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7年度财政支出项目 

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2 年基础研究与软科学研究专项 

预算金额 7250 万元 

评价分值 89.56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项目按绩效目标要求完成既定研发任务，

产出数量和产出质量完成较好，但产出及时率

有待提高。在产出数量及质量目标方面，基础

研究项目产出完成率达到 97.52%，2012 年

立项的 121 个基础研究项目中，只有三个项

目尚未完成研究工作，其余 118 个项目均完

成了项目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完成率

97.52%），提交了项目申请，并全部通过市

科委组织的专家验收，产出质量完成率

100%。在项目的产出时效方面，项目验收申

请及时率和项目组织验收及时率与项目的目

标存在一定偏差，有待进一步提高。 

2、项目成果已获得示范应用，科技创新贡献

和人才培养效果显著。本次基础研究项目中支

持的商用航空发动机的相关研究成果及上海

大气 PM2.5 污染机理机制研究已经取得了实

际应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项目在科技



创新贡献方面大幅超出原定绩效目标，促进了

区域知识竞争力的提升。在知识产权贡献方

面，共计申请各类专利 355 件，超过预定 246

件专利的绩效目标，完成率达到 144.31%，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288 件超出目标 55.68%，

在科技论文贡献方面，发表科技论文1410篇，

超过预定 737 篇的绩效目标，完成率达到

191.32%，其中 SCI/EI 等向国外投稿的论文

1043 篇，占论文总数的 73.97%。在科技人

才培养方面，共培养人才 675 人（其中硕士

373 人、博士 302 人），超过预定人才培养

总数 582 人（其中硕士 339 人、博士 243 人）

的目标 15.98%。同时项目的实施后，共计获

得各类省部级奖项 35 项，其中国家级奖项 6

项。 

3、总体满意度较高，但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

制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在项目的综合满意度

方面，项目承担单位对项目实施的立项管理、

过程管理和资金管理的总体满意度为

85.69%，主管部门公共服务水平得到项目承

担单位的认可。同时，主管部门建立并执行了

长效投入和绩效评价机制，大部分项目持续发

展资金得到落实。但是，项目尚未建立后期追

踪等长效机制, 而基础研究项目的特点又决

定了项目后续成果发展与示范应用是衡量项

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相关内容有待进



一步优化完善。 

存在问题 1、项目后续跟踪等相关制度有待进一步健

全。基础研究项目的后续成果应用与发展是衡

量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通过后续跟踪和

成果数据统计收集，有利于为今后同领域的基

础研究项目的立项提供重要参考依据。而根据

评估组的调查，目前后续跟踪制度尚未建立，

不利于基础研究项目的后续发展，有待进一步

完善。 

2、项目验收过程的痕迹化管理有待加强。本

次评价的基础研究项目的项目产出数量和产

出质量完成较好，但产出及时率不尽如人意，

造成如此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 2012 年度基

础研究项目的验收组织时间为受理验收申请

后 2 个月内，较其他年度基础研究项目的组

织验收时间有所缩短；二是部分项目承担单位

提交的验收资料完整性、规范性存在瑕疵，无

法在提交验收申请后马上组织验收，需要项目

单位补充相关验收资料，补充资料的时间消耗

压缩了本来已紧张的验收组织期限，从而造成

项目验收组织不及时的现象。但由于项目补充

验收资料过程中未有相关的痕迹记录，无法证

明补充资料的时间消耗，产生了组织验收时间

延后的现象。 

整改建议 1、建立项目后期跟踪等长效管理制度，完善

项目管理制度体系，提升管理水平。建议主管



部门通过建立项目后期跟踪制度，及时了解项

目后续的发展，掌握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研

究领域的今后发展提供依据。同时根据科技部

近年来的相关政策要求，应尽快制定科技报告

制度和科研信用管理制度，积极推动落实科技

报告资源共享和科研信用记录与应用，保障项

目发挥科技资源持续共享作用，强化项目信用

记录以便为后期项目立项发挥参照作用。通过

以上措施，完善项目管理制度体系，提升基础

研究项目管理水平。 

2、建立痕迹化验收管理机制，做到有迹可循，

有档可查。针对项目组织验收的及时性问题，

建议主管部门建立痕迹化验收管理机制，在项

目提交验收资料前，先行告知项目单位验收材

料的要求，再对项目的验收材料审核过程做好

痕迹化管理记录，尤其是项目材料的缺失、补

充材料的时间等记录，项目验收资料补齐后再

进行项目验收组织，从而提高项目验收组织的

及时率。 

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两点建议，计划加强验收管理规范，

进一步提高项目验收管理效率，同时进一步完

善项目长效管理制度。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2 年城市建设与公共安全项目 

预算金额 22225.26 万元 

评价分值 89.12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项目立项决策科学、布局合理、目标清晰。

根据国家和本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本市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上

海市市科委发布了项目指南，为项目课题设立

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项目布局合理，覆盖

范围广，绩效目标设置清晰合理。 

2、项目组织和经费管理制度较健全，保障了

实施的规范性。该项目在经费管理、组织实施

等方面建立了较健全的管理制度。项目的经费

管理制度全面、完善，涵盖项目资金的预算、

使用、调整、监管各方面。项目的组织实施在

评审立项、过程管理等方面建立了相关制度，

整个项目管理流程规范清晰，公开透明，为项

目顺利实施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制度保障。 

3、项目产出绩效较好，社会和生态效益明显。

通过 30 项课题实施，项目基本完成相关设计、

施工工艺、装备等研究开发及示范应用，如在

上海市奉贤区铺筑了逾 30 公里的再生层沥青

路面示范工程，将热电厂掺烧污泥技术在青浦



工业园区热电厂进行示范应用等。有效提升了

支撑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建筑幕墙安全性评估

和改造、建筑施工安全和防灾、重大工程建设

和城市交通管理等社会效益，发挥了水环境治

理与饮用水安全、城市垃圾及污泥处理、环境

修复及风险监控等生态效益。 

存在问题 1、项目计划执行期统一为两年，计划完成日

期设置合理性有待提升。项目 30 项课题中 9

项课题未在计划时限内完成，主要原因为各课

题涉及示范应用的工程需要获得市发改委、住

建委审批，获批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原计

划未充分考虑此因素，项目指南中规定所有项

目实施年限为 2 年，周期过短造成难以按计

划实现。 

2、网上系统填写存在不完整现象，信息管理

有待加强。通过查看项目网上课题信息管理系

统，发现部分项目信息存在填写内容不完整的

现象，如《科研项目验收申请表》中的“项目

验收申请日期”一栏，部分项目为空，信息的

缺失不利于管理部门今后对验收管理工作的

完善和总结，同时对项目评估工作也产生了影

响。因此在主管部门在信息管理上有待加强。 

整改建议 1、完善项目立项指南，提升立项管理的科学

性。建议一方面完善项目立项指南，将制约因

素和假设条件纳入课题立项的可行性评价范

围。另一方面完善项目立项指南，根据不同课



题的特点及以往管理经验，适当延长部分课题

的实施周期，确保课题能够顺利开展，从而提

升立项管理过程的科学性。 

2、加强网上信息填写管理，提高信息数据的

完整性。建议主管部门完善网上信息系统，加

强对验收网上申请日期的管理，将验收申请日

期等重要信息栏目设置为必填栏目，并由系统

自动检查漏填或逻辑错误及时报错提示，从而

强化项目关键信息的痕迹管理，提升信息数据

的完整性。 

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两点建议，计划加强项目立项管理、

过程管理和验收管理，完善项目立项指南，优

化项目信息系统管理功能。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2 年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预算金额 9570 万元 

评价分值 89.68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项目按绩效目标要求完成既定研发任务，

创新技术成果的产出数量和质量显著。在产出

数量及质量目标方面，该项目完成了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的任务，52 项课题都通过了主管部

门组织的财务验收和以专家会议形式开展的

技术验收，且在创新技术成果上，包括专利技

术发明、论文著作产出、标准制定数量、培养

人才情况、企业服务数量、经济收入情况等六

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2、项目加快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科技创

新提供了优质的技术和环境条件，具有良好的

社会效益。该项目在财政资金投入的引导下，

通过有效的组织实施，面向本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重大疾病防治研究以及医药产业发

展、产业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等公共服务需

求，推进了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完

善，通过公共服务平台的科技创新服务能力以

及大型科学仪器共享的政策，为企业提供优质

的服务，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优质的技术和环境

条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存在问题 1、项目配套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加大了项目

实际管理难度。在制度建设方面，该项目相关

配套的管理制度尚未形成，对立项管理、中期

检查、验收管理等方面均未有明确的管理要

求，加大了项目实际管理难度。从实际管理情

况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利于有

效监管课题执行进度；二是不易于管理的规范

化。 

2、年报系统填写规范性不强，抑制了长效管

理机制有效发挥。为加强对平台运行绩效的管

理，主管部门建设了平台年报系统，通过建设

共享科技资源数据中心和一站式信息化服务

平台，使主管部门能够及时地掌握平台信息，

推动平台稳步、健康、长效地发展。但由于部

分平台对年报填报工作不够重视，造成部分填

报的数据失真，无法充分地反映平台实际运行

状况，抑制了该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作用的有效

发挥。 

整改建议 1、加快配套管理制度建设进度，保证项目规

范、有序开展。针对管理制度建设不够健全的

情况，建议主管部门加快制定与该项目配套的

管理制度或办法，明确项目立项管理、进度管

理、质量管理、监督管理等内容，同时规范课

题的立项程序和进度控制，完善项目运行管理

模式，提升项目整体效益。同时，严格遵守项

目管理制度，保障项目规范、有序的开展。 



2、严格把关信息填写质量，提高信息数据的

可靠性。针对年报系统信息填写不规范情况，

建议主管部门一方面加强对信息填写人员的

培训，提升对年报系统操作流程的熟练程度；

另一方面完善年报系统，对于存在漏填、逻辑

错误等现象进行自动检查，并由系统及时做出

报错提示，杜绝信息填写人员出现此类错误，

从而提高信息数据的可靠性，也使得管理部门

能够准确掌握平台运行状况，以便做出及时、

准确的调整和完善，提升平台建设与运行成

效。 

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两点建议，计划加快制定项目配套管

理制度或办法，确保项目实施的规范有序，同

时计划加强年报系统填报工作培训，并严格把

关信息填写质量，进一步提高年报数据的可靠

性。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2 年人才培养计划 

预算金额 9600 万元 

评价分值 87.30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项目立项紧紧围绕科技人才发展政策规划

的重点任务，决策科学、布局合理、目标清晰。

2012 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立项紧扣上海市科



技人才发展纲领性文件《上海市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上

海市“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 “深入实

施人才计划”，“优化人才培养计划”的要求，按

照“人才优先、国际竞争、创新机制、优化环

境、以用为本、服务发展”的指导方针，到 2015

年，基本建成一支规模匹配、结构优化、分布

合理的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通过前期调研、

可行性研究和专家网评与初选见面会等层层

环节择优遴选课题立项，立项规划科学、决策

依据充分。进一步推进项目、基地、人才相结

合的合理布局，有助于主管部门科技人才创新

体系建设职能目标的实现。 

2、项目组织实施和经费管理制度健全、措施

到位、执行有效，保障了项目整体实施的规范

性和有效性。在财政资金管理方面，人才培养

计划项目财政资金预算执行率高，财政投入放

大效应明显；主管部门对项目的预算管理、专

项资金管理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涵盖到了项目

的财务、资产和内控管理，并且项目资金审批、

拨付、监管流程能够按规定执行；项目负责人

较好地执行了科研项目财务管理制度，保障了

项目资金使用严格以预算为依据，资金使用较

为规范有效。在项目实施管理方面，主管部门

围绕项目管理关键节点制定了系统化、信息化

的管理流程和规范化管理制度措施，过程管理



实施了公开制度、报告制度、回避制度、评估

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保障了项目实施的规范

性和有效性，为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益提供了有

效保证。 

3、项目研发任务完成率较高，取得了一批高

质量的知识产权、科技著作、四新技术的成果，

项目负责人在提升自身科研能力同时带动培

育后备人才、凝聚科研团队，项目实施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满意度了和显著的社会效益，后续

发展具备制度、人力资源和硬件条件保障。据

统计，人才培养项目三大类别支持的 392 个

课题中，381 个课题已完成既定研发任务，经

专家验收全部合格。累计获知识产权数量为

1320 件，发表论文 2161 篇，出版科技专著

1024 万字，标准制定 58 项，新产品、新材

料、新工艺、新装置 104 项，新增产值

226729.3 万元。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负责人

所在依托单位均建立并执行了项目长效管理

机制，能够为项目持续实施提供所需资金和制

度保障；项目期内，成功培养博士 981 人，

硕士 1689 人，项目负责人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133 项。 

存在问题 1、项目预算编制流程有待优化。人才培养计

划的预算编制流程为“编报年度预算→进行项

目遴选→根据遴选结果细化预算”。2012 年人

才计划年度预算总额为 9600 万元，评价过程



中发现，该金额的拟定是以人才计划历年的资

助额度作为编制依据，项目遴选放在年度预算

编制之后进行，编制依据不够精确和充分。 

2、项目验收时效管理效果有待提高。项目主

管部门已经针对项目时效管理在课题合同中

制定了相关条款，约定了按时完成的义务并在

违约责任条款中明确了延期完成将造成尾款

扣减的处罚措施。从项目信息统计情况看，有

306 项课题未按时完成验收申请提交，占总数

的 79.07%，延期时间从 1 天到 39 个月不等；

有 4 项课题未在验收申请提交后规定时间内

完成验收，占总数的 1.03%。本次评价所反

映出的项目产出时效不高的问题，究其原因是

项目主管部门和承担单位在管理过程中重验

收通过率而忽视项目进度管理。同时，部分单

位由于不熟悉市科委工作流程或习惯于项目

到期后，经管理部门再次催促后才真正开始准

备验收工作也是导致项目没有及时提出验收

申请的原因。 

整改建议 1、调整预算编制流程，提高预算依据充分性。

建议项目主管部门调整人才培养项目的预算

编制流程，前置项目遴选，由原先“编报年度

预算→进行项目遴选→根据遴选结果细化预

算”调整为“进行项目遴选→根据遴选结果细化

预算→编报年度预算”，与主管部门年度预算

编报时间相配合，从而提高项目预算编制依据



的充分性。 

2、优化验收流程，重视验收管理的时效性。

作为项目主管部门，应重视项目验收管理的计

划性和效率性，对临近完成的课题可提前三个

月通知课题承担单位准备验收，以便课题承担

单位能充分准备各环节所需的材料，并有计划

地开展课题验收工作，保证项目验收的时效

性。同时，应加强验收资料归档管理，验收结

束后，主管部门应督促课题单位及时提交全部

课题验收材料，以便尽快完成验收所有手续，

按期下拨尾款，保证财政资金及时到位。对于

进度延后的课题承担单位，应多加强沟通确保

工作进展；对于无充分理由不配合验收工作

的，记入科研诚信档案，加强对承担单位的督

促作用。 

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两点建议，计划进一步优化预算编制

流程，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同时加强验收

管理规范，进一步提高项目验收管理效率。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2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专项 

预算金额 64840 万元 

评价分值 88.95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通过项目实施，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引导

布局基本形成，五大主导产业集聚效益初步体



现。同时通过财政资金投入，项目形成了一批

重要的产业技术成果，部分领域实现了技术应

用示范与模式创新，产业技术引导效益持续显

现。 

存在问题 1、部分课题未按计划完成，验收管理环节及

验收人员投入尚可进一步完善。部分课题在原

计划截止日期后的 6 个月内尚未完成验收工

作，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个别课题自身未满

足验收条件，造成延期验收或撤销终止。另一

方面在于课题提出验收申请后，阶段性待验收

课题数量较多，相关财务验收和审计周期较

长，从而导致部分课题无法及时开展技术验收

工作，造成其验收日期较晚。 

2、部分课题过程管理和验收管理步骤采取线

下操作方式，信息更新不及时影响了项目管理

信息系统的实时管理作用发挥。课题过程管理

和验收管理中的合同调整、延期申请、撤销终

止、技术验收等属于线下操作步骤，相关审批

流转环节完成后，需手工调整项目在管理系统

中的状态或记录，造成个别课题在信息系统的

状态修改不及时或记录信息不完整、不准确，

导致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部分统计信息不能

与实际情况匹配。 

整改建议 1、完善验收管理规范，优化验收组织机制，

提高验收管理效率。针对项目完成时效性欠佳

的问题，建议主管单位一方面进一步制定和完



善验收管理制度，明晰验收的各方职责、验收

流程和具体要求等，如部分课题未按项目任务

书确定的计划进度实施项目或原定结束期满

后 6 个月内仍无法按要求提供验收材料的，

可尽快按相关终止撤销流程进行管理；另一方

面可进一步优化验收流程机制，并通过增加具

有资质的财务审计机构等方式，增强短时间内

完成大量课题财务验收和审计的能力，加快课

题财务验收流程，缩短课题技术验收等待时

间，从而进一步提高项目整体验收效率。 

2、开发必要的项目过程管理和验收管理线上

集约化管理功能，逐步提升管理信息系统全流

程管理支撑能力。针对项目过程管理、验收管

理信息存在时滞的问题，建议主管单位一方面

尽快对信息状态与实际情况不匹配的项目在

信息系统修改更新数据；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

现有信息管理系统的过程管理和验收管理功

能，将线下审批流转变为线上步骤，实现过程

管理、验收管理信息纳入到线上信息管理体

系，健全全流程管理的科研项目信息管理系

统。 

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两点建议，计划加强验收管理规范，

进一步提高项目验收管理效率，同时进一步优

化与完善项目信息系统管理功能。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2 年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建设、技术平

台专项 

预算金额 11350 万元 

评价分值 89.27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通过重点实验室建设及运行费给付，提升

了实验室的科学研究能力。项目涉及新建重点

实验室，在建设期内产出的专利数、论文数、

承担国家级项目数均超额完成了计划要求，实

现了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目标；给付运行费的重

点实验室，在运行费给付后的首个评估期内的

授权发明专利数量、承担国家级项目数量均达

预期，充分反映了上海重点实验室在评估期内

的科学研究成效。 

2、通过工程中心建设及能力提升项目，推动

了工程中心的技术成果转化。工程中心成果转

化数量及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成果数量均在

项目实施后有明显增长，提升了以工程中心为

代表的上海研发基地的技术和产品影响力，推

动相关行业领域的技术和产品革新，推进关键

和共性技术的市场化扩散，从而发挥上海研发

基地的技术引领和辐射能力。 

存在问题 1、部分子项目自筹经费未落实到位。根据项

目指南， “上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能力提升”



项目自筹经费与市级财政资助经费比率不低

于 2:1，但根据项目预算执行实际情况来看，

部分项目实际投入并未达到该投入比例要求，

依托单位未按要求争取和落实相关经费支持。

2、主管部门对“重点实验室运行费”资金使用

具体情况的掌握需进一步加强。主管部门通过

《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及

《上海市重点实验室运行经费使用和管理实

施细则》明确了实验室运行经费的资助方式为

后补助，并规定了实验室使用各类费用的大致

比例。但在实验室使用经费后，仅在三年一次

的评估过程中填写使用情况，主管部门对经费

使用的具体情况的掌握还需进一步加强。 

整改建议 1、建议主管部门督促项目依托单位积极争取

落实自筹经费。在进行项目申报立项时，加强

对项目自筹经费计划投入比例的审查力度；在

过程管理时，检查项目自筹经费的落实情况；

在进行项目验收时，将项目自筹经费投入比例

的达标情况纳入验收核查范围。 

2、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实验室对“重点实验室运

行费”资金使用情况的汇报。建议主管部门进

一步明确对依托单位重点实验室运行费资金

使用的管理要求，并要求各重点实验室定时申

报运行费的使用情况，并对其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分析，进一步掌握各单位使用重点实验室运

行费的实际情况，并确保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整改情况 2018 年，市科委计划采取月报形式，要求各

重点实验室按月申报其运行情况及运行费使

用情况，以及时掌握各重点实验室的运行费资

金使用情况。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 

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3 年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专项 

预算金额 10780 万元 

评价分值 89.57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通过重点实验室建设及运行费支持，提升

了重点实验室的科学研究能力。项目涉及的

11 家新建重点实验室，在建设期内计划产出

专利 76 个、论文 320 篇、承担国家级项目

54 项，实际申请专利 209 个、获得授权专利

63 个、发表论文 811 篇、承担国家级项目 75

项，超额完成了计划要求；61 家运行费支持

的重点实验室，在运行费拨付后的首个评估期

内较上轮有所增长，充分反映了上海市重点实

验室在评估期内的科学研究成效。 

2、通过工程中心建设及能力提升项目，推动

了工程中心的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成果的产品

化应用，有利于提升以工程中心为代表的上海

研发基地的技术和产品影响力，推动相关行业

领域的技术和产品革新，推进关键和共性技术

的市场化扩散，从而发挥上海研发基地的技术

引领和辐射能力。从 2014 年和 2015 年的数



据上看，项目所涉及的工程中心在成果转化和

规模化生产两方面数据均在项目实施后有了

明显增长，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存在问题 1、未针对项目内容发布申报指南，立项流程

规范性有待进一步加强。按照制度要求，主管

部门应首先在项目征集环节，通过开展前期调

研与专家评审等方式确定申报指南，并在上海

科技网上公布指南及项目的申报范围、申报条

件、申报主体和申报要求等向社会公开征集。

但据调研了解，2013 年，主管部门在网上未

针对“上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新建上海

市重点实验室”、“上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能力

提升”等内容发布申报指南，不利于主管部门

有效落实规范的项目立项流程。 

2、资金具体使用情况掌握不及时，监管力度

有待进一步加强。重点实验室运行费根据相关

文件规定，明确了资助方式为后补助，并规定

了费用使用的大致比例。但在资金使用过程

中，主管部门对其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不强，

仅是通过三年一次的评估工作，简单了解各实

验室运行费使用情况，对资金使用的效率无法

做到有效监管。 

整改建议 1、重视申报指南发布工作，加强项目立项流

程规范性。建议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申报指南发

布工作的重视程度，提前开展调研与专家评

审，确保申报指南发布的及时性，做好项目立



项的公开，从而有效提高项目立项流程的规范

性。 

2、建立定时汇报制度，加强运行经费监管力

度。建议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对依托单位运行

费资金使用的管理要求，并可通过定时填报资

金使用情况的方式，及时掌握各单位运行费的

实际使用情况，确保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同时，

可通过评估手段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管要求，

进一步提高运行经费的使用效率。 

整改情况 将根据上述两点建议，进一步加强立项管理的

规范性，同时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督管理的力

度，提高财政经费使用效率。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3 年人才培养计划 

预算金额 9350 万元 

评价分值 87.32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项目立项紧紧围绕科技人才发展政策规划

的重点任务，决策科学、布局合理、目标清晰。

科学合理的项目决策是保障财政投入效益的

前提条件。2013 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立项紧

扣上海市科技人才发展纲领性文件《上海市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上海市“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中提出的要“深入实施人才计划”，“优化人才培

养计划”的要求，按照“人才优先、国际竞争、

创新机制、优化环境、以用为本、服务发展”

的指导方针，到 2015 年，基本建成一支规模

匹配、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高素质科技人才

队伍。通过前期调研、可行性研究、专家网评

与初选见面会等层层环节择优遴选项目立项，

立项规划科学、决策依据充分。进一步推进项

目、基地、人才相结合的合理布局，有助于主

管部门实现科技人才创新体系建设的职能目

标。 

2、项目组织实施和经费管理制度健全、措施

到位，保障了项目整体实施的规范性和有效

性。规范有效的组织管理和经费管理是项目实



现绩效目标的有力保障。在财政资金管理方

面，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财政资金预算执行率

高，带动了部分社会资本的投入；主管部门对

项目的预算管理、专项资金管理等作出了详细

规定，涵盖了项目的财务、资产和内控管理，

并且项目资金审批、拨付、监管流程能够按规

定执行；项目负责人较好地执行了独立核算、

专款专用等财务制度，保障了项目资金使用严

格以预算为依据，资金使用较为规范有效。在

项目实施管理方面，主管部门围绕项目管理关

键节点制定了系统化、信息化的管理流程和规

范化管理制度措施，过程管理实施了公开制

度、报告制度、回避制度、评估制度和监督检

查制度，保障了项目实施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为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益提供了有效保证。 

3、项目研发任务完成率高，在知识产权、四

新成果、人才团队等多方面成果产出效益明

显，后续发展具备制度、人力资源和硬件条件

保障。以科学决策和规范管理为基础，项目实

现了显著的财政投入产出效益。据统计，2013

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支持的 384 个课题中，

378 个课题已完成既定研发任务，经专家验收

全部合格。通过项目实施，累计获知识产权数

量为 1332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635 件，申

请发明专利 1594 件，授权国外专利 2 件；累

计发表论文 2119 篇，远超 1126 篇的预定目



标，其中向国外发表 1431 篇，出版科技专著

763 万字；完成标准制定 82 项，新产品、新

材料、新工艺、新装置 102 项，新增产值

545316.00 万元，出口额 2550.00 万元，净

利润 229583.00 万元，纳税总额 49108.00 万

元。项目实施后，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负责人

所在依托单位均建立并执行了项目长效管理

机制，能够为项目持续实施提供所需资金和制

度保障；项目研发和管理人员团队在人员类

别、学历和职称结构方面均实现了数量增长和

结构优化，项目期内，成功培养博士 261 人，

硕士 495 人，课题负责人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110 项。有 119 位课题负责人在课题实施后

获得更高级别的人才称号，其中 27 人获得优

青、20 人获得杰青、22 人获得长江学者称号、

8 人获上海千人、32 人获中央千人。由此可

见，项目投入后，依托单位在制度机制、人力

资源等方面得到优化，为推动项目实施创造了

较好的基础条件。 

存在问题 1、个别效果指标的完成与预期差距较大。

2013 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基本上完成了项目

既定的绩效目标，在项目产出、效果和影响力

三方面总体表现较好，但仍有个别目标完成不

尽理想，主要为经济效益指标。对比项目任务

书与验收申请书的考核指标，项目预计新增产

值 1171686.50 万元，实际新增产值



545316.00 万元，计划完成率仅 46.54%，与

预期目标差距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才计划

的申请填报以科研人员本身为主，这些科研人

员在技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但往往对行业经济

预估不足，导致填报相关经济效益指标时过于

乐观，造成经济指标的完成与预期产生较大差

距。 

2、项目验收时效管理效果有待提高。项目主

管部门已经针对项目时效管理在项目合同中

制定了相关条款，约定了按时完成的义务并在

违约责任条款中明确了延期完成将造成尾款

扣减的处罚措施。从项目信息统计情况看，有

232 个课题未按时完成验收申请提交，占总数

的 60.42%，延期时间从 1 天到 395 天不等；

有 5 个课题未在验收申请提交后规定时间内

完成验收，占提交验收申请总数的 1.32%。

本次评价所反映出的项目产出时效不高的问

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入选人才计划的科研人

员因患病、调离岗位、出国培训等情况不能按

时完成项目的研发任务，另一方面，部分单位

由于不熟悉市科委工作流程或习惯于项目到

期后，经管理部门再次催促后才真正开始准备

验收工作也是导致项目没有及时提出验收申

请的原因。 

整改建议 1、建议进一步强化考核指标的合理性和可实

现性。针对个别效果指标的完成与预期差距较



大的问题，建议项目主管部门一方面加强人才

项目申报材料填写的培训工作，指导填报人员

合理申报各项考核指标，另一方面应更重视立

项评审时专家对相关指标的调整意见，及时修

正相关指标值，充分发挥专家在项目立项中的

作用。 

2、建议探索多种验收方式并举，提高验收效

率。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类别多，入选人数多，

验收组织复杂程度高，项目主管部门近年来也

非常重视如何有效提高验收时效性。为此，建

议主管部门一方面采取对临近完成的课题提

前三个月通知课题承担单位准备验收，以便课

题承担单位能充分准备各环节所需的材料，并

有计划地开展课题验收工作；另一方面，通过

有计划地按学科开展项目集中验收工作，来提

高项目验收时效。此外，针对人才项目数量多、

资助金额相对少的特性，建议主管部门适时探

索对项目采取书面材料验收、专家组集中验收

和推荐部门负责组织验收等多种验收方式并

举的可能性，以提高项目的验收效率。 

整改情况 将根据上述两点建议，进一步加强相关培训工

作，提高立项考核指标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同时加强验收管理规范，逐步探索尝试其他验

收方式，进一步提高项目验收管理效率。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3 年城市建设与管理项目 

预算金额 10910 万元 

评价分值 89.54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项目立项决策科学，符合社会发展相关需

求。上海市市科委根据国家和本市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本市科学和技术发展

“十二五”规划，发布了 2013 年“科技创新行动

计划”社会发展领域项目指南，为项目课题设

立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项目布局合理，涵

盖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城市建设与交通等 5

个民生相关领域，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为

上海市实现科学与技术战略目标提供了有效

支撑。 

2、项目产出情况较好，相关科技成果惠及民

众。通过 39 项课题实施，项目形成了地下工

程围护体隐患综合探测技术等 5 项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相关技术、大型枢纽机场航站楼不停

航运营改扩建协同管理和风险控制技术等 4

项重大工程建设相关技术、超高层摆式电涡流

调谐质量阻尼器的成套生产工艺技术等 4 项

城市公共安全及防灾技术、社区移动康复监测

和诊疗技术等 4 项科技成果惠民技术、有机

湿垃圾发酵产品用于改良绿地林地土壤技术

等 6 项环境治理与污染控制相关技术，基本



完成相关技术的示范应用，实现项目计划发挥

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关科技成果惠及民

众。 

存在问题 1、部分课题实施进度落后，影响项目整体进

度和效果。通过梳理项目过程管理情况发现，

部分课题至今仍为在研状态，影响了整个项目

的实施进度和实施效果。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课

题涉及的工程难度大，情况复杂多变；二是由

于个别课题牵头单位组织不到位，课题实施进

度落后。 

2、部分课题提出验收申请后未及时完成验

收。部分课题在提出验收申请后未能在 6 个

月内完成验收，主要原因为课题在审计和财务

验收中存在问题，目前尚在整改中。 

整改建议 1、加强课题进度跟踪，对于客观原因造成项

目无法实施的及时予以终止。建议主管部门在

项目过程管理中，进一步跟踪各课题实施进

度，及时了解课题进度滞后的具体原因，并采

取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例如对于客观原因造成

课题进度滞后的，应及时调整课题完成时间，

对于课题无法继续实施的应及时予以终止，对

于牵头单位组织不到位的课题，采取信用记录

等方式强化对牵头单位的监督和问责。 

2、明确课题整改时限要求，进一步加强验收

环节进度管理。建议主管部门对于需要进行整

改的课题，提出明确的整改时限要求，并跟踪



整改结果，对于超出整改时限仍不能完成整改

的，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 

整改情况 将根据上述两点建议，进一步加强项目实施过

程跟踪，完善课题整改要求，加强课题验收管

理。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3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专项 

预算金额 56950 万元 

评价分值 89.26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通过项目实施，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

引导布局基本形成，五大主导产业集聚效益进

一步体现。2013 年“引导专项”所立项的 294

个课题共涉及 73 个研究专题，各类课题研究

内容覆盖所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本市相

关领域技术发展布局继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

支撑作用。七大产业中属于本市主导产业的课

题数量为 287 项，占比达 97.62%，项目实施

形成了关键技术积累，强化了企业的创新主体

地位，以产业发展为导向集聚了技术、人才、

资金等资源，为后期主导产业的迅速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 

2、通过项目实施，形成了一批重要的产业技

术成果，部分科技成果发挥了惠民效益，科研

活动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一批产业共性技术

与关键技术难题得到实质性进展，相关成果的

技术成熟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在生物、节能环

保等领域，一批先进的医疗与民生科技成果得

到应用示范与推广，在本市居民的健康状况与

民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惠民效益。在新能



源、新材料等领域，多个先进科研成果实施了

国际合作，为提升本市相关产业国际影响力起

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带动作用。 

存在问题 1、部分课题信息更新时效性有待进一步加

强，以便于项目管理信息发挥正常效益。课题

的验收管理目前处于线下操作状态，相关审批

流转环节完成后，需手工调整项目在管理系统

中的状态或记录，从而造成个别课题在信息系

统的状态未能及时更新，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

部分统计信息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异。 

2、个别课题尚未完成，课题延期管理措施有

待进一步完善。项目中存在个别课题虽然申请

了延期，但实际完成时间仍然晚于延期后的计

划完成日期的情况。项目对于课题延期管理方

面的延期次数、延期时限等需进一步明确要

求，加强管理。 

整改建议 1、优化项目过程管理流程，丰富系统管理功

能，逐步建立项目全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建议

主管单位一方面尽快对信息状态与实际情况

有差异的项目在信息系统更新数据；另一方面

进一步完善现有信息管理系统的过程管理和

验收管理功能，将线下审批流转变为线上步

骤，实现过程管理、验收管理信息纳入到线上

信息管理体系，健全全流程管理的科研项目信

息管理系统。 

2、进一步优化延期管理，提高项目管理效率。



建议主管单位一方面可进一步优化延期管理，

对课题申请延期的次数、延期时长以及后期处

理等内容制定明确的管理措施，从而保证课题

的完成率，提高项目整体实施效果；另一方面

针对科研项目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特点，进一

步明确验收流程的具体要求，对延期实施或长

期整改仍未能达到验收标准的课题，按要求实

施终止流程。 

整改情况 将根据上述两点建议，进一步加强延期管理规

范，进一步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同时进一步优

化与完善项目信息系统管理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