行业协会、志愿者组织参与，向市民

普及绿色环保、理性品质的消费观念。一方面通过线上互动将消费引导带进万家。发挥互联网新媒体传

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通过福田消委会微信公众号发布“3.15”主题专刊，包含品质消费、十大案

例、活动预告等多个系列，开展微信有奖调查，由消费者票选“福田品质产业”。

四、2017 年度主要工作目标及任务

一是抓委员会建设。结合市消费者委员会建设情况，重点抓好我区消费者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拟

由区政府职能部门代表、业界知名人士、消费者代表组成（按 1:1:1 的比例），委员会下设若干专业

小组，为消费维权提供业务指导和专业技术支持。委员会建设将淡化行政色彩，突出社会参与，整合

资源，扩大影响，将消委会职能最大化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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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抓产品比较试验。联合市消委会、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等第三方专业机构，加大产品比较

试验力度，通过比较试验引导行业协会和企业制定消费领域社会团体标准，提高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差

异化的认知度，推动企业持续改进产品质量。

三是抓消费引导。充分发挥好《新消法》赋予的第一大职责消费引导的作用，通过案例宣传、比

较试验、媒体披露等有效手段，引导广大消费者树立合理、科学消费、可持续消费理念，推动消费升

级，助推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健康有活力的市场消费环境。

四是抓信用体系建设。加大信用体系建设力度，加强与市消委会的联动，用好《新消法》赋予消

委会的公开披露、信用推送、公益诉讼三大有力抓手，特别是信用信息推送方面，严惩严重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企业及行为；同时，结合市消委会“品质消费、好人举手”的举措，对守信企业要加大

正面宣传，树立行业标杆。

五是抓制度建设。完善出台区消委会秘书处制度汇编，完善现有的会议制度、学习制度、请休假

制度；在上级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出台与我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消费者投诉工作规则、现场调解指导

意见、消费维权约谈制度、投诉披露制度等。进一步抓好各项制度的执行，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理，

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五、2017 年部门预算情况

2017 年本单位部门预算规模为 454.8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54.81 万元，基金预算 0 万

元。具体包括：

（一）基本支出 162.07 万元。具体支出内容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 118.59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7.22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公用经费 6.26 万元，主要包括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等支出。

（二）项目支出 292.74 万元。具体支出内容如下：

1、购置费支出 1.2 万元，全部为政府采购项目，政府采购项目具体如下：

（1）办公自动化设备 1.2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电脑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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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缮费支出 0 万元。

3、业务费支出 288.54 万元，主要内容有：

（1）一般管理事务 155.54 万元，主要包括：购买劳务派遣服务 83 万元、会议费 10 万元、培训费

15 万元、维持本部门正常运转的其他杂项支出 30 万元等。

（2）消费者保护 133 万元，主要包括：产品比较试验 40 万元、食品比试及调查 10 万元、消费监

督调查 30 万元、数据分析工作 30 万元、“3.15”活动 6 万元等。

4、预算准备金 3万元，主要用于年度预算中不可预见的政策性支出等，按照项目支出的 5%以内的

规模预留。

六、“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7 年“三公”经费预算 4.34 万元，与 2016 年“三公”经费预算持平。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2017 年预算数 0 万元，与 2016 年持平。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

经费管理，我区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由区外事办和财政局统筹管理，调配使用，

因此各单位 2017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在实际执行中根据计划据实调配。

（二）公务接待费。2017 年预算数 0.44 万元，与 2016 年持平。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17 年预算数 3.9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017 年预算

数 0 万元，与 2016 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17 年预算数 3.9 万元，与 2016 年持平。



6

表一：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预算拨款 454.8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29.59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54.81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429.59

1、一般性经费拨款 454.81 消费者权益保护 429.59

2、财政专项资金拨款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22

3、政府投资项目拨款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5.2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

离退休 25.22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454.81 本年支出合计 454.81

上级补助收入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上缴上级支出

上年结转、结余 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454.81 支 出 总 计 4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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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预算拨款 454.81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54.81

1、一般性经费拨款 454.81

2、财政专项资金拨款

3、政府投资项目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454.81

上级补助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4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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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29.59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429.59

消费者权益保护 429.5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22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5.22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5.22

本年支出合计 454.81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结转下年

支 出 总 计 4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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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54.8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29.59

1、一般性经费拨款 454.81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429.59

2、财政专项资金拨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 429.59

3、政府投资项目拨款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2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5.22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

离退休 25.22

本年收入合计 454.81 本年支出合计 454.81

上年结转、结余 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454.81 支 出 总 计 454.81

表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按功能科目）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454.81 162.07 292.74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29.59 136.85 292.74

20115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429.59 136.85 292.74

2011506 消费者权益保护 429.59 136.85 292.7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22 25.22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5.22 25.22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

退休 25.22 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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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按经济科目）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 预算数

合计 162.07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18.59

30101 基本工资 69.62

30102 津贴补贴 10.84

30104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7.76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0.3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26

30228 工会经费 2.12

30229 福利费 0.24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9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7.22

30302 退休费 25.22

30311 住房公积金 5.76

30313 购房补贴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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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按项目分类）

单位：万元

预算项目 预算数

合计 454.81

一、基本支出 162.07

（一）人员经费 130.59

（二）离退休经费 25.22

（三）公用经费 6.26

二、项目支出 292.74

（一）一般性项目支出 292.74

1、购置费 1.2

2、修缮费

3、业务费 288.54

（1）一般管理事务 155.54

（2）消费者保护 133

4、预算准备金 3

（二）专项性项目支出

（三）政府投资项目支出

表八：政府采购项目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预算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基金预算

1 购置费 1.2 1.2

A0302 办公自动化设备 1.2 1.2

2 业务费 83.14 83.14

一般管理事务 83.14 83.14

C9900 其他服务 83.14 83.14

合计 84.34 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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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三公”经费财

政拨款预算总

额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接

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福田区消费者委员会 4.34 0.44 3.9

备注：因公出国(境)经费由区外事办和财政局统筹管理,调配使用,各单位不单独列报。

表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数

附件 1：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附件 2：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附件 3：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

附件 4：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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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17 年本单位部门预算规模为 454.8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54.81 万元，基金预算 0 万

元。2016 年本单位部门预算规模为 321.73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017 年比 2016 年增加了

133.08 万元，具体包括：

（一）2017 年基本支出 162.07 万元，比 2016 年基本支出 156.73 万元增加 5.34 万元，主要因为

“公用经费”项目从 2017 年起纳入到基本支出所致。

（二）2017 年项目支出 292.74 万元，比 2016 年项目支出 165 万元增加 127.74 万元。具体支出内

容如下：

1、2017 年购置费支出 1.2 万元，比 2016 年购置费支出 2.2 万元减少 1 万元，主要因为办公自动

化设备更新减少所致。

2、2017 年修缮费支出 0万元，与 2016 年修缮费支出持平。

3、2017 年业务费支出 288.54 万元，比 2016 年业务费支出 159.8 万元增加 128.74 万元，主要内

容有：

（1）2017 年一般管理事务 155.54 万元，比 2016 年一般管理事务 127.8 万元增加 27.74 万元，主

要原因是购买劳务派遣服务经费大幅上涨所致。

（2）2017 年消费者保护 133 万元，比 2016 年消费者保护 32 万元增加 101 万元，主要原因是产品

比试和消费调查工作力度的加大，大幅增加产品比试和消费调查项目的数量，其相关经费也随之大幅增

加所致。

4、2017 年预算准备金 3万元，与 2016 年预算准备金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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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福田区消费者委员会秘书处为事业单位（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2017 年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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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

2017 年政府采购项目经费预算 84.34 万元，其中包括：

1、办公自动化设备采购 1.2 万元，通过政府集中采购来执行，实施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2、劳务派遣服务采购 83.14 万元，通过政府预选供应商采购来执行，实施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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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市级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市级部门预算中反映的

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指单位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包括：教育收费、社会公益机构接受的

公益捐赠收入，以及幼儿园接受的捐赠收入等。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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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指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规定上缴的收入。

八、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

余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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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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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十一、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这外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二、“三公”经费：指市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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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差旅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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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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