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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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政务项目建设资金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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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23 0 59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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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23 5656.351124 0 297.87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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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 116 115.12 

空间大数据平台升级扩容

与数据处理服务 
120 119.144 

政务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项目 
122 119.94 

智能运维可视化平台及服

务 
134 132.94 

往年项目尾款 1520.23 1295.571724 

一码通基础平台及服务 194 191.53 

政务数据资源索引及综合

服务平台运营服务项目 
200 195.32 

数字政府项目要素可视化

平台升级及架构治理服务 
200 196.875 

大数据共享协同综合服务

项目 
216 211.96 

感知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254 250.96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314 311.48 

政务大数据治理平台及服

务 
314 306.72 

法人服务总入口 320 318.8248 

苏周到 APP 项目二期 340 337.762 



数字政府大数据可视化平

台 
392 387.824 

社会数据服务 400 391.16 

大数据云上产业园平台项

目 
650 627.3996 

市级政务云业务中台升级

改造项目 
74 73.88 

研发运维一体化平台项目 74 71.94 

合计 5954.23 5656.3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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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1 100% 1 

可行性研

究充分性 
充分 2 100% 2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

率 
100% 3 100% 3 

工程管理

规范性 
规范 5 100% 5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3 100% 3 

配套设施

到位率 
100% 1 100% 1 

业务运维

体系健全

性 

健全 1 100% 1 

产出目标 

政务大数

据治理平

台建设计

划完成率 

=40% 1.3 40% 1.3 

感知物联

网公共服

务平台建

设计划完

成率 

=40% 1.3 45% 1.3 

苏周到 APP

项目二期

建设计划

完成率 

=40% 1.3 50% 1.3 



研发运维

一体化平

台项目建

设计划完

成率 

=40% 1.3 45% 1.3 

数字政府

大数据可

视化平台

建设计划

完成率 

=40% 1.3 40% 1.3 

年内项目

启动数 
=18 项 1.3 18 项 1.3 

时空大数

据融合分

析平台建

设计划完

成率 

=40% 1.3 45% 1.3 

一码通基

础平台建

设计划完

成率 

=40% 1.3 50% 1.3 

市级政务

云业务中

台升级改

造项目建

设计划完

成率 

=40% 1.3 48% 1.3 

政务数据

资源索引

及综合服

务平台运

营服务项

目建设计

划完成率 

=80% 1.3 90% 1.3 

大数据云

上产业园

平台项目

建设计划

完成率 

=40% 1.3 45% 1.3 



数字政府

项目要素

可视化平

台升级及

架构治理

服务建设

计划完成

率 

=80% 1.3 80% 1.3 

大数据共

享协同综

合服务项

目建设计

划完成率 

=80% 1.3 85% 1.3 

社会数据

服务接入

数据来源

运营商数

量 

=3 个 1.3 3 个 1.3 

智能运维

可视化平

台及服务

建设计划

完成率 

=40% 1.3 45% 1.3 

空间大数

据平台升

级扩容与

数据处理

服务建设

计划完成

率 

=40% 1.3 42% 1.3 

项目建设

管理规范

性 

规范 1.3 100% 1.3 

政务区块

链公共服

务平台建

设项目建

设计划完

成率 

=40% 1.3 49% 1.3 

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

建设计划

完成率 

=40% 1.3 40% 1.3 



法人服务

总入口建

设计划完

成率 

=40% 1.3 50% 1.3 

结果目标 

服务部门

覆盖率 
=90% 3.14 90% 3.14 

年度注册

用户增加

率 

=150% 3.14 280% 3.14 

2 个项目用

户满意度 
=90% 3.14 90% 3.14 

3 大运营商

覆盖率 
=100% 3.16 100% 3.16 

苏周到项

目用户满

意度 

=80% 3.14 80% 3.14 

14 个项目

功能实现

率 

=50% 3.14 50% 3.14 

3 个项目功

能实现率 
=80% 3.14 85% 3.14 

影响力目标 

系统使用

人员培训

项目覆盖

率 

=100% 4 100% 4 

运维机制

项目覆盖

率 

=100% 4 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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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数字政府项目建设总体架构，在基础设施层开展软硬件统筹、电子

政务项目运行维护、智能运维可视化平台及服务项目建设；在数据资源

层开展大数据共享协同综合服务、政务数据资源索引及综合服务平台运

营服务、政务大数据治理平台及服务、第三方数据采购、空间大数据平

台升级扩容与数据处理服务项目建设；在公共平台层开展苏州市级政务

云业务中台升级改造、物联网感知公共服务平台、“一码通”基础平台及

服务、时空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政务服务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建

设；在智慧应用层开展数字政府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项目建设；在感知体验层开展 “苏周到”APP 二期项目建设与运营服务、

法人“总入口”、数字政府云上产业园项目建设。持续开展数字政府架构

治理工作，推进数字政府要素可视化平台升级及架构治理服务、研发运

维一体化平台项目建设。 

项目总目标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数字政府运维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数

字政府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年度绩效目标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数字政府运维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数

字政府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项目实施情况 

一、资金使用情况 

电子政务项目建设资金 2021 年预算总额为 5954.23 万元万元，实际使用

金额 5656.3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5%，预算执行水平较高。 

二、项目实施情况 

通过本项目实施，苏州数字建设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苏周到”“苏商通”“一码通”等一批具有影响力应用得到了广大群众

广泛好评，其中“苏周到”用户超千万，接入 38 家单位业务服务 300 余

个，上线服务事项 350 项，对接办事指南 3700 余项，平均日活 50 万。 

业务中台、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大数据共享协同综合服务、

数据中台持续为全市提供政务数据交换服务，实现与省共享平台级联对

接，提供省市县各类数据资源 11000 余个，接口交换调用 8 亿次，数据

交换 204.6 万次 42 亿条，同时通过采购社会数据服务，为公安等部门开

展业务应用提供统一的社会数据支撑。 

数字政府项目要素可视化平台接入业务部门 73 个，2021 年受理市级信息

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915 份，通过平台组织信息化项目评审 11 次，为

市级信息化项目管理提供了有效保障。 

空间大数据平台、时空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通过建设基础地理信息支撑

平台建设人口、法人、地理、经济数据以及国土、市容市政、体育设施、

卫生医疗、旅游资源、园林绿化、生态环境、环境保护、气象动态信息

等各类专题地图数据，有效支撑各地各部门地图应用开发。 

云上产业园首批服务了 33 家部委办局，对接了 61 个数字政府建设场景，



牵引了 7 大行业 154 家优质供应商入驻。接下来，我们实施数字政府产

业创新集群“百千万工程”，每年对接不少于 100 个应用场景，未来将牵

引不少于 1000 家企业入驻，汇聚不少于 10000 个解决方案。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感知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等子项目也在抓紧开发建

设，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一网通用”数字基座，为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提供共性支撑和能力供给，实现全要素感知、

全场景赋能、全主体协同，助力我市打造平台型、整体型、智治型数字

政府。 

项目管理成效 

本项目严格按照《苏州市级电子政务项目管理办法》以及于 2021 年 11

月印发的《苏州市级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开展项目管理工作。通过在

项目进度、质量、采购、风险等方面严格管理，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项目进度管理情况 

本项目严格按照项目实施计划开展。项目合同签订后，市信息中心要求

项目中标单位制定了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要求项目监理单位每月提交

项目进度监控报告。截止 2021 年 12 月底，大数据共享协同综合服务项

目、政务数据资源索引及综合服务平台运营服务项目等 3 个子项目完成

了项目建设总体工作 85%左右，法人服务总入口、感知物联网公共服务平

台等 14 个子项目完成项目建设总体 48%左右。各子项目总体进度符合预

期进度目标。 

二、项目质量管理情况 

本项目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符合要求。各子项目负责科室通过

监理单位和承建单位在项目各阶段定期对各阶段产出物进行质量评估，

核对质量测量指标，对于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按过程改进计划。实施严

格的测试管理，在系统开发时，实施单元测试计划。在系统集成阶段，

对开发集成内容进行集成测试。在系统验收时，开展由用户参与的系统

验收测试，最终确认需求功能的完成情况。项目实施过程中，市信息中

心通过邀请项目业务相关的专家、信息系统技术专家，组织阶段性评审

会等方式对项目阶段性成果进行评审。因此，本项目通过实施严格的质

量管理保证了项目交付质量。 

三、项目采购管理情况 

本项目采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财政相关规定履行政

府采购程序。本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磋商等方式委托市政府集中

采购中心开展政府采购，所有项目采购过程实现 0 投诉、0 质疑，有效保

障各子项目按期启动。 

四、项目风险管理 

在本项目管理过程中，充分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市信息中心和项

目监理单位一起抓好风险管理，制定了风险管理方案。从编制风险管理

计划、风险识别、到风险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制定风险应对计划，项目

过程中加强风险监控。有效规避了项目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风险，到

2021 年年底未发生实质性风险，在进度、质量等方面得到了有效保障，

取得了较好的风险管理成效。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一、项目团队管理上需进一步提升 

由于本项目子项目较多，信息中心业务办公场所有限，无法确保每个子



项目团队派员驻场办公。同时受限于疫情影响，个别外地项目团队到访

苏州受限，团队成员存在变动情况。 

二、项目需求管理还需进一步完善 

由于本项目建设成果主要为“一网通用”基础能力，可为各部门提供基

础支撑，各子项目的需求很多来自信息中心以外，虽然各子项目组织业

务专家进行需求评审，但还需进一步加强与业务部门需求沟通，确保各

部门能用、好用、爱用。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加强项目团队管理 

进一步明确项目招标时项目经理、项目团队成员数量、资质配备要求，

在项目过程中加强与团队成员沟通交流，要求监理方、承建方进一步落

实人员管理责任，确保项目团队稳定，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二、加强与业务部门需求沟通 

加强与业务部门在项目立项、建设、使用等各环节业务沟通，使业务部

门需要的支撑能力能够列入建设内容，在建设过程中需求不偏离业务需

求，在使用过程中能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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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