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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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基础条件改善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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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368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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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6.11 24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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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驷楼改造工程（含消防、

智能化）、改造设计、监

理、空调、家具、窗帘等

及其他零星 

1473.4 1083.5 

12 号门改造（含保安室、

医务室、警务室及一卡通

及办公设备） 

207 218.13 

教学区供水管网改造、消

防供水系统改造 
395.5 394.99 

学院楼宇及周边消防、水

网、绿化改造（尾款） 
540.9 558.05 

档案室改造 55 45.77 

南篮球场及体育馆内灯光 55 52.41 

宿舍楼墙面维修改造 73.2 73.26 

合计 2800 2426.11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投入目标 
财务制度

健全性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投入目标 

产出目标 

工程管理

规范性 
健全 2 100% 2 



分） 

合计 

专款专用

率 
规范 6 100% 6 

预算执行

率 
100% 3 100% 3 

政府采购

规范性 
100% 6 100% 6 

可行性研

究充分性 
规范 2 100% 2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充分 1 100% 1 

资金节约

率 
合规 3 100% 3 

12 号门工

程材料检

测合格率 

15%及其以

下 
1 

15%及其以

下 
1 

产出目标 

结果目标 

12 号门维

修工程完

成率 

=100% 2.36 100% 2.36 

文驷楼工

程材料检

测合格率 

=100% 2.36 100% 2.36 

教学区维

修工程完

成防水网

长度 

=100% 2.36 100% 2.36 

完成空调

采购台数 
=5500 米 2.36 5066 米 1.43 

完成室内

外灯光改

造数量 

=85 台 2.36 107 台 2.36 

教学区维

修工程完

成供水管

网长度 

=62 套 2.4 62 套 2.4 

档案室设

施设备完

成率 

=3000 米 2.36 2855 米 1.79 

宿舍楼维

修改造工

作量 

=100% 2.36 100% 2.36 

维修工程

完成率 
=7 栋 2.36 1 栋 0 



文驷楼维

修工程完

成面积 

=100% 2.36 100% 2.36 

文驷楼维

修后房屋

使用率 

=6000 平方

米 
2.36 

6474.33 平

方米 
2.36 

结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生活水网

水质检测

达标，保证

消防供水

正常 

=90% 3.14 95% 3.14 

南篮球场

及体育馆

内灯光学

生满意度 

达标 3.16 100% 3.16 

宿舍维修

后房间利

用率 

=85% 3.14 85% 3.14 

排污、水、

电等符合

相关规定 

=90% 3.14 100% 3.14 

档案室改

造后达到

等级 

=100% 3.14 100% 3.14 

12 号门辅

房使用率 
三星级 3.14 100% 3.14 

新改造实

验实训室

管理人员

配备 

=100% 3.14 100% 3.14 

影响力目标 

76.14 

管理制度

及日常巡

查、使用台

账 

=100% 4 100% 4 

 =2 套 4 2 套 4 

 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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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学院楼宇、设施设备维护计划和实际情况，我院对文驷楼、12 号门、

教学区供水管网、消防管网、宿舍楼墙面、南篮球场灯光、档案室等进

行维修改造。 

项目总目标 
全面改善基础设施设备情况，优化办学基础条件，给学生提供优美、舒

适、人文的学习、生活环境。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非生活区雨污管网整体改造、生活区生活水网雨污管网和路面改造

工程，高配房、层配房电气改造的审计及文驷楼、12 号门、教学区供水

管网、消防管网、宿舍楼墙面、南篮球场灯光、档案室等的验收。 

项目实施情况 

2021 年办学基础条件改善项目共有教学区供水管网（生活水、消防水）

改造、文驷楼维修改造、12 号门维修改造、宿舍楼墙面维修、档案室改

造、南篮球场及体育馆内灯光工程等新立项目及部分往年项目审计支付。

1.教学区供水管网（生活水、消防水）改造 

完成项目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目前已正常投入使用。资金按照合

同约定已支付 394.986456 万元，资金使用率 100%。 

2. 文驷楼改造 

完成项目采购、施工、验收，目前已正常投入使用。根据合同约定，工

程款已经完成约定支付。 

3. 12 号门改造 

完成项目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目前已正常投入使用。资金支付已

经付至合同约定金额，资金使用率 100%。 

4. 宿舍楼墙面维修改造 

完成项目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目前已正常投入使用。资金支付已

经付至合同约定金额，资金使用率 100%。 

5. 档案室改造 

完成项目的施工、验收，目前已正常投入使用。根据合同约定，货款已

经 100%付清。 

6.南篮球场及体育馆内灯光工程 

完成项目的施工、验收，目前已正常投入使用。根据合同约定，货款已

经 100%付清。 

7.往年项目尾款 



往年项目中非生活区雨污水管网整体改造及生活区生活水网雨污管网和

路面改造工程尾款，教学楼（天章楼、天铎楼等）维修改造项目尾款、

文济楼文绍楼维修改造项目尾款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付至 100%。 

项目管理成效 

1.建立项目绩效负责人制。为加强项目绩效工作，本项目由后勤与资产管

理处总负责，并依据子项任务数共设立专项绩效负责人 7 名，确保绩效

目标工作落实落细。 

2.建立项目绩效定期检查制。为及时了解项目绩效执行进度，本项目由后

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要求各子项目负责人定期进行绩效汇报，确保项

目按计划执行。 

3.建立项目绩效反馈制。鉴于本专项常规性的特征，本项目在绩效过程中

实施校内反馈制度，由财务处牵头定期将绩效执行情况及结果反馈各子

项负责单位及负责人。 

4.建立资金执行进度自查制度。为进一步做好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本项目

由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通过每月自查各子项执行进度，有效保证项

目资金执行总进度。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跨部门子项管理难度较大。本项目由 7 个子项项目组成，涉及后勤与资

产管理处、学生工作处、党政办公室、体育部等多个部门。项目总体按

进度完成，但因涉及多部门负责，各项目绩效推进进程各有差异，加大

了项目整体绩效管理的难度。 

2.部分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档案室改造相较于其他项目实际中标金额与

原预算有一定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是项目前期论证还不够充分，对具有

一定专业性的设备采购市场调研还不充分。 

3.专项资金申请进度不合理。校园工程类项目在施工周期上具有时间短、

任务重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赶工期的情况，因此在后期验收时就

会出现需要整改落实的情况。相关项目验收时，鉴于支付进度的压力，

项目负责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得过且过的心态。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落实绩效项目统一管理。办学基础条件改善专项主要是为了便于学校综

合考虑各条线、各方面基础设施设备维修、升级和改造的需要而设置的。

多样性的项目及多部门的实施是其不可回避的特征。因此，我校在严格

落实专项资金的主管单位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相关主管单位依据项目

归属监督各负责单位及负责人，规范各子项目的前期指标调研与论证，

督办各子项目的绩效执行进度，核查各子项目的绩效完成情况。 

2.完善货采前期市场调研。鉴于货物采购项目不具备工程采购存在审计单

位预决算的环节，因此货物采购的前期市场调研与论证就格外的重要。

为进一步规范货物采购，我校进一步修订《苏工院采购管理办法》及《财

务报销附件材料要求》，明确要求各项目单位做好项目前期论证工作，对

项目方案及市场行情进行深入研究，依次保证项目预算与绩效目标制定

的科学性。 

3.科学把握专项资金支付进度。各子项基于采购类型、采购方式、施工进

度等的不同，项目资金实际支付需求是不同的。我校针对这一情况，要

求各子项目在方案论证时就必须提前规划、考虑申报资金预算及绩效目

标的环节，科学把控专项资金支付进度，最大可能避免年度专项资金无

法及时支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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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