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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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轨道交通治安监控设备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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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  1214.87 2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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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87 12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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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487 1214.87 

轨交 4 号线往年延续警务

通信系统维保费 
182 181.25 

轨交 4 号线警用通信系统

维保项目 
216 183.75 

轨交 1 号线警用通信系统

蓄电池更新项目 
234 195.48 

轨交 1 号线警用通信系统

维保项目 
340 141.72 

轨交 2 号线往年延续警务

通信系统维保费 
515 5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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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

率 
100% 6 100% 6 

政府采购

规范性 
规范 2 规范 2 

工程管理

规范性 
规范 5 规范 5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3 合规 3 



专款专用

率 
100% 3 100% 3 

业务运维

体系健全

性 

健全 1 健全 1 

资金节约

率 

15%及其以

下 
1 

15%及其以

下 
1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1 健全 1 

配套设施

到位率 
100% 1 100% 1 

可行性研

究充分性 
充分 1 充分 1 

产出目标 

日常维护

通信系统

数量 

=24 个 4.33 24 个 4.33 

采购电池

数量 
=1040 节 4.33 1040 节 4.33 

电池更新

机房数量 
=26 个 4.35 26 个 4.35 

通信系统

故障修复

响应时间 

=100% 4.33 100% 4.33 

信息系统

日常运维

周期 

=100% 4.33 100% 4.33 

机房网络

设备运维

范围 

=141 个 4.33 141 个 4.33 

结果目标 

维护沿线

站点数量 
=133 个 5.5 133 个 5.5 

系统使用

警务人员

满意度 

=95% 5.5 95% 5.5 

覆盖沿线

派出所数

量 

=2 个 5.5 2 个 5.5 

覆盖沿线

站点数量 
=24 个 5.5 24 个 5.5 

影响力目标 

运维保障

机制 
实施 2 实施 2 

人员培训

率 
=100% 2 100% 2 



作业人员

持证上岗

率 

=100% 2 100% 2 

建立运维

考核机制 
实施 2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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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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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包括维护苏州轨道交通一、二、四号线警用通信系统中公安专用

计算机网络及公安电话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公安无线系统、消防无线

系统、电源系统、警用传输系统。采取包工包料的大包干形式为采购人

提供服务。即在维护期内包含系统维护所需的所有零配件更换、人工等

一切费用。本次实施期限为两年。同时对苏州轨道交通一号线全线 24 个

车站及 2 个公安派出所的警用通信设备间分别设置 2 组共 40 只共 1040

只蓄电池，自 2012 年使用至今已超过 8 年，后续使用故障率较大，且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本项目拟采购 1040 节全新蓄电池，以消除设备老化隐

患，确保全线通信系统运行稳定。 

项目总目标 确保站区警用通信系统正常运行，无重大通信事故发生。 

年度绩效目标 确保站区警用通信系统正常运行，无重大通信事故发生。 

项目实施情况 

该项目包括维护苏州轨道交通一号线警用通信系统中公安专用计算机网

络及公安电话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公安无线系统、消防无线系统、电

源系统、警用传输系统。一号线及四号线维保项目于 2021 年 5 月完成合

同签订，二号线为延续往年项目，一号线蓄电池于 2021 年 11 月完成合

同签订，12 月完成安装并通过验收。 



项目管理成效 

该项目立项、方案评审、财评通过后，启动招标工作，按照政府采购服

务类进行公开招标。项目于 2021 年 5 月确定中标单位，并经公示确定后，

合同签订后公司立即按照合同组建了项目管理班子，并与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使用单位、轨道运营单位、组建了现场管理组织机构。 

通过各参建单位人员的分工协作、友好配合，该项目较好的完成管理目

标。在项目管理合同执行过程中：招标程序合法；施工中未发生安全事

故及重大质量事故；未有合同纠纷；无变更、签证等，原始数据由施工、

监理、审计、建设等各方签字认可；项目完工由建设单位组织各责任方

进行了验收，试运行对存在的质量缺陷施工单位进行了返工、维修，目

前试运行良好，质量已达到合同及施工规范要求，具备验收条件。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本项目维护场地为已开通运营的轨道交 1 号线、2 号线、4 号线，是密切

关系到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4 号线警用通信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为此，为切实确保轨道交通警用通信系统的正常运行，作为使用单位，

我们严格要求施工方按照轨道交通运营的请点实施制度执行，因为请点

实施时间短，夜间施工、现场施工难度大，需要做到比平时的公建项目

所要求的人走场清更高的要求，造成实际施工效率、具有严重降效的现

象，对施工单位按期完成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对建设单位的工程管理

提出严峻的考验。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加强对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管理，对建立单位、施工单位管理人员

等均提出严格的要求，从综合素质、技能等方面，切实提高施工效率。 

2、及早安排资金到位计划，加快本项目的建设进度，尽早实现项目建设

目标，为规避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3、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工程管理和财务管理，严格控制建设投资。编

制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既保证工程进度支付，又降低财务费用。加强

工程设计、概预算控制和决算审计等管理工作，降低工程投资。加强地

质、自然灾害的预防、预测工作，使工程施工的未预见投资降至最低，

有效控制成本风险。 

4、建立适合当地特点的现代企业经营的管理制度，并在运行过程中不断

加以修订完善；制定企业发展规划，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因岗择人，

建立并实施培训计划，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 

5、施工过程中还需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和考核，以提升施工单位的综

合管理能力。 

6、还需加强对监理单位的管理和考核，充分发挥监理单位的作用与主观

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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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