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单位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上年预算金额（元）

预算执行率（%）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评分规则 自评分 备注

财务（资产）管
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
否健全、完善、有
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
资金规范、安全运
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
实施单位对资金运
行的控制情况。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资产）管理办
法；(1分）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
计制度的规定。（1分）③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
控机制；（1分）④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
的监控措施或手2段；（1分）⑤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
核算，开展必要的项目成本控制。（1分）

5

项目设立的规范
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
过程是否符合相关
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
范情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职责密切相关；（1分）
②是否符合部门（单位）中期规划、年度目标和计
划；(1分）③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1
分）④项目是否经过本部门（单位）预算评审；（1
分）⑤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1分）

5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
目标是否依据充
分，是否符合客观
实际，绩效目标与
预算是否匹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置和报送绩效目标（1分）
②绩效目标是否与项目预算或资金量相匹配;（2分）
③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和
指标值;（1分）④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细化和量化（主
要体现为依据充分、流程合规、数量合适、单价合理
、）（4分）其中：科学细化量化的得4分，基本细化
量化的得2分，未细化良化的不得分。

0 未编制绩效目标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
的进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情况打分）①预算执行
率在90%及以上得8分；②预算执行率大于80%以上不到
90%得6-8分；③预算执行率70%以上不到80%得4-6分；
④预算执行率70以下，不得分。

8

资金使用的合规
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
范和安全。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政管理改革要
求、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包括公务卡、“三公”经费、政府采购等）；
（3分）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1分）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

6

项目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行的
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
业务管理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和有
效，项目实施是否
符合相关业务管理
规定，是否为达到
项目质量要求而采
取了必需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理的业务管理制度；（1
分）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1分）③
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
（1分）④是否采取了有效的项目推进、质量检查、验
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1分）

1

项目建设内容较
多，覆盖范围较
广，有采购软硬件
产品、相关服务及
应用软件开发，但
是对于本项目建设
完成的考核指标不
明确

委办调研应调尽
调率

考察应调研委办是否全部
完成调研

3

指标标杆值：100%；
指标标杆值依据：往年数据测算；
评分方式委办调研应调尽调率100%得满分，80%-100%按比例换算得分
。低于80%不得分；

3

系统设计完成率
考察前期系统设计阶段是

否完成 3
指标标杆值：100%；
指标标杆值依据：计划标准；
 评分方式：前期系统设计完成并确定得满分，反之不得分。

3

数据管理办法出
台完成率

考察数据管理办法是否出
台 3

指标标杆值：100%；
指标标杆值依据：计划标准；
评分方式：数据管理办法出台得满分、反之不得分

3

需求调研精准性 考察需求调研数据精准性 3

指标标杆值：精准；
指标标杆值依据：计划标准；
评分方式：数据调研精准无错误情况得满分，每有一家单位数据调研
有错扣10%权重分。扣完为止；

3

系统设计通过率
考察系统设计经验收后合

格情况 3
指标标杆值：100%；
指标标杆值依据：合同及行业标准；
评分方式：系统验收合格率100%得满分验收不合格不得分；

3

数据管理办法健
全性

考察数据管理办法是否健
全 3

指标标杆值：健全；
指标标杆值依据：计划标准；
评分方式：数据管理办法内容完成健全得满分，反之每少一项内容扣
10%权重分；

3

需求调研及时性 考察需求调研是否及时 3

指标标杆值：12月份；
指标标杆值依据：合同要求；
评分方式：12月份完成需求调研得满分，反之每延长一周扣10%权重
分；

3

系统设计及时性
考察系统设计是否及时开

展 3

指标标杆值：12月；
指标标杆值依据：合同约定；
评分方式：于12月份完成系统设计得满分，反之每延长1周扣10%权重
分；

3

数据管理办法出
台及时性

考察数据管理办法是否及
时出台 3

指标标杆值：9月；
指标标杆值依据：合同约定；
评分方式：于9月份出台数据管理办法得满分，反之每延长1周扣10%权
重分；

3

建设成本合理性
考察项目建设成本是否合

理 7

指标标杆值：市级价格；
指标标杆值依据：计划标准；
 评分方式：开发建设成本低于市级价格得50%权重分；成本测算表构
成合理得50%权重，如不够合理扣一半分分、完全不合理不得分。

7

数据安全性
考察数据平台建设后，数

据安全性是否提高 10
指标标杆值：提高；
指标标杆值依据：计划标准；
评分方式：数据安全性提高得满分，反之不得分

10

决策科学性
考察数据平台建设后，相
关决策科学性是否提高 5

指标标杆值：提高；
指标标杆值依据：计划标准；
 评分方式：决策科学性提高得满分，反之不得分

5

各委办满意度
考察闵行区各委办对大数

据平台满意度 10
满分标准：满意度90%及以上为满分。评分方式：最终得出的满意度分
数按照【（选择“非常满意”样本数*5+“比较满意”样本数*4+“基
本满意”样本数*3+“不太满意”样本数*2+“非常不满意”样本数

10

长效机制
考察购买服务双方长效机

制是否建立健全 3
指标标杆值：长效机制建立健全；
指标标杆值依据：计划标准；
评分方式：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

培训机制
考察项目培训机制是否建

立健全 2
指标标杆值：培训机制建立健全；
指标标杆值依据：计划标准；
评分方式：培训机制建立健全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

合计 100 89

2020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闵行区大数据资源平台（一期） 上海市闵行区大数据中心

具体实施处（科室） 数据资源科 否

当年预算数（元） 3280000 0.00

预算执行数（元） 3279000 99.97%

1、加强合同签订管理，科学合理编制绩效目标
加强合同管理，明确合同约定、内容界定清晰，合同内容应包含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支付方式，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验收
、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要素；科学合理完整地编制下年度绩效目标，根据当年度计划内容将绩效目标细化、量化到具体事项
。
2.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购买服务全过程监督
应根据建设内容，明确提出相关软件的功能性、性能性及服务考核指标作为项目验收标准，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监督管理机制，加
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履约管理监督考核机制，开展绩效执行监控，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度，督促承接主体严格履行合同，按照合同约
定向承接主体支付款项。

项目年度总目标

以标准化数据仓库建设为基础，以数据中台建设为目标，围绕闵行区城市大脑建设，实现全区政务数据、视频图像、物联感知、地理
信息、社会行业等全区域数据的归集、清洗、加工，提升数据服务化能力，以数据支撑业务，以业务反补数据，实现全区的业务数据
闭环。
一期需要完成基础平台的搭建，依据先行先建，逐步完善的原则，结合闵行软硬件现状建设重点应用，至2020年底，基本形成闵行区
大数据资源平台基础功能架构，出台相关管理办法，支撑各部门数据共享需求，建立数据资源中心，为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和城市规
划实现数据赋能，基本完成标准化数据仓库的建设

自评时间 2021-06-25

绩效等级 良

产出目标
(34分)

影响力目标
(15分)

投入与管理
(36分)

效果目标
(15分)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主要绩效

2020年项目前期可研报告经科委审批，成本编制合理，12月份共对52家委办近期前期调研，举办调研对接会近15场；已完成人口综合
库、法人综合库、房屋基础库、城运主题库、一网通办主题库、应急专题库前期设计，验收合格率100%，且在7月份出台《闵行区公
共数据管理办法》；在2021年6月的疫情防控应用场景中，对疫情防控数据从统计总量、趋势变化、区域分布等维度进行可视化展
示，跨前一步将市下发的闵行区人员接种、企业接种、接种点接种等疫苗接种信息与闵行区实有人口库信息比对分析形成未接种人员
信息及时提供各街镇，累计提供116次数据文件输出服务，为区公安分局、区民政局、莘庄镇、马桥镇提供共5个疫苗接种数据接口，
调用量达69万余次。

主要问题

1、未设置具体绩效目标
本项目制定全年工作计划，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当年度计划，编制前评价，对项目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中远期目标均进行设定，但
是未针对项目本身设定年度目标，目标较为笼统，偏向效益目标，未能按照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四个维度细化、量化目标。
2、合同约定不够明确，项目考核验收指标不够明确
项目建设内容较多，覆盖范围较广，有采购软硬件产品、相关服务及应用软件开发，但是对于本项目建设完成的考核指标不明确，不
符合《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02号）——“第三十条 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监督管理
机制。”要求。

改进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