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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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提标改造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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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43  655.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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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43 655.43 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改造 1259 1259 

合计 1459 1459 

大数据指挥中心之警务监

督研判中心、案件管理中

心改造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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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分） 

投入目标 

资金节约

率 

15%及其以

下 
1 

15%及其以

下 
1 

配套设施

到位率 
100% 1 100% 1 

业务运维

体系健全

性 

健全 1 健全 1 

政府采购

规范性 
规范 2 规范 2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1 健全 1 

预算执行

率 
100% 6 100% 6 

可行性研

究充分性 
充分 1 充分 1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3 合规 3 

专款专用

率 
100% 3 100% 3 

工程管理

规范性 
规范 5 规范 5 

产出目标 

警务监督

研判中心

改造面积 

=360 平方

米 
6.5 360 平方米 6.5 

大数据指

挥服务中

心尾款支

付率 

=100% 6.5 100% 6.5 

案件管理

中心改造

面积 

=300 平方

米 
6.5 300 平方米 6.5 

改造工程

验收合格

率 

=100% 6.5 100% 6.5 

结果目标 

改造后大

数据指挥

服务中心

部门数 

=7 个 7.33 7 个 7.33 

改造后案

件管理中

心功能 

=7 个 7.33 7 个 7.33 

改造后警

务监督研

判中心功

能 

=3 个 7.34 3 个 7.34 

影响力目标 

后续运维

管护机制

建立及落

实情况 

建立健全

相关制度

并予以落

实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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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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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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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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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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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苏州市公安局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进行提标改造，改造总建筑面积约

5188 平方米，主要包括：应急楼二层——四层装饰工程、安装工程以及

智能化工程。土建改造包括装饰范围新建土建隔墙及四层走廊增加钢结

构夹层，约 120 平方米。安装工程包括室内给排水、室内电气、室内消

防和喷淋改造、室内火灾报警系统和室内空调系统；智能化工程包括新

建指挥大厅大屏、左右辅助屏、大数据专班拼接屏、110 接警室大屏、显

控系统设备、融合通讯设备、弱点集成设备、精密空调设备、110 系统升

级、三楼、四楼作战大厅信息化作战台、综合布线、大厅多媒体等。装

饰软装包括办公家具采购。 

    警务监督研判中心装饰改造建筑面积约 360 ㎡，费用约 150 万元。

案件管理中心装饰改造建筑面积约 300 ㎡，通过改造设立执法办案专用

场所，实现对警情、案件、场所、财物、卷宗等执法要素及日常执法办

案活动进行集约化、精细化、全流程、回溯式监督管理，费用约 170 万

元。上述改造费用均不含智能化设备设施安装调试。 

项目总目标 

通过改造建设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实现（第一指挥调度中心、第一资

源整合平台、第一数据服务中心、第一情报支撑中心、第一综合战时窗

口）苏州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五个第一”的战略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2021 年按照既定计划完成项目部分尾款支付，大厅整体功能正常运转，

有效支撑实战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突任务。 

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批复，2019 年 5 月完成标底编制，当月进入招标阶

段；2019 年 7 月进入施工；9 月完成主体施工任务；9 月 20 日正式入驻

办公；2020 年 9 月完成项目验收。分中心项目于 2020 年 9 月批复，2021

年 1 月完成项目验收。 

建设内容包括：墙体、地面、顶面、水电、消防、暖通以及智能化等；

土建改造工程包括装饰范围新建土建隔墙以及四层走廊增加钢结构夹

层，约 12 ㎡；二——四层室内装饰工程；安装工程包括室内给排水、室

内电气、室内消防和喷淋改造、室内火灾报警系统改造和室内空调系统；

智能化工程包括新建指挥中心大屏、左右辅助屏、大数据专班拼接屏、

110 接警独立大屏设备等、显控系统设备、融合通信设备、弱电集成设备、

精密空调设备、110 接警系统升级、三楼联合指挥大厅、四楼情报作战厅、

接警平台席信息化作战台、原指挥大厅大屏拆除、综合布线系统、联合



指挥大厅多媒体建设等；装饰软装和二——四楼办公家具、文件柜等。

改造案件管理中心约 300 平方米、警务监督研判中心约 360 平方米，主

要包括土建、装饰、安装工程等。 

项目管理成效 

项目引入全过程代建，施工由监理方全程监督，项目施工按照合同执行，

建立项目管理台账，详细记录项目各里程碑节点，项目交付使用后，由

管理方情报指挥中心负责日常运维管理，建立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日常

运维管理规范，在基础设施运维上，由指挥中心、大数据支队、警保处

以及承建方联合组成运维团队，24 小时响应各类故障处理；在人员机制

管理上，除了严格规范指挥中心内设机构日常管理外，在其他警种合成

作战上，按照不同勤务级别由不同警种部门入驻，确保指挥中枢 24 小时

不间断运行。截止到 2021 年底，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各类设备均运行正

常，无重大事故发生，各项功能均能满足实战要求。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项目支付周期长。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在资金管理上，严格按照财务要求，对已完成支付的资金进一步规范留

档，对还未支付的尾款资金，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支付相关材料准备，确

保资金使用规范。 

在项目基础设备运维方面，按照基础设备和智能化设备分工，进一步细

化设施设备运维管理规范，考虑到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 24 小时不间断运

行的特殊性，建议所有维护操作要尽可能的在确保不影响大厅正常运转

的前提下开展，在项目建设成效应用上，进一步强化指挥中心在各类警

务活动中的指挥中枢作用。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职责

任务、运行模式、力量保障、资源整合、考核监督等内容；建立健全配

套运行机制。完善数据监测分析、情报研判预警、警种促发联动、应急

处突指挥、部门合力协同等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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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