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16年排水泵站大修工

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完善污水截流设施，敷设截流专用管，对检查井、吊装孔，检查孔等增设防坠落设施，站内
污水管改接，修复由于截污专用管的敷设引起的地下管线、路面和绿化；增加泵站标准化建
设；完善截污闸门的供配电和电缆敷设；围墙、建筑内外墙修补及涂刷；按照“无人值守”
标准升级泵站自控功能，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属防汛泵站“十三五”大修规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区防汛安全，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提高
泵站运行效率，进一步发挥其在排水系统中的功能，对泵站进行大修是十分必要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沪建综计[2016]747号，《市级城市维护工程类和整治类项目实施程序操作指南》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全部子项目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改善周边环境，提高泵站运行效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6,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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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专款专用率 100.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执行有效

合同管理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建设工作量（数量目标）

完善污水截流设施，敷设截流专用管，对检查
井、吊装孔，检查孔等增设防坠落设施，站内
污水管改接，修复由于截污专用管的敷设引起
的地下管线、路面和绿化；增加泵站标准化建
设；完善截污闸门的供配电和电缆敷设；围墙
、建筑内外墙修补及涂刷；按照“无人值守”
标准升级泵站自控功能，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

质量 建设效果（质量目标）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时效 建设工期（时效目标） 完成合同结算

成本 成本目标 严格按批复执行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提高泵站运行效率的作用 达到

社会效益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区防汛安全的

作用
达到

环境效益 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的作用 达到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一次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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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17年积水改善工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2017年积水改善工程，2020年涉及平凉路（大连路-怀德路）等1个项目进度款

立项依据： 沪建综规（2017）883号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改善所在地暴雨积水问题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中心城区道路积水改善工程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2018年建成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所有工作量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4,8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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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健全

资产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工程量 全部完成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按时完成 已完成

效果目标 满意度 满意度 市民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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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18年排水泵站大修工

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完善污水截流设施，敷设截流专用管，对检查井、吊装孔，检查孔等增设防坠落设施，站内
污水管改接，修复由于截污专用管的敷设引起的地下管线、路面和绿化；增加泵站标准化建
设；完善截污闸门的供配电和电缆敷设；围墙、建筑内外墙修补及涂刷；按照“无人值守”
标准升级泵站自控功能，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立项依据： 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十三五”规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区防汛安全，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提高
泵站运行效率，进一步发挥其在排水系统中的功能，对泵站进行大修是十分必要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沪建综计[2016]747号，《市级城市维护工程类和整治类项目实施程序操作指南》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子项年度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提高泵站运行效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3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3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8,34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8,340,000

- 5 -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专款专用率 100.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执行有效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同管理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建设工作量（数量目标）

完善污水截流设施，敷设截流专用管，对检查
井、吊装孔，检查孔等增设防坠落设施，站内
污水管改接，修复由于截污专用管的敷设引起
的地下管线、路面和绿化；增加泵站标准化建
设；完善截污闸门的供配电和电缆敷设；围墙
、建筑内外墙修补及涂刷；按照“无人值守”
标准升级泵站自控功能，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

质量 建设效果（质量目标）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时效 建设工期（时效目标） 年内完成合同结算

成本 成本目标 严格按批复执行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区防汛安全的

作用
达到

环境效益 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的作用 达到

满意度 提高泵站运行效率的作用 达到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一次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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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19年积水改善工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2019年积水改善工程,2020年涉及虬江路（共和新路―宝通路）等3个路段进度款

立项依据： 沪建综规（2019）268号等批复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改善所在地暴雨积水问题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中心城区道路积水改善工程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建成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所有工作量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7,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7,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58,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58,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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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健全

资产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工程量 全部完成

质量 验收合格 合格率100%

时效 按时完成 当年完成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积水情况 所以改善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机制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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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19年排水泵站大修工

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2019年内完善污水截流设施，敷设截流专用管，对检查井、吊装孔，检查孔等增设防坠
落设施，站内污水管改接，修复由于截污专用管的敷设引起的地下管线、路面和绿化；增加
泵站标准化建设；完善截污闸门的供配电和电缆敷设；围墙、建筑内外墙修补及涂刷；按照
“无人值守”标准升级泵站自控功能，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属防汛泵站“十三五”大修规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区防汛安全，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提高
泵站运行效率，进一步发挥其在排水系统中的功能，对泵站进行大修是十分必要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沪建综计[2016]747号，《市级城市维护工程类和整治类项目实施程序操作指南》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子项年度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提高泵站运行效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46,3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6,3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1,2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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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专款专用率 100.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执行有效

合同管理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建设工作量（数量目标）

完善污水截流设施，敷设截流专用管，对检查
井、吊装孔，检查孔等增设防坠落设施，站内
污水管改接，修复由于截污专用管的敷设引起
的地下管线、路面和绿化；增加泵站标准化建
设；完善截污闸门的供配电和电缆敷设；围墙
、建筑内外墙修补及涂刷；按照“无人值守”
标准升级泵站自控功能，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

质量 建设效果（质量目标）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时效 建设工期（时效目标） 年底前建设完成

成本 成本目标 严格按批复执行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区防汛安全的

作用
达到

环境效益 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的作用 达到

满意度 提高泵站运行效率的作用 达到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一次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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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19年预防性修复工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采用非开挖修复技术，对奎照路（凉城路~水电路）、呼玛路（爱辉路~虎林路）、共和新
路（共江路~长江西路）及通河路（共江路~长江西路）、宛平路（建国西路—肇嘉浜路）
东侧、高安路（淮海中路—肇嘉浜路）、平顺路（闻喜路—场中路）、保德路（岭南路-安
业路、阳曲路-阳泉路）、阳泉路（保德路-汾西路）、闻喜路（曲沃路-三泉路）等道路
出现结构性损坏的管道进行预防性修复，恢复其使用功能，延长使用寿命，完成项目验收及
审价。

立项依据： 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十三五”规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管道的使用年限增加，排水管道可能发生一些结构性损坏和功能性损坏，影响管道发挥
正常的排水功能，并有发生沉管事故的隐患。通过预防性修复，可在管道发生结构性损坏的
初期便将损坏之处修补完善，恢复管道使用功能，延长使用寿命，杜绝沉管隐患。由于修复
方法主要采用非开挖修复技术，因此修复时无需开挖路面，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生产生
活的影响，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排水管道预防性修复项目前期管道检测工作资金是由各区市政管理署、排水所落实，通过
梳理辖区内排水管道的管龄、地质情况后，结合养护管理中发现的隐情，对排水管道进行检
测。排水处根据提交的检测报告，会同设计单位对检测报告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工程范围和
非开挖修复的工艺，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实施方案），列入城市维护计划，资金渠道为城
市维护装修资金。 由于该项目法人是上海市排水管理处，所以该项目的组织与实施工作由
上海市排水管理处负责，又由于该项目完成后，后期的养护维护等管理事宜由各区市政管理
署、排水所负责。所以市排水处与各区市政管理署、排水所签订了代甲方管理协议。施工过
程中，市排水处与项目所在区市政管理署、排水所组织在现场查看工程进度，并对施工现场
安全措施提出了要求，及时协调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技术规范。
项目结算由第三方审价机构审核，确保资金合规合理。
根据《质量验收规程》要求，本工程
对修复后的管道进行了功能性检验，具体情况为：1.严密性检验按规定应采用闭水试验、
闭气试验和渗水调查检验三种方式的其中之一进行检验。本工程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渗水调查
检验方式进行，全部达到验收标准。2.内衬管环向变形检测采取实测实量方式进行，经检
测，本工程环向变形的变化值均不超过2%。3.管道修复后的完工检测预评估，由建设方
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对修复的管道进行检测，完全合格后将检测资料归入竣工档案。
"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完成全部子项目，年内发挥效益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2020年完成全部子项目验收，修复管道施工合格率100%。工程实施后，恢复所修复
管道的防汛功能，延长其使用寿命。工程实施后在管道使用寿命期间周边地区不发生沉管。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2,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6,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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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建立健全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建立健全

项目合同管理执行情况 执行良好

项目设计变更审核工作情况 无重大变更

项目质量监督机制执行情况 良好

资产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完成数 1

质量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合格

时效 项目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

成本 项目工程完工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因管道损坏发生的标准降雨下道路积水 0

社会效益

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完善，工期内无重大事故发生

管道使用期限内沉管发生情况 0

工程投诉处置率 100%

满意度 工程周边公众满意度 0.9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道信息化管理情况 良好

新建排水管道后续管理养护措施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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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20年泵站除臭提标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完善泵站除臭系统工程，对泵站功能性缺失部分进行完善，通过对泵站内臭源的分析、收集
、处理，使臭气排放达到上海地方排放标准，改善提高站内工作环境及周边居民居住环境。

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属泵站除臭系统达标完善工程五年计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提高站内工作环境及周边居民居住环境，对泵站进行除臭系
统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沪建综计[2016]747号，《市级城市维护工程类和整治类项目实施程序操作指南》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子项年度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臭气排放达到上海地方排放标准，改善提高站内工作环境及周边居民居住环境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0,7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0,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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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专款专用率 100.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执行有效

合同管理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建设工作量（数量目标） 除臭项目建成完成3项

质量 建设效果（质量目标）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时效 建设工期（时效目标） 年底前建设完成

成本 成本目标 严格按批复执行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臭气排放达到上海地方排放标准 达到

环境效益 改善提高站内工作环境及周边居民居住环境 达到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一次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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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20年防汛应急抢险泵

车租赁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高城市防汛排水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城市安全运行，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20
15年7月13日市防汛办上报了《上海市防汛应急排水能力（移动泵车）建设方案》，对
移动泵车配置现状和需求进行调研分析，按城市化地区每10平方公里配置一辆泵车的标准
，本市应配置不小于80辆应急泵车。目前，本市共有38辆移动泵车，其中市集中采购的
防汛移动泵车24辆，各区县自行购置防汛移动泵车9辆。今年汛期防汛排水突击队企业自
购5辆泵车纳入统一管理。为加快配置进度，及早发挥移动泵车作用，减少市级财政的一次
性投入和区财政负担，拟采用租赁方式完成42辆移动泵车的配置，作为全市统一调度使用
管理的应急处置设备。

立项依据：

"上海规划有排水系统366个，排水能力为4140m3/s，已建成系统266个，排
水能力为3425 m3/s，大部分已建成排水系统为一年一遇排水设计标准。由于近几
年突发性超标准强降水等灾害天气频发，已有设施排水能力不足的矛盾突出。从2010年
世博会起，本市开始集中购置了专业应急排水泵车，用于灾害天气时道路等积水的应急抢排
，作为现有设施能力的补充与延伸。目前，全市已配置38辆移动泵车，其中市集中采购的
防汛移动泵车24辆，各区县自行购置9辆，排水企业自购5辆。并以移动泵车为基础，组
织市、区排水运行维护企业，建立了上海水务防汛排水突击队。从2010年组建至今，完
成了2012年“海葵”台风、2013年9月13日特大暴雨、“菲特”台风以及今年6
月17日特大暴雨应急处置等100余次积水抢排任务。在今年8月24日特大暴雨中，3
8辆移动泵车全部出动，转赴多地进行排水抢险，消除了负面影响，减少了灾害损失，在保
障城市安全运行和市民正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提高城市防汛排水应急处置能
力，确保城市安全运行，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7月13日市防汛办上报了《上海市防汛应
急排水能力（移动泵车）建设方案》，对移动泵车配置现状和需求进行调研分析，按城市化
地区每10平方公里配置一辆泵车的标准，本市应配置不小于80辆应急泵车。计划于20
16年市集中政府采购12辆移动泵车，各区县落实解决30余辆。由于统一购置面临采购
周期长、公务用车额度限制、区县配置进度较慢等问题，根据市领导批示精神，市水务局和
市建管委进一步研究细化配置方案，8月21日上报了《关于上海市城市防汛排水应急处置
设备配置的请示》，为加快配置进度，及早发挥移动泵车作用，减少市级财政的一次性投入
和区财政负担，拟采用租赁方式完成42辆移动泵车的配置，作为全市统一调度使用管理的
应急处置设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上海规划有排水系统366个，排水能力为4140m3/s，已建成系统266个，排
水能力为3425 m3/s，大部分已建成排水系统为一年一遇排水设计标准。由于近几
年突发性超标准强降水等灾害天气频发，已有设施排水能力不足的矛盾突出。从2010年
世博会起，本市开始集中购置了专业应急排水泵车，用于灾害天气时道路等积水的应急抢排
，作为现有设施能力的补充与延伸。目前，全市已配置38辆移动泵车，其中市集中采购的
防汛移动泵车24辆，各区县自行购置9辆，排水企业自购5辆。并以移动泵车为基础，组
织市、区排水运行维护企业，建立了上海水务防汛排水突击队。从2010年组建至今，完
成了2012年“海葵”台风、2013年9月13日特大暴雨、“菲特”台风以及今年6
月17日特大暴雨应急处置等100余次积水抢排任务。在今年8月24日特大暴雨中，3
8辆移动泵车全部出动，转赴多地进行排水抢险，消除了负面影响，减少了灾害损失，在保
障城市安全运行和市民正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提高城市防汛排水应急处置能
力，确保城市安全运行，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7月13日市防汛办上报了《上海市防汛应
急排水能力（移动泵车）建设方案》，对移动泵车配置现状和需求进行调研分析，按城市化
地区每10平方公里配置一辆泵车的标准，本市应配置不小于80辆应急泵车。计划于20
16年市集中政府采购12辆移动泵车，各区县落实解决30余辆。由于统一购置面临采购
周期长、公务用车额度限制、区县配置进度较慢等问题，根据市领导批示精神，市水务局和
市建管委进一步研究细化配置方案，8月21日上报了《关于上海市城市防汛排水应急处置
设备配置的请示》，为加快配置进度，及早发挥移动泵车作用，减少市级财政的一次性投入
和区财政负担，拟采用租赁方式完成42辆移动泵车的配置，作为全市统一调度使用管理的
应急处置设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财务管理制度 为保障项目资金合理合规使用，根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制度
》、《财务收入支出管理制度》、《财务报销的若干规定》等制度，以确保发挥财政资金效
益。2、项目管理制度 为加强对项目实施的过程监管，严格按《合同管理制度》等以规
范管理及调度流程，有效监督政府购买服务的质量与时效。"

项目实施计划： 租赁42辆防汛应急抢险泵车，作为全市统一调度使用管理的应急处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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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平稳运行。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6,62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6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6,6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6,612,5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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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财务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资产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产出目标

数量 突发事件处置率 100%

质量 突击队管理规范性 合规

时效 突发事件处置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排水设计标准内降雨 不积水

社会效益 超过排水设计标准降雨 积水少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健全

部门协助 人员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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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20年积水改善工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2020年积水改善工程，2020年涉及花家浜路（棕榈路―香樟路）等8个项目

立项依据： 沪建综计[2019]589号等批复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改善所在地暴雨积水问题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中心城区道路积水改善工程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建成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所有工作量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9,6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9,6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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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健全

资产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工程量 全部完成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按时完成 当年完成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积水改善情况 所有改善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机制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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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20年老港污泥暂存库

区污泥暂存库维护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府采购类

项目概况：

为缓解上海市污泥处理困局，自2011年起，本市启动了老港生活垃圾暂存库应急填埋处
置污泥项目，暂时储存城镇污水处理厂含水率80%左右的污泥，共分四期建设，填埋单位
122个、库容量122万吨。建设完成后，市排水处通过政府采购与供应商签订运行维护
合同，对暂存库区进行防渗膜维护、雨污水与臭气收集处理、设施设备运行、防汛防台与安
全治安保障等工作。

立项依据： 沪建交函（2013）947号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需委托运行维护单位，对老港污泥暂存库区进行防渗膜维护、雨污水与臭气收集处理、设施
设备运行、防汛防台与安全治安保障等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老港污泥暂存库区运行维护项目维护方案》《老港污泥暂存库区运行维护项目考核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对老港污泥暂存库区进行全年运行维护工作（2020年全年）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对暂存库区进行防渗膜维护、雨污水与臭气收集处理、设施设备运行、防汛防台与安全
治安保障等日常运行维护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87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8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8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7,86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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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填埋单元个数 12

质量
对暂存库区进行防渗膜维护、雨污水与臭气收
集处理、设施设备运行、防汛防台与安全治安

保障等工作
完成维护项目合同工作内容与目标

时效 运行维护周期 1年（2020年全年）

效果目标 环境效益
对暂存库区进行防渗膜维护、设施设备运行、
防汛防台与安全治安保障等日常运行养护工作

，降低对周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完成运维项目合同工作内容与目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对暂存库区进行防渗膜维护、雨污水与臭气收
集处理、防汛防台与安全治安保障等日常运行

养护工作
完成项目合同工作内容与目标

- 21 -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20年排水泵站大修工

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2020年内完善污水截流设施，敷设截流专用管，对检查井、吊装孔，检查孔等增设防坠
落设施，站内污水管改接，修复由于截污专用管的敷设引起的地下管线、路面和绿化；增加
泵站标准化建设；完善截污闸门的供配电和电缆敷设；围墙、建筑内外墙修补及涂刷；按照
“无人值守”标准升级泵站自控功能，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属防汛泵站“十三五”大修规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区防汛安全，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提高
泵站运行效率，进一步发挥其在排水系统中的功能，对泵站进行大修是十分必要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沪建综计[2016]747号，《市级城市维护工程类和整治类项目实施程序操作指南》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子项年度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提高泵站运行效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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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专款专用率 100.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执行有效

合同管理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建设工作量（数量目标）

完善污水截流设施，敷设截流专用管，对检查
井、吊装孔，检查孔等增设防坠落设施，站内
污水管改接，修复由于截污专用管的敷设引起
的地下管线、路面和绿化；增加泵站标准化建
设；完善截污闸门的供配电和电缆敷设；围墙
、建筑内外墙修补及涂刷；按照“无人值守”
标准升级泵站自控功能，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

质量 建设效果（质量目标）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时效 建设工期（时效目标） 年底前建设完成

成本 成本目标 严格按批复执行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区防汛安全的

作用
达到

环境效益 杜绝旱流及试车放江，改善周边环境的作用 达到

满意度 提高泵站运行效率的作用 达到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一次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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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2020年预防性修复工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采用非开挖修复技术，对南京西路（乌鲁木齐路-华山路、江宁路-西康路）、昌平路(延
平路-江宁路)、子洲路（金鼎路-铜川路）、清涧路（真光路-子洲路）、金沙江路（伯
士路-真北路）、平南路（虹梅路--古美路、虹莘路--合川路)、中山北一路（中山北
二路-赤峰路）、高平路（灵石路-平遥路）等道路出现结构性损坏的管道进行预防性修复
，恢复其使用功能，延长使用寿命。

立项依据： 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十三五”规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管道的使用年限增加，排水管道可能发生一些结构性损坏和功能性损坏，影响管道发挥
正常的排水功能，并有发生沉管事故的隐患。通过预防性修复，可在管道发生结构性损坏的
初期便将损坏之处修补完善，恢复管道使用功能，延长使用寿命，杜绝沉管隐患。由于修复
方法主要采用非开挖修复技术，因此修复时无需开挖路面，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生产生
活的影响，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排水管道预防性修复项目前期管道检测工作资金是由各区市政管理署、排水所落实，通过梳
理辖区内排水管道的管龄、地质情况后，结合养护管理中发现的隐情，对排水管道进行检测
。排水处根据提交的检测报告，会同设计单位对检测报告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工程范围和非
开挖修复的工艺，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实施方案），列入城市维护计划，资金渠道为城市
维护装修资金。 由于该项目法人是上海市排水管理处，所以该项目的组织与实施工作由上
海市排水管理处负责，又由于该项目完成后，后期的养护维护等管理事宜由各区市政管理署
、排水所负责。所以市排水处与各区市政管理署、排水所签订了代甲方管理协议。施工过程
中，市排水处与项目所在区市政管理署、排水所组织在现场查看工程进度，并对施工现场安
全措施提出了要求，及时协调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技术规范。项
目结算由第三方审价机构审核，确保资金合规合理。
根据《质量验收规程》要求，本工程对
修复后的管道进行了功能性检验，具体情况为：1.严密性检验按规定应采用闭水试验、闭
气试验和渗水调查检验三种方式的其中之一进行检验。本工程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渗水调查检
验方式进行，全部达到验收标准。2.内衬管环向变形检测采取实测实量方式进行，经检测
，本工程环向变形的变化值均不超过2%。3.管道修复后的完工检测预评估，由建设方委
托独立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对修复的管道进行检测，完全合格后将检测资料归入竣工档案。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完成全部子项目，年内发挥效益。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2020年完成全部子项目，修复管道施工合格率100%。工程实施后，恢复所修复管道
的防汛功能，延长其使用寿命。工程实施后在管道使用寿命期间周边地区不发生沉管。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2,5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2,5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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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及时

预算执行率 100%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建立健全

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建立健全

项目合同管理执行情况 执行良好

项目设计变更审核工作情况 无重大变更

项目质量监督机制执行情况 良好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完成数 1

质量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合格

时效 项目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

成本 项目工程完工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因管道损坏发生的标准降雨下道路积水 0

社会效益

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完善，工期内无重大事故发生

管道使用期限内沉管发生情况 0

工程投诉处置率 100%

满意度 工程周边公众满意度 0.9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道信息化管理情况 良好

新建排水管道后续管理养护措施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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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城镇污水处理行业监管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上海市排水管理处是上海市水务局所属的具体负责本市排水行业管理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责
包括负责对本市城镇排水、污水、污泥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调度以及排水行业安全生产的
监督管理，协调处置本市排水和城镇污水处理突发事件，负责市属污水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内
的污水处理费的征收等。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水资源[2017]138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入河排污（水）口监督管理的工作
方案》（沪水务[2017]1017号）要求，市排水处负责推进入河排污（水）口日常
监测，完成入河排污（水）口监测平台建设，并持续推进各单位制定调度方案及雨污分流调
查和改造工作，同时协助水文总站实施监督性监测；根据《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部署的工作目标，为全面贯彻落实上海市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为履行上海市水务局与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签订的“政府购买服务协议”中规定的政府
监管职能，并结合本市水环境综合治理的目标任务。行业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城镇污水处理
厂日常运行的监督检查，以及对水质、泥质和大污染物的监测工作；依据《上海市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依据《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
理实施办法》，确保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的稳步推进。工作内容包括：1、城镇污水处理行
业监管——泵站放江水质监测。含泵站放江的水样采集和实验室检测分析；2、对本市44
座城镇污水厂的进出水质进行行业监督性监测；3、对本市44座城镇污水厂脱水污泥及3
座污泥处置厂泥质进行监测；4、对本市44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及竹园污泥处理厂气体监测
；5、对本市44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行实施监督检查；6、对本市排水行业安全生产
实施监管；7、落实本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对宝钢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有
污水处理设施（共9个排放口）的排水水质监测；8、对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年度收缴污水处理费水量、
金额进行年度汇算清缴。

立项依据：

（1）上海市排水管理处三定方案（2）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
革发展的决定》（3）《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4）《水利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水资源[2017]138号）（5
）《上海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 

014]1号）（6）《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沪府发[2016]
80号）（7）《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入河排污（水）口监督管理的工作方案》（沪水务[
2017]1017号）（8）《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开展入河排污（水）口水质水量监测工
作的实施意见》）1742号]（9）《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第641号令
）（10）《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沪府发【2015】74号（11）《
城镇污水处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城建[2017]143号）（12）《上海市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沪水务[2019]434号）（13）
《上海市属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管理政府购买服务合同》（14）《城镇污水处理厂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982-2016）（15）《上海市污水处理系统及污泥
处理处置规划（2017-2035年）》（16）《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16]25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落实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明确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水污染治理的具体责任。上海市通过的《上海市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到2017年底前，基本实现建成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污水处理厂达到一级A标准，建成区河道基本消除黑臭；到2019年，城市污水处理率
达到95%；到2020年，基本消除丧失使用功能的地表水体，地下水和近岸海域水质保
持稳定。通过加强行业监管，科指导泵站运行，提升污水管网平稳输送和污水处理厂平稳运
行能力，为减少污水溢流和泵站放江污染提供支撑。2、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2
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实施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要加大力度，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
19年1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城镇污水
垃圾处理的指导意见》，提出2020年底基本实现城镇污水垃圾全收集全处理，同步建成
较为完善的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运营监管体系，切实保障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加强排水设施运
行行业监管是落实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是提升设施运行和行业监管水平的重要手
段。3、推进上海市污水处理厂网一体化运行2019年4月，住建部、生态环境部、发改
委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积极推行污水
处理厂、管网与河湖水体联动“厂-网-河（湖）”一体化、专业化运行维护，保障污水收
集处理设施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石洞口片区排水设施运行、养护、管理的系统性不强，市、
区各管一方，厂、站、网不同步，干线泵站与支线泵站之间缺乏有效联系和统一调度。上海
市排水系统存在一定的监测体系不够完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无法满足污水处理厂
网一体化运行要求。加强排水设施运行行业监管，将进一步提升上海排水运行决策和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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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的有效支撑。4、落实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和改善热线民生问
题的要求2019年7月-8月的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进驻上海，共专题调阅46批531
项资料，水务系统占比近1/3，其中排水行业涉及41项，另接受问询（访谈）8次，涉
及规划建设、排水设施、放江污染、污水运行、污水处理、污泥处置等多个方面。督察指出
了本市初期雨水收集处理不完善、管网污水冒溢、规划建设进度情况不明等问题，要求加强
排水设施运行情况的全过程管理。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排水管理处是上海市排水行业管理单位，对上海市排水行业进行全行业监管，主要职
能包括对全市排水设施管理、泵站运行、污水处理厂运行等进行全行业指导和监督，进行防
汛排水和突发应急排水事件处置等。根据三定方案，排水处内部设置有设施管理科、排水监
管中心等职能科室，并配有相应的专业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针对一些如：水质、泥质和气
体检测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内容，拟择优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提供专业化的管理和技
术支撑，更好发挥项目运行效益，进一步提升上海市排水行业管理水平。

项目实施计划：

1、对180个市属降雨放江泵站按照“旱天”和“降雨放江”二种模式进行水样采集和水
质分析。旱天采样：1月-4月，11月-12月，每月420组样品，5月-10月每月
采集180组样品，旱天共采集3600组样品；雨天放江采样，1月-4月，11月-1
2月，每月320组样品，5月-10月每月采集2288组样品，雨天放江共采集156
48组样品。并对采集水样进行分析。分析项目包括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整个分析流程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要求执行。2、每月对本市44座城镇污水
厂的进出水质进行行业监督性监测。3、每月对本市44座城镇污水厂脱水污泥泥质，以及
3座污泥处理处置设施的污泥泥质进行监测。4、每季度对本市44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及竹
园污泥处理厂气体监测。5、第四季度开展全市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行业监督检查，对城镇污
水、污泥处理生产运行、设备设施、安全生产管理等实施全面综合的考核；日常试点开展白
龙港、竹园第一、竹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以及竹园污泥处理厂驻厂监管工作。6、抽取一定
比例适时开展排水行业防范硫化氢中毒及有毒有害场所作业备案现场安全监督检查。7、按
月对宝钢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有污水处理设施（共9个排放口）的排水水质监测；8、3月
底前完成对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威立
雅自来水有限公司年度收缴污水处理费水量、金额进行年度汇算清缴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实施上述行业监管措施，促进本市排水与城镇污水处理安全、优质运行及主要污染物排
放浓度的持续降低。同时提升行业监管的能力与水平，促进本市水环境的持续改善。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6,898,4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6,898,4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7,201,98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7,2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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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计划数量完成率 =100%

质量 项目计划质量完成率 =100%

时效 项目计划时效完成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城镇污水处理社会效益
通过城镇污水处理厂的优质运行及主要污染物
排放浓度的持续降低，促进本市水环境的改善

影响力目标 其它 城镇污水处理社会满意度 城镇污水处理社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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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防汛和应急处置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一. 队伍建设1、对讲机通讯维护市排水处按照工作职责，根据国家和本市上级部门要求
，积极开展防汛和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组建了防汛对讲机通讯网络，目前市排水处管理全市
防汛对讲机110台，申请对讲机每年通讯费用。2、防汛排水突击队规范化建设物资购置
2010年起，根据市防汛办要求，市排水处组建了上海水务防汛排水突击队，2012年
发布了《关于开展上海水务防汛排水突击队正规化建设的实施计划》，规范了突击队的工作
要求，至2017年8月，上海水务防汛排水突击队组成单位达115家，人数约600人
。为加强突击队的规范化建设，市排水处为全市突击队员购置防汛工作服、安全帽等防汛物
资。3、防汛排水突击队应急调度为进一步规范突击队的应急值守与应急处置工作，做到处
置及时、高效、有序、规范。实现突击队的常态长效管理，进一步对防汛排水突击队设备和
人员构成进行规范，通过市场化采购模式，固化应急抢险队伍。2017年拟采购6家防汛
排水突击队，由组成突击队的排水行业内企业自行购置移动泵车筹建队伍，接受市排水处统
一调度，参照上海水务工程定额管理站《防汛应急抢险排水泵车年度保养费及使用费》。4
、防汛应急演练演习市排水处每年开展防汛排水突击队应急专项演练以及防汛指挥调度系统
专项演练，以提高全市防汛排水突击队应急处置能力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5、防汛值班为
提高汛期防汛排水应急处置效率，市排水处安排防汛值班，防汛预警发布后防汛工作人员到
岗待命，发生道路积水后组织人员和车辆进行巡视和应急抢险。6、防汛慰问为进一步提高
突击队和一线防汛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时的保障工作，拟在汛期中对
参与防汛及应急抢险的工作人员进行慰问。慰问范围为:本市约30家志愿加入的突击队、
参加跨区支援抢险的突击队、暴雨下工作的防汛一线工作人员。7、排水行业志愿者队伍为
民服务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上海市资源服务条例》和市文明委《上海市文明行业创建
管理规定（2011版）》的规定要求，全市排水行业建立了100余支、1500余人的
志愿者服务队，主动开展排水服务进社区活动，积极帮助社区里弄以及部队营区、敬老院、
学校、医院等特殊困难对象有效解决排水困难。为加大对排水志愿服务的支撑和扶持，更好
地解决排水民生问题，需安排必要的志愿服务活动专项经费。1、租赁泵车的维护保养及使
用管理；二.设备使用市排水处负责管理的8辆移动泵车的维护保养和使用管理费和车辆保
险费,费用参照上海水务工程定额管理站《防汛应急抢险排水泵车年度保养费及使用费》。
2、市防汛办泵车维护保养及使用管理；市防汛办购置的移动泵车3辆移动泵车和7辆拖挂
式水泵维护保养和使用管理费和车辆保险费,费用参照上海水务工程定额管理站《防汛应急
抢险排水泵车年度保养费及使用费》。3、市排水处泵车维护保养排水处拥移动水泵20台
，移动泵车5辆，由各区使用管理。市排水处负责委托专业维护单位对设备维修保养和办理
车辆保险等,费用参照上海水务工程定额管理站《防汛应急抢险排水泵车年度保养费及使用
费》。4、市排水处泵车使用管理排水处2018年新购置移动泵车14辆。市排水处负责
泵车的维修保养和使用管理，委托专业抢险队伍管理移动泵车等,费用参照上海水务工程定
额管理站《防汛应急抢险排水泵车年度保养费及使用费》。三. 应急处置1、道路积水和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检测费；重点对历年积水隐患进行专项整治，特别是汛期发生道路积水后
，及时对积水路段下游管道和周边管道进行检测。2、防汛应急物资及人员调用、防汛值班
人员误餐费按照防汛预案，市排水处安排汛期24小时值班，并在发布预警后专人值班进行
防汛应急调度、信息统计、积水巡查等工作，必要时需调用应急物资处置突发情况。3、下
立交受损监测点补装费；下立交站点事故发生后及时组织运维队伍补装，确保下立交积水监
测系统运行正常。

立项依据：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2012年建设
部发布《关于加强城市排水设施养护和内涝防治工作的通知》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做好城市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号] 市水务局《关于进
一步做好市政道路暴雨积水量放水工作的通知》（沪水务[2014]210号）市防汛办
《上海市防汛排水突击队应急管理办法（暂行）》[沪汛办（2014）20号] 市水务
局《上海市防汛排水移动泵车调度管理办法》[沪水务（2014）286号]《关于加强
本市道路下立交设施防汛防台管理工作的通知》（沪建管联[2014]176号）《上海
市水务局贯彻落实“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上海市水务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上海市水务海洋信息化规划（2014-2025
年）》
根据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加强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和市防汛办要求，市排水处建设
了下立交积水自动监测系统，截止2017年共建成443个监测点和信息管理平台。区别
于一般信息化项目，监测点设备长期安装在下立交中，工作环境恶劣，设备偷盗、损坏、老
化现象严重，且进水口易被垃圾堵塞，容易发生损坏，并且下立交积水监测站点多建设在郊
区，位置偏远，容易被盗，2014年至今，根据被盗被撞损害数量与安装监测点总数平均
比例7.16%计算,每年约发生32起设备被盗或被撞损坏无法修理的事故，为保障系统
不间断运行，事故发生后市排水处紧急组织进行补装，以确保下立交积水监测系统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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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三、加强防汛排水装备维护与建设的需求目前，全市共有移动泵车82辆，依据市水务局
《上海市防汛排水移动泵车调度管理办法》和市防汛办《上海市防汛排水突击队应急管理办
法》，其中8辆租赁泵车、2014年防汛办部门预算购置的3辆移动泵车和7辆拖挂式水
泵由排水处负责落实队伍、集中管理，统一调度。区级配置移动泵车由各区根据本区防汛排
水实际情况进行使用管理，服从全市统一调度。移动泵车和突击队按照“保障本区为主，就
近调度为先，应急调度为重，统一调度为本”的原则进行调度。市排水处自有的拖挂式移动
水泵20台，移动泵车5辆已分配至积水风险较高和较为重要地区使用管理，市排水处负责
委托专业维护单位加强对设备的保养。2017年市排水处组织开发了防汛应急排水智能调
度系统，实现应急调度的管理工作，包括车辆人员管理、预案执行与监管、车辆定位与跟踪
、远程指挥调度、调度分析与决策、排水统计、效果评估和调度信息展示等功能，由于环境
条件限制，不能同时展示多个系统界面,无法充分发挥系统作用,现拟对现有环境进行改进
,增配调度工作台、高性能计算机工作站和多屏显示系统。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防汛排水和排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一直是市排水处重点工作，该项工作持续了多年，并在保
障城市防汛排水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规范有关工作，市排水处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
要求，规范了防汛信息报送和应急处置工作流程，2012年发布了《关于开展上海水务防
汛排水突击队正规化建设的实施计划》，按照计划各突击队配备专业抢险设备，每年组织两
次培训和专项演练，提高了突击队的业务水平和设备操作能力。为督促各区排水应急处置工
作，及时分析积水原因，市排水处对暴雨积水原因不明的路段及时开展排查分析，为后续制
定整改方案提供依据，并督促各区隐患排查工作的开展。上海市2015年下立交积水自动
监测站点建设项目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
〔2013〕23 号、《上海市水务局贯彻落实“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2011-
2013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关于加强本市道路下立交设施防汛防台管理工作的
通知》（沪建管联[2014]176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市政道路暴雨积水量放水
工作的通知》（沪水务[2014]210号等文件精神，进行设计和建设。为规范有关工
作，市排水处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要求，规范了防汛信息报送和应急处置工作流程，201
2年发布了《关于开展上海水务防汛排水突击队正规化建设的实施计划》，按照计划各突击
队配备专业抢险设备，每年组织两次培训，提高了突击队的业务水平和设备操作能力。

项目实施计划： 上半年完成政府采购，下半年完成项目验收。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全市防汛排水应急处置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排水设计标准内道路不积水，超过标准积水少、
退水快，根据近几年统计，超标准降雨情况下，道路积水时间明显缩短，确保下立交积水自
动监测站点运行维护正常，实时监测数据及时准确，保障城市防汛排水安全。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6,012,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012,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5,207,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5,2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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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突发事件处置率 100%

质量 突发事件处置及时性 及时

时效 完成时间 2020年底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排水设计标准内降雨 不积水

超过排水设计标准降雨 积水少、退水快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制度建设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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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排水设施维护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一 、排水设施维护监管1、现场专项检查按照《上海市公共排水管道设施维护管理工作
考核办法》和《上海市公共排水管道设施维护检查办法》要求，对全市16个区开展专项检
查，重点检查排水管道设施完好情况和防汛准备情况。2、排水管道设施维护工作检查每月
委托第三方对16个区养护情况进行抽查3、建设工地周边排水设施及排水管道临时封堵专
项检查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建设工地周边排水管道设施进行抽检，对临时封堵拆封工作进
行抽检复核。4、公共排水泵站设施的抽检组建由泵站运行管理与设施设备维护方面专家组
成的检查组；按照《上海市城镇公共排水泵站检查内容及评分标准》进行检查，扣分项需进
行记录并拍照；检查结束后提交检查报告和检查原始资料（含光盘）。5、排水泵站气体监
测根据《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对本市泵站的
恶臭污染物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开展监测工作，共监测泵站120座次，泵站厂界设置4个监
测点；每个点位每次采4个样品，监测指标为臭气浓度、硫化氢、甲硫醇、氨气。6、监管
年报月报制作 市排水处每月对各区排水管道养护情况、临时封堵情况、热线处理处置
情况及通沟污泥处理处置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编印《上海市排水管道养护监管月报》。每年
综合排水管道养护监管、排水泵站监管及污水污泥处理监管情况，编印《上海市排水设施运
行监管年报》和《上海市排水设施年报》。同时为推进排水设施数据维护等专项工作，编印
专项评估报告。 7、泵站放江管控和雨污混接改造专项督查租车费二、排水行业数据库数
据维护费用各区每月按照年初制定排水行业数据库维护工作计划，将新增排水设施基础数据
录入行业数据库，并将维护工作完成情况报市排水处。市排水处委托专业单位对录入数据进
行逐条校核和验收，检查是否符合行业规范、是否与实际相符。市排水处将检查结果及时反
馈各区，督促整改。同时为确保系统正常稳定运行，对系统所在机房进行环境监控及相关网
络设备和服务器进行日常运行维护。 三、 监测站点维护监测站点维护264.7万1、
排水泵站放江与污水处理厂超越管监测站点维护费120万一期8座泵站，以及位于市中心
的11座污水处理厂的12根超越管自动化水质、水量监测站点维护；二期19处站点水量
监测设备、10处泵站和3处排放口水质、水量监测站点维护；水质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
2、防汛移动泵车智能控制设备维护35万元对201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82部移动泵
车上安装GPS/北斗定位定位设备和32部移动泵车安装现场视频信息采集、通话对讲等
智能控制设备及统一数据接入及集成平台，进行日常维护和应急抢修。3、道路积水监测站
点建设项目设备维护89.7万元对201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58处道路积水监测站点
进行日常运维和汛期应急维护的工作；本年度新增60个处道路积水监测站点4、小区积水
监测点建设项目设备维护20万元对201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32处小区积水监测站点
进行日常运维和汛期应急维护的工作。四、分流制排水系统雨污混接改造复核现场抽检复核
是复核混接改造工作是否完成，其中对企事业单位混接、沿街商铺混接、住宅小区混接和其
他混接采取开井调查的方式进行复核，对市政混接的改造采用开井调查结合仪器调查的方式
进行现场复核，最后形成通报，有效推进雨污混接改造工作。

立项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号]国
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
4）27号]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本市排水管道养护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沪
水务（2013）158号]《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排水设施管理工作的通知》[
沪水务（2016）1742号]《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城镇公共排水泵
站运行维护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水务（2016）1802号]《关于
加强排水行业数据库图形问题复核整改工作的通知》（沪排管[2016]187号）《上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发[201
5]74号）《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开展分流制排水系统雨污混接调查和改造工作的通知》（
沪水务[2015]899号）《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水十条”上海水务系统
主要目标任务的通知》《上海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2017年工作任务安排的通知》(沪环保自[2017]104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号《国务院关于加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
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上海市水务信息化“十
三五”规划》《上海市水务海洋信息化规划（2014-2025年）》《上海市水务局贯
彻落实“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关于加强
本市道路下立交设施防汛防台管理工作的通知》（沪建管联[2014]176号）《关于
进一步做好市政道路暴雨积水量放水工作的通知》（沪水务[2014]210号）《水情
自动测报系统运行维护规程》（DL/T 1014-2006）《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数据
采集与维护技术规范》GB/T 51187-2016《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汛排水工作的
通知》（沪汛办〔2017〕54号）《上海市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和长效管理工作导则》《
上海市排水管理条例》《关于本市排水管道运行养护维修分工的实施意见》《2017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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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项目技术储备工作推进专题会议的纪要》，2017.3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上海市排水管理处是上海市水务局所属的具体负责本市排水行业管理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责
包括监管本市排水设施运行和污水处理安全生产，协调处置本市防汛排水和排水突发事件等
。排水设施是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市公共排水管
道有24293.34公里，泵站1206座，城镇污水处理厂166座。建设部2012
年发布《关于加强城市排水设施养护和内涝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管道清淤及设施维
护，切实提高现有设施排泄能力”，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城市防涝设
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号]，要求排水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监管。
一、确保防汛和水环境安全的需要排水设施养护工作目的在于保证已建排水设施充分发挥作
用，即排水管道管通水畅，排水泵站运行正常，从而减少道路积水，减少下水道污泥对水体
的污染，保障城市正常安全运行。 二、排水设施养护监管全行业全覆盖的需要2016
年12月市水务局相继发布了《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排水设施管理工作的通知》[
沪水务（2016）1742号]、《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城镇公共排水
泵站运行维护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水务（2016）1802号]，要
求进一步加强对本市城镇公共排水泵站维护的监管，充分发挥现有排水泵站能力，切实保障
本市防汛安全和污水输送正常。文件要求建立排水泵站市区两级分机监督检查考核机制，明
确要求市排水处应每年委托社会中介机构组成专家组，按照《上海市城镇公共排水泵站检查
内容及评分标准》对全市排水泵站的维护情况进行抽查，并及时将抽查情况向相关管理单位
通报，同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落实。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号]中
，“加强对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和运行状况的监管的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27号]上海市水务局
《关于进一步强化本市排水管道养护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沪水务（2013）158号
]《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排水设施管理工作的通知》[沪水务（2016）174
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
号]中，“加强对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和运行状况的监管的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27号]上海市
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本市排水管道养护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沪水务（2013）1
58号]《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排水设施管理工作的通知》[沪水务（2016）
1742号]《上海市排水管理处关于加强排水行业数据库图形问题复核整改工作的通知》
（沪排管[2016]187号）《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数据采集与维护技术规范》GB/T
51187-2016《上海市水务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主要任务中明确要求按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加强信息化对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
生态）综合监管的支撑，全面提升行业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依据《上海市推进智慧城
市建设行动计划（2014-2016）》“加强环境污染源管理”建设要求，推进水资源
监测管理，以实时监测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为基础，加强对污染物排放的管理控制，进一步完
善本市水资源监测管理应用。加强对排水泵站放江与污水处理厂超越管的监控，减少污染事
件的发生，有效控制河道水质达标，保障城镇水质，保障城市安全，持续深化河道整治工作
。

项目实施计划： 上半年完成政府采购，下半年完成项目验收。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全面加强排水设施维护监管，确保排水管道管通水畅，排水泵站运行正常，从而实现排水标
准以内降雨道路无积水，超标准降雨积水少退水快。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9,537,220 项目当年预算（元）： 9,537,22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6,23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6,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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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内容完成率 100%

质量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时效 完成时间 2020年底前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排水设施管理水平的提升情况 提升

对排水管理的促进作用 促进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制度建设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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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上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系统建

设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上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系统建设1、运行调度排水模型建设基于上海市排水设施GIS数据库
，构建上海市石洞口、竹园、白龙港三大片区污水系统模型及现状已建雨水系统模型。完成
基础数据检查及拓扑结构梳理，完成各片区排水系统模型校验，进行排水系统模型整合及联
合校验，实现智能评估诊断、运行优化建议等功能。2、运行调度监测站点建设根据运行调
度管理需要，完善中心城区排水管网水位、水量监测站点（除闵行、宝山、浦东新区外）。
实现对排水管网运行情况的智能监控，为排水系统运行调度提供数据支撑。 3、运行调度
平台建设 建设市级排水运行调度平台，接入和分享城投水务集团、各区监测站点、
区级运行调度系统的信息，实现全市排水设施运行调度监督管理、应急事件处置等功能。4
、运行调度控制中心建设运行调度控制中心建设内容包括：装饰工程、水电工程、运行调度
监控大屏，运行调度工作站，智能监控系统及其附属设施等。实现全市排水设施运行的实时
监控、调度管理和应急事件处置等功能。

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
018年6月16日（2）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1
5〕17号，2015年4月2日（3）《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
2019-2021年）的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建城〔2019〕52号，2019年4月29日（4）《关于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城镇污
水垃圾处理的指导意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第91号，2019
年1月12日（5）《关于印发<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上海市
人民政府，沪府发〔2015〕74号，2015年12月30日（6）《上海市贯彻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2017年7月25日（7）《<关于加快本市城乡中
小河道综合整治的工作方案>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沪府办〔2016〕94
号，2016年12月3日（8）《关于转发<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四期工程总体方案>的
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沪府办〔2017〕80号，2018年1月4日（9）
关于印发《2018年上海市排水设施管理工作要求》的通知，上海市水务局，沪水务〔2
018〕178号，2018年2月12日（10）《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16〕73号，2016年12月15日（11）《关于印
发<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沪府发〔20
16〕80号，2016年9月19日（12）《关于印发<上海市水务海洋信息化规划>
的通知》，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沪水务（海洋）〔2015〕78号，201
5年9月23日（13）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14）上海市
污水处理系统及污泥处理处置规划（2017-2035年）》（公示稿），上海市水务局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2018年7月（15）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
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补短板建设的通知（建办城函[2017]43号
）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落实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明确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水污染治理的具体责任。上海市通过的《上海市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到2017年底前，基本实现建成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污水处理厂达到一级A标准，建成区河道基本消除黑臭；到2019年，城市污水处理率
达到95%；到2020年，基本消除丧失使用功能的地表水体，地下水和近岸海域水质保
持稳定。通过建设排水运行调度平台，可实现污水系统关键节点信息的预警、报警、运行方
案优化等功能，指导泵站运行，提升污水管网平稳输送和污水处理厂平稳运行能力，为减少
污水溢流和泵站放江污染提供支撑。2、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加大力
度，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9年1月，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的指导
意见》，提出2020年底基本实现城镇污水垃圾全收集全处理，同步建成较为完善的城镇
污水垃圾处理运营监管体系，切实保障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建设排水运行调度平台是落实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提升信息化、智能化监督监管水平，推进污水处理厂、管网、
受纳水体一体化运行维护的重要手段。3、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
6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的《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明确，到2
020年，上海信息化整体水平继续保持国内领先，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初步建成
以泛在化、融合化、智敏化为特征的智慧城市。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要求深
化水务管理信息化。完善洪涝积水、雨污水输送与溢流等精细化感知监测，实现灾害风险智
能分析预警及排水管泵智能调度。整合市、区两级水资源监控管理平台，加强水资源数据分
析、挖掘，支撑水资源智能调度和应急管理。4、推进上海市污水处理厂网一体化运行20
19年4月，住建部、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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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2021年）》，积极推行污水处理厂、管网与河湖水体联动“厂-网-河（湖）
”一体化、专业化运行维护，保障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石洞口片区排水设
施运行、养护、管理的系统性不强，市、区各管一方，厂、站、网不同步，干线泵站与支线
泵站之间缺乏有效联系和统一调度。上海市排水系统存在一定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建成后，由上海市排水管理处负责管理。上海市排水管理处是上海市排水行业管理单
位，对上海市排水行业进行全行业监管，主要职能包括对全市排水设施管理、泵站运行、污
水处理厂运行等进行全行业指导和监督，进行防汛排水和突发应急排水事件处置等。市排水
管理处2007年启动了“上海市排水行业数据库及其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至2010
年建设完成。近年来，排水处根据城市道路积水监测与报警、排水管网检测与养护监管、排
水泵车智能调度、污水厂排污监管、泵站污水厂放江自动监测等业务要求，在排水行业数据
库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完善，形成了更加完整全面的信息化业务支撑体系。2018年，市
排水管理处新设立了信息管理科，负责本市雨水、污水设施运行调度的监管。 因此，上海
市排水管理处具有一定的信息化系统管理基础。同时，本项目排水系统模型建成后的工作主
要为模型的维护更新及针对上海市中心城区排水运行调度的模型分析和应用，具有较强的专
业性。上海市排水管理处的主要职责为雨水、污水设施运行调度的行业监管，在排水系统模
型的运行分析及专业技术人员储备等方面基础相对较为薄弱。因此，上海市排水管理处拟择
优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提供专业化的管理和技术支撑，更好发挥项目运行效益，进一
步提升上海市排水行业管理水平。上海市排水管理处将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
导项目建设工作，研究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上海市排水管理处将成立排水运
行及调度监管中心（信息管理科），承担项目具体建设工作、行业监管工作以及项目后续的
运行、维护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上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系统建设分三年实施，各阶段任务安排如下：2020年：运行调度平
台建设：建设完成投入运行。运行调度监控中心建设：建设完成投入运行。运行调度监测站
点建设；完成三大污水片区覆盖范围主要监测站点建设。运行调度排水模型建设：完成基础
数据检查及拓扑结构梳理，完成各片区污水干线模型及中心城区外环线以内部分雨水系统模
型构建，实现运行数据管理和运行状态监控功能。2021年：运行调度监测站点建设；完
成监测站点建设。运行调度排水模型建设：完成模型构建2022年：接入各区运行调度系
统信息，完成各片区模型校验及排水系统模型整合、联合校验，完成软件系统运行调试，实
现智能评估诊断、运行优化建议、联合调度管理等运行调度管理功能。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为实现本市排水系统的智能化诊断评估和运行调度管理，上海市排水管理处统一规划建设上
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管理系统，通过构建排水系统模型、完善排水系统监测监控体系、建设上
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管理平台和运行调度控制中心，在本市雨污水排水设施运行信息的采集、
查询、统计分析、报表等数据管理功能及监视、报警等运行状态监控功能基础上，实现诊断
评估、决策支持、应急调度等高阶管理功能，为中心城区厂网一体化运行调度管理提供基础
，为排水系统的平稳运行、控制污水溢流和泵站放江污染提供支撑，促进中心城区水环境和
水安全的两水平衡。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1,553,449 项目当年预算（元）： 28,2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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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内容完成率 =100%

质量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 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良好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良好

环境效益 环境效益 良好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良好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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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内容完成率 =100%

质量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 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良好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良好

环境效益 环境效益 良好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良好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情况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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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污水处理费代征手续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按月向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威立雅自
来水有限公司支付委托代征污水处理费手续费。次年4月底前，根据污水处理费汇算清缴结
果按实结算上年度代征手续费。

立项依据：
1、《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16]25号）2
、《污水处理费委托征收服务协议》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依据上海市排水管理处与上述三家供水企业签订的“污水处理费委托征收服务协议”，市排
水处根据实际代征污水处理费收入总额的1.84%向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手续费；根据实际代征污水处理费收入总额的1.42%向上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和
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支付手续费。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月向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威立雅自
来水有限公司支付委托代征污水处理费手续费。次年4月底前，根据污水处理费汇算清缴结
果按实结算上年度代征手续费。

项目实施计划：

1、向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当年的手续费275万元×12=3300万元
；2、向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支付当年手续费72万元×12=864万元；3
、向上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支付当年手续费6.5万元×12=78万元；4、向上
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手续费余款22万元；5、向上海浦东威立雅自
来水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手续费余款54万元。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污水处理费汇算清缴结果按实结算上年度代征手续费。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43,18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3,1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2,4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2,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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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内容完成率 =100%

质量 项目数据准确性 准确

时效 项目实施时间 按期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群众效益 满意

影响力目标 其它 项目实施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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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项目名称： 新师大排水系统改造工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新建新师大合流泵站，在凯旋路、金沙江路、中山北路、枣阳路、怒江路和光复西路敷设合
流管道及截流泵出水管。

立项依据： 沪建交（2007）214号《关于新师大低标排水系统工程项目项建书的批复》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沪建交（2007）214号《关于新师大低标排水系统工程项目项建书的批复》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沪建综计[2016]747号，《市级城市维护工程类和整治类项目实施程序操作指南》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子项年度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提高新师大排水系统服务能力，解决地区积水问题。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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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专款专用率 100.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执行有效

合同管理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建设工作量（数量目标） 项目建成1项

质量 建设效果（质量目标）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时效 建设工期（时效目标） 年底前建设完成

成本 成本目标 严格按批复执行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提高新师大排水系统服务能力，解决地区积水

问题。
达到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一次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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