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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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苏区监控系统前端建设四期（公共安全

视频共享平台建设） 
项目年份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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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0.00 1551.21 4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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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21 1551.2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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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姑苏区监控系统前端建设四期（公共安全

视频共享平台建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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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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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5.09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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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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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人像抓

拍摄像机数

量 

=400 套 4 =401 套 4 

建设智慧小

区数量 
=10 个 4 =10 个 4 

升级超级卡

口摄像机数

量 

=150 个 4 =148 个 3.73 

新增 4K 全景

相机数量 
=10 套 4 =10 套 4 

新增高清治

安监控数量 
=200 套 4 =201 套 4 

高清视频像

素分辨率达

到 1080P标准 

达标 4 达标 4 

结果目标

（22 分） 

超级卡口设

备车辆捕获

率 

=90% 3.14 =90% 3.14 

超级卡口设

备人脸捕获

率 

=70% 3.14 =90% 3.14 

智能化前端

设备提升率 
=25% 3.14 =35.08% 3.14 

人像、车辆前

端设备汇聚

率 

=98% 3.14 =100% 3.14 

治安监控点

位每平方公

里覆盖数 

>80 个 3.14 =105 个 3.14 

联网视频图

像资源信息

“一机一档”

=100% 3.14 =100% 3.14 



建档率 

治安监控视

频图像资源

联网率 

=100% 3.16 =100% 3.16 

影响力目

标（8 分） 

提高重点关

注人员预警

率 

=5% 2.67 =6% 2.67 

实战部门认

可度 
=95% 2.67 =100% 2.67 

治安监控前

端采集数据

与区双网融

合网格联动

平台实现共

享 

实现 2.66 实现 2.66 

合计 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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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局“城市盾牌”工程建设任务书的要求，升级超级卡口 150 套，

在人员车辆密集的重点场景新建 10 套 4K 全景摄相机，增补 400 套人

像抓拍、200 套高清治安监控。同时对 10 个老旧小区进行技防改造，

建设智慧小区.打造智能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前端感知设备网络。 

项目总目标 

  视频监控应用建设的信息采集由单一的视频采集转变为多维度立

体化的信息采集，构建立体化、现代化、智能化治安防控体系，全面

提升智能化技防系统的覆盖率、建档率、联网率。 

年度绩效目标 

升级超级卡口 150 套，新增 4K 全景摄像机 10 套，增补人像抓拍摄像

机 400 套、高清治安监控 200 套，建设 10 个智慧小区。全面提升智

能化技防系统的覆盖率、建档率、联网率。提高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能

力，有效节约警力投入。 

项目实施情况 

随着苏州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密集、

流动人口增加，进而引发城市建设中交通、社会治安、重点区域防范

等城市管理问题，引入技术安全防范和技术侦察是解决目前公安系统

的“有效管理”和“经济成本”间矛盾的必要手段。 

苏州市姑苏区经过前三期监控系统前端建设，已经在火车站、轨交出

入口、医院小区、学校等人流量大、流动性强的重点场所，根据实际

场地，综合考虑采光、角度、高度等因素建设动态人像卡口的球机、

枪机，实现人脸检测、人脸跟踪、特征提取、身份识别、自动报警等

功能，目前已联网智能比对平台 1900 余套，并抓获各类嫌疑人数百

名，有效压降了辖区内的发案率，在日常公安工作中已经逐步显现出

其显著效益。虽然姑苏区在前几期的监控前端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

效，但是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安保新形势的

要求下，目前姑苏区在监控点位的覆盖面上仍旧是不足够，有部分重

点位置未部署，就内外包围圈而言，未能达到全封闭、视频全接力的

效果，本次项目建设的目的即在以往建设的基础上进行补点加密，采

用高清监控摄像机、结构化摄像机相结合的方式，大大提高公安监控

系统智能化建设水平。提高安全防范能力，从事后取证到事前预警，

有效杜绝安全隐患。 

本项目完成了 148 套超级卡口升级、10 套 4K 全景摄像机新建，401

套人像抓拍增补、201 套高清治安监控增补，同时完成了对 10 个老旧

小区进行技防改造。设备及系统运行稳定，符合建设需求。 

建设内容如下： 

各前端采集的高清视频存储至运营商 IDC 机房云存储中，通过运营商

IDC 机房已建 40G 防火墙接入姑苏分局视频监控平台实时展示，同时

通过公安视频专网实时共享给苏州市公安局视频监控平台。 

本次项目为满足各类前端视频、图片、数据存储时长要求，需对运营

商 IDC 机房内现有云存储设备进行扩容，本项目的存储产品须为云存

储系统，不允许采用 IP SAN 存储或 NVR 堆叠的方式实现。投标单位

需要从系统架构、数据存取、可靠性、数据安全性等方面对此次云存

储系统进行全面的设计，最大程度保证此次项目存储系统的可靠性和

数据安全性。此部分新建云存储系统须无缝接入姑苏区公安分局已建



业务平台 KDM2800，实现统一管理。。 

超级卡口、人像卡口所采集的车辆、人员图片，直接推送至市局实战

视图分发平台，按预定规则分发至百度警用智能机，经解析后为市局

大数据实战共享平台提供数据支撑。 

本次项目前端监控摄像机、全景摄像机、多目摄像机和人像卡口继续

沿用 EPON-VPN 专网技术，将采集的视频数据通过运营商的 VPN 专网，

传输至通信运营商局端机房进行存储。从网络的安全、可靠性及存储

的异地冗余考虑，本次网络架构设计扩容的云存储都将下放至运营商

机房。 

在运营商机房内通过已建 40G 防火墙，对接公安视频专网，将视频数

据分发至姑苏分局视频监控平台进行实时展示。 

本次项目建设的超级卡口摄像机由于考虑带宽问题，采用租赁运营商

千兆裸纤的方式，将图片流、数据流实时推送至苏州市公安局视图分

发平台，按预定规则分发至百度警用智能机，经解析后为市局大数据

实战共享平台提供数据支撑。 

项目管理成效 

严格按照市局下发的《苏州市“城市盾牌”工程建设任务书》要求进

行项目规划和建设。为保证项目工程质量，聘请工程监理公司，负责

对项目整体施工质量进行监理。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后，为保证施工进

度，每周由姑苏分局大数据部门召集施工、开发、监理等单位召开工

程例会。力求在规定的时间、预算和质量目标范围内完成项目的各项

工作，实现项目的目标。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主要问题是项目进度有延期，原因如下： 

1.由于疫情原因导致大部分点位重新勘点。 

2.由于春节假期及市政/绿化相关部门工作交接原因导致道板/绿化开

挖申请进度缓慢。 

3.因实战部门业务需求，增加了超卡设备点位。 

4.为不影响在线率考核，EPON 改造进度无法加快。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加强项目施工过程的管理 

（1）组织设计招投标工作，通过对设计方案的比选，进行优化。从

设计源头上保证既实现造价的低廉，又保证设计质量的高标准。 

（2）认真配合设计进行查勘，提供各种基础资料。力争初步设计中

的项目、内容、概算等做到合理。 

（3）初步设计出台，组织力量对初步设计进行研究、分析、提出意

见，并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平衡、完善，提高方案的实用性及降低

投资成本。 

（4） 要加强对施工图设计的审查、设计施工交底等工作。 

2. 加强项目施工过程的管理 

（1）对有关单位的资质审查，包括对施工单位、机电设备和主要建

筑材料供应商的资质审查。对工程建设的施工单位，加强监督工作，

要求他们精心施工并为其创造必要条件。 

（2）对于工程建设的每个重要环节，要会同监理加强监督，做好组

织与协调工作。及时组织抓好施工图纸的会审与交底工作，使设计图

纸中的问题及早被发现和解决，使施工单位明确工程重点和难点。 

3. 加强项目监理过程的管理 

（1）要求监理单位用人规范。具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任职资格的

总监代表应常驻工地，专业工程师必须有工作经验，并取得监理行业

上岗资格的工程师。现场监理机构组成人员要有丰富的理论基础知识

和现场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协调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应根

据施工进度的需要，适时要求监理机构调整专业监理人员，以满足工

程质量质量对监理人员的需要。 

（2）要求现场监理机构严格执行理工作制度及监理规划。在施工过

程中对监理工程师工作制度及临理规划执行情况，要进行定期或不定

期进行检查或抽金，通过检查或抽查，努力敦促监理人员开展工作时

有法可依，减少监理工作的随意性，克服监理工作的盲目性，一旦发

现作弊就要终结合同，并追究其责任。 

（3）坚持定期召开工程例会制度。通过定期召开工程例会，能掌握

工程现成的第一手真实资料，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判断出工程目前所

处的质量状态，为下一步质量进度和投资控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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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