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电子政务项目建设资金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信息中心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3773.00 0.00 3773.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3773.00 3513.00 26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3773 

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监管数据中心 98 

互联网+公共服务（燃气缴费）项目 197 

苏州城市服务总入口项目 879 

苏州市级政务云业务中台项目 360 

苏州市级政务云数据中台项目 570 

苏州市级政务云业务索引应用项目 198 

苏州市电子政务架构治理及绩效管理服务

项目 
60 

苏州市市级数据库平台标准化治理项目 360 

苏州大数据共享协同综合服务项目 64 

苏州市电子政务外网电子认证管控服务平

台 
232 

苏州市政务云资源管理可视化平台 200 

监理服务 153 

2019 年项目尾款 402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投入目标

（26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80 分）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资产产权明

确性 
资产明确 1 好 1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1 =100% 1 

预算执行率 =100% 6 =93% 6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1% 1 

配套设施到

位率 
=100% 1 =100% 1 

实际风险事

件有效控制

率 

=100% 1 =100% 1 

政府采购规

范性 
规范 2 =100% 2 

可行研究充

分性 
充分 1 好 1 

工程变更合

规性 
合规 1 好 1 

与预期质量

计划差距定

期检查率 

=100% 1 =100% 1 

业务运维体

系健全性 
健全 1 好 1 

产出目标

（24 分） 

项目验收通

过率 
=100% 2.18 =100% 2.18 

各项目目标

达成率 
=100% 2.18 =100% 2.18 

项目建设管

理规范性 
规范 2.18 规范 2.18 

年内项目启

动数 
=7 个 2.18 =7 个 2.18 

签名验签服

务器 
=4 台 2.18 =4 台 2.18 

圈存机布点

数 
=805 个 2.18 =1000 个 2.18 

监管数据中

心基础库建
=8 2.18 =8 2.18 



成数 

落实项目监

理制数量 
=10 2.18 =10 2.18 

业务中台通

用服务能力 
=6 2.18 =7 2.18 

提供数据质

量的第三方

数据质量监

测服务 

=40 2.18 =40 2.18 

安全认证网

关 
=2 2.2 =2 2.2 

结果目标

（22 分） 

数据交换前

置交换节点

数 

≥35 个 2.44 =40 个 2.44 

业务标签信

息 
≥55 个 2.44 =106 个 2.44 

对接业务部

门服务 
≥100 点 2.44 =200 点 2.44 

APP 下载数 
≥500000

个 
2.44 

=2690000

个 
2.44 

架构治理服

务提交电子

政务项目初

审报告数 

≥100 份 2.44 =100 份 2.44 

数据中台综

合监控分析

项 

≥20 项 2.44 =20 项 2.44 

数据资源分

析算数据资

源分析算法 

≥4 种 2.44 =4 种 2.44 

监管数据中

心对接部门

数 

≥10 2.44 =16 2.44 

业务中台需

要对接部门

业务服务 

≥30 2.48 =30 2.48 

影响力目

标（8 分） 

数据库标准

化水平 
提升 2 提升 2 

部门用户满

意度 
≥95% 2 =100% 2 

部门沟通机

制健全性 
健全 2 健全 2 



全市电子政

务项目治理

水平 

提升 2 提升 2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推动燃气缴费、城市服务总入口等事实惠民项目，提升老百姓幸福感、

获得感；建设数据中台、业务中台、业务索引应用、数据库标准化平

台、电子认证管控平台等公共能力平台，为市级各部门上层应用提供

支撑；通过架构治理、数据服务，保障全市政务信息化有序开展。 

项目总目标 
电子政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电子政务运维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

电子政务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年度绩效目标 
电子政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电子政务运维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

电子政务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项目实施情况 

经统计，2020 年资金预算总额为 3773 万元，实际使用金额 3513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93%，预算执行水平较高。各项目均有较为完善的资金、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的制度保障了专项资金的专款专用，业务运维体

系健全。应用系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充分，业务申报单位在报送《苏

州市电子政务建设项目申报表》时附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市大数

据管理局会同市财政局组织专家，审查合格后方能列入市电子政务建

设年度计划。获得电子政务建设专项资金扶持建设的项目均经过专家

组严格审核，其中项目与部门发展的适应性和一致性作为立项依据的

重点被考核并得到保证。所有项目招投标过程均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未出现投诉情况。软件项目现已列入部门资产，产权明晰。 

项目管理成效 

1.健全组织机构，数字政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今年，市信息中心配合市大数据管理局，强化全市电子政务建设顶层

设计，着眼从全局和根本上解决政务信息系统建设中存在的“各自为

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问题，进一步加快全市政务信

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2020 年，苏州市电子政务（政务大数据）工作

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工作例会，瞄准电子政务建设中的跨部门、跨业务、

跨系统、跨条线、跨层级协同问题，研究部署重大事项，协调解决难

点问题，监督推进工作落实。以上制度举措为电子政务建设专项资金

的使用管理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指导和制度保证。 

2.专项资金管理规范，支出有据，资金使用合理合规。 

电子政务建设专项资金严格执行专户管理和先发生后支付的原则，有

效保障资金安全，避免专项资金在预算部门沉积。在资金管理方面，

资金、财务制度健全，审批拨付流程清晰，经费支出有据可循，资金

使用合理合规，专项资金管理规范、严谨，资金使用效率较高。 

3.电子政务项目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应用系统建设项目安排上，坚持市大数据管理局、市财政局两部门

联合审查、专家评分的流程，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项目申报表、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责任书等纸质资料齐全，

市大数据管理局和市信息中心统一整理归档，管理规范，项目流程做

到了有迹可查。专项资金全程有监管、有跟踪、有协调、有反馈，电

子政务项目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信息化应用需求变化更加迅速，在项目启动

建设时间受到申报项目确定时间的影响，实际资金到位并启动建设时

间较晚，项目建设周期不充裕。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强电子政务项目管理工作，强化对实施项目事前、

事中和事后的管理，对项目立项审批、建设、验收和运维全生命周期

中的各个环节都引入绩效目标考评机制，建立和完善了监督检查和评

估机制，强化对实施执行进度和质量的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