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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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建设与实训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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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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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9.44 32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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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技能竞赛 300 297.68 

专业集群建设 3200 2971.76 

合计 3500 32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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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3 100% 3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8 

资金节约

率 

15%及其以

下 
1 

15%及其以

下 
1 

可行性研

究充分性 
充分 1 100% 1 

工程管理

规范性 
规范 5 100% 5 

专款专用

率 
100% 3 100% 3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1 100% 1 

政府采购

规范性 
规范 2 100% 2 



产出目标 

培训教师

数 
=20 人 3.25 20 人 3.25 

新编讲义

或教材 
=8 门 3.25 8 门 3.25 

优秀毕业

设计 
=12 篇 3.25 17 篇 2.87 

实训室建

设 
=17 个 3.25 17 个 3.25 

教学案例 =10 份 3.25 10 份 3.25 

学生技能

竞赛参赛

奖项 

=19 项 3.25 21 项 3.25 

新开设实

训课程 
=8 门 3.25 8 门 3.25 

教学能力

大赛参赛

项数 

=8 项 3.25 10 项 3.25 

结果目标 

市级以上

教师竞赛

获奖数 

=10 项 4.4 10 项 4.4 

学生技能

竞赛获奖

项 

=16 项 4.4 16 项 4.4 

课程、教材

市级以上

立项 

=5 项次 4.4 5 项次 4.4 

实训室建

设按项目

进度计划

实施率 

=100% 4.4 94.12% 3.11 

新建实训

室使用 
=6 个 4.4 6 个 4.4 

影响力目标 

技能竞赛

管理办法 

完成办法

修订 
2 100% 2 

教学建设

项目建设

与管理办

法 

完成办法

研制 
2 100% 2 

教材建设

与选用管

理办法 

完成办法

研制 
2 100% 2 

专业（群）

发展规划 

完成计划

研制 
2 100% 2 

合计 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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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为“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和“江苏省高水平高职院”建

设项目——专业建设与实训基地建设，主要包括：各专业群实训室建设、

课程建设，师生职业技能竞赛等。 

项目总目标 
完成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和江苏省高水平院校建设方案和任务书中本

年度专业建设与实训基地建设的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智能控制专业技术群、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群、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

业群、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群、电子商务专业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群、商务英语专业群、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群的专业建设和实验室建设

中所列的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以国、省、

校三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为重点，以“师生技能竞赛”和“专业集群建

设”两大子项，落实本项目各项建设任务。 

师生技能竞赛分别采取“以赛促教”策略，通过以参加省、市、校各级

竞赛为抓手，通过培训、研讨、选拔、集训、参赛等环节，提高教师教

学能力和教学水平。采取“以赛促学”策略，通过实训、校内专业技能

竞赛、选拨、集训、参加国、省比赛等环节，促进全体学生重视技能、

苦练基本功，提升专业能力，在各类高水平平台上展现风采。 

专业集群建设紧紧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发挥本校特长，聚焦智能制造产

业，瞄准“智能车间”技术领域，开展智能制造专业集群建设，具体建

设智能控制专业技术等八大专业群。在专业集群内，有计划开展智能制

造类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实训室建设。 

项目管理成效 本项目涉及到全校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建设项目多，涉及人员广，预



算经费大。为顺利完成各项任务，本项目在前期各项目规章制度支撑下，

开展培训、完善流程、分解任务、全面压实责任。通过综合施策，本项

目等以克服疫情形势反复，建设人员多、新手多等各钟不利因素，较好

地达成了各项年度建设目标。 

责任明确。本项目全面实行院系分级管理和项目负责人制。教学单位根

据各专业群或各学科建设目标，提前申请建设子项。学校负责制度设计，

划分责任，规范流程，并根据学校发展目标，确定允许建设项目和预算

经费。各教学单位负责项目的实施和经费管理。本项目所有的具体建设

子项，无论是数百万的实训室建设项目，还是不足一万的小项目，均有

明确的项目负责人，由项目负责人提前计划，全程负责实施，并由学校

或教学单位组织第三方进行验收、考核。项目负责人有责有权，对建设

结果负责，建设过程和建设结果均须接受学院有关部门和教学单位的监

督。 

公平公正公开。本项目普遍实行公示立项制。对本项目涉及的各主要项

目，如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训室、技能竞赛项目、教师教学能力比

赛、毕业设计重点项目等项目，分别采用专家论证、专家评审、评比选

拔等形式，产生候选项目。 候选项目经公示无异议，报院长办公会或党

委会同意后真式立项。 

规范有序。针对实训室建设项目内容多、技术复杂、流程多、涉及金额

大等特点，教务处牵头，协同纪检处、财务处、后勤处（采购办）一起

对，所有项目负责人开展包流廉政教育、政策解读、流程培训、业务辅

导在内的培训。通过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实训室建设项目建设

流程规范，论证充分、资料完整、资金利用率高。 

目标达成率高。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客观困难。如：新冠

疫情反复，技术变化快、国际贸易情况多变、建设“新手”多等等。但

在制度、规范指引下，经过全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各项建设指标基本

完成。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部分项目建设进度学校难以自主控制。主要集中在实训室、技能竞赛等

方面。原因是：实训室建设一般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所以普遍须

从暑假才开始实施。各类技能竞赛、培训，受疫情影响严重，上级组织

部门不得不根据疫情形势调整竞赛日程。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上级各项政策、制度对学校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使学校这几年得

到了飞速的发展，总体非常好，师生都很满意。 

建议相关制度能再考虑一下学校工作的一些特殊性，给予一定的宽容度。

如：师生职业技能竞赛，无论是竞赛项目，还是项目所需用到的技术及

设备，都是上级部门在十二月甚至次年 6 月以后才能决定的，因此学校

在做预算时，难以准确确定这部分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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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