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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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虹桥商务区绿色建推进工作专项 

决算金额 79.80 万元人民币 

评价分值 93.45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2018 年度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绿色建筑推进工作从总体上看，

达到了项目预期目标。绩效评价评分达到了优秀。 

（1） 2018年商务区完成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识申报工作，取

得全国首个“国家绿色生态城区三星级运行标识”，达到实施运管

阶段国家绿色生态城区三星级运行标识的要求。截至 3 月份，商务

区就获得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认证（全部为二星级及以上）的项目共 

64 个，认证面积 568.73 万平方米，占核区总建筑面积（585 万

平方米）的 97.2%。其中，二星级项目 29 个，标识面积 238.3 万

平方米，面积占比 41.9%；三星级项目 35 个，标识面积 330.43 万

平方米，面积占比 58.1%。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绿色建筑基本已获得

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2）完成商务区绿色低碳展示中心展示策划方案，出具报告 1

份。 

（3）2018 年度召开低碳发展实践区验收评价会 1 次、商务区

专项资金评审会 1次、商务区生态城区评审会 1次、商务区新能源

中心补贴评审会 1次、申报“国家绿色生态城区三星级运营标识”

专家现场踏勘与座谈交流会议 1 次。编制完成《上海虹桥商务区

2018 年度绿色建筑推进工作专项绿色建筑推进相关工作文件汇

编》。 

 

存在问题 

1、绿色建筑理念尚不够深入，绿色建筑市场氛围尚未形成。 

目前，虽然企业制定了绿色建筑发展战略，并不断提高产品的

绿色化水平和品质，获得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数量和面积也逐年迅

速增加，但其他大部分企业往往将获得标识作为取得财政奖励、提

高销售预期的主要手段，并未将其作为提升建筑品质的真正动力。

加之对社会公众的绿色建筑理念宣传不够，阻碍了社会各界人士对

绿色建筑实质内涵的正确理解，仅通过强调节能环保的责任并不能

真正调动消费者购买绿色建筑意愿，以消费者为主体的绿色建筑市

场环境尚未形成，导致开发商或业主发展绿色建筑意愿不强，配合

度有欠缺，对二次装修阶段设计审查与评估的推进造成一定影响。 

2、对各类会议的记录文件缺乏整理，不能全面反映项目管理

的工作内容。 

根据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项目相关政策要求和招标文件及合



同条款，虹桥商务区管委会组织召开与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的沟通

协调会，及时汇总虹桥商务区绿色建筑建设进展情况，召开绿色建

筑相关宣贯会、推进会，但绩效评价项目组从商务区管委会的相关

部门查阅的文件资料中，以及与项目组织方和实施单位的访谈中发

现，上述各类会议均有召开，但对会议的记录文件缺乏必要的整理，

不能全面反映项目管理工作内容。 

整改建议 

1、加强绿色建筑理念的普及，提高大众认知度，持续推进绿

色建筑发展。 

虹桥商务区“十三五”规划对绿色低碳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管

委会应加大力度做好绿色建筑理念的宣传推广，尤其是对项目建设

方在设计阶段之前采取针对性的宣传措施，加大宣贯力度，通过采

取各种宣传方式和措施，提升参建各方、涉及二次装修单位的绿色

建筑理念，更加注重绿色建筑强调全过程管理，实施全过程监测，

促进各方积极配合绿色建筑推进工作，巩固工作成果，持续推进虹

桥商务区绿色建筑发展。 

2、完善各类会议的会议纪要，并整理汇编成册。 

根据项目管理的要求，建议对项目开展过程中的各类会议进行

记录、归纳和总结，并整理形成绿色建筑专题宣贯会、推进会、沟

通协调会的会议纪要，必要时将会议纪要等文件汇编成册。 

 

整改情况 

一是对项目建设方在设计阶段之前采取针对性的宣传措施，加

大宣贯力度，通过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和措施，提升参建各方、涉及

二次装修单位的绿色建筑理念，更加注重绿色建筑强调全过程管

理，实施全过程监测，促进各方积极配合绿色建筑推进工作，巩固

工作成果，持续推进虹桥商务区绿色建筑发展。 

二是完善各类会议的会议纪要，并整理汇编成册。 

根据项目管理的要求，建议对项目开展过程中的各类会议进行

记录、归纳和总结，并整理形成会议纪要，必要时将会议纪要等文

件汇编成册。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度虹桥商务区开发工作专项 

决算金额 160.55 万元人民币 

评价分值 91.75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2018 年虹桥商务区开发工作专项工作从总体上看，达到了项

目预期目标。绩效评价评分达到了优秀。 

（1）完成了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 01、04、05、07-2号地块、

核心区南片区 02号地块、虹桥商务区主功能区物流片区 01、02号

地块、核心区北片区 01、02、03、04、、07、08、09、15号地块等

13个项目的工期评估报告。 

（2）完成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西区配套业务用房玻璃幕墙结

构安全性论证报告、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 08 地块 D13 街坊项目

玻璃幕墙结构安全性论证报告、长宁区程家桥街道 357 街坊新建工

程项目玻璃幕墙结构安全性论证报告的专家技术论证。 

（3）完成了核心区和物流片区各地块各建筑单体的施工进度

月（季）度统计分析表和可视化三维效果图，以及建设进度两个可

视化 3D 数字模型和两套效果图；完成了虹桥商务区二次装饰装修

项目汇总分析管理表以及虹桥商务区新建项目竣工验收备案证书

信息查询管理汇总分析表；完成了核心区安装用能分项计量及能效

测评检查监督；完成了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进

度计划编制项目总结报告。 

（4）完成了核心区 07-1冠捷科技大厦绿色建筑运行标识三星

级评审相关汇报文件汇编，并协助上海虹桥商务区管委会获得了绿

色建筑运行标识三星级标牌。 

（5）完成了国家会展中心二层步廊东延伸工程初步设计、虹

桥商务区 16-02地块新建幼儿园项目初步设计、虹桥商务区环境建

设提升工程（二期工程）零星绿地初步设计、核心区南北片区公共

绿地二期工程 08-01 地块景观初步设计、核心区（一期）与中国博

览会会展综合体地下人行通道西段工程初步设计等 5个项目的评审

并提交了报告。 

（6）完成了每周一次安全日常巡查并提交了检查报告；完成

了特殊情况下的专项安全检查并提交了检查报告。2018 截至 10 月

底累计对在建工地各类检查 152 家次，下工地检查工作 632人次，

检查各类安全隐患 466 条，累计开出整改通知单 89 张，有效杜绝

了商务区各在建地块、二次装修场所的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 

 

存在问题 

项目成果的验收审核手续尚不够完备，项目资料文件的收集整

理和归档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虽然项目管理方面制定了各种管理制度，包括定期项目

汇总制度、工作例会制度、审查整改制度、宣贯推进制度、验收管

理办法等，管理制度针对项目开展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由于项目成果大部分是以评审报告、论证报告、评估报告

等文件形式呈现，而对于这类成果的验收审核缺少必备的程序和手



续。而且由于报告文件的数量多、涉及项目种类多，时间跨度长等

因素，许多文件资料的收集整理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不少困难，及时

归档有不小的难度，这是今后需要加强的工作内容。 

 

整改建议 

加强报告类项目成果的验收审核，重视项目资料文件的收集整

理和归档工作，提高管理工作质量，持续推进商务区开发工作。 

虹桥商务区开发工作专项的设立，不仅对虹桥商务区开发工作

的“硬件”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也对商务区开发工作的“软

件”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委会应加大力度做好商务区开发建

设的内容和品质上监管和监控，同时要对商务区开发工作管理制度

建设方面，尤其是制度的实际执行效果方面，重点落实报告类项目

成果的验收审核，完备验收审核的程序和手续，并且要重视项目资

料文件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提高管理工作质量，持续推进商务

区开发工作。 

 

整改情况 

 

 

根据整改要求，本委进一步加强了报告类项目成果的验收审

核，重视项目资料文件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提高管理工作质量，

持续推进商务区开发工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企业服务中心人员及培训费 

决算金额 146.2681 万元人民币 

评价分值 92.48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通过派遣公共受理大厅窗口专职工作人员基本满足虹桥商务

区区域内企业的办事需求，同时为保障进博会窗口服务工作作出一

定贡献 

项目的实施是对虹桥商务区“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深化改革和

保障措施的具体落实，通过派遣公共受理大厅窗口专职工作人员较

好地保证了公共受理大厅的正常运行，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

水平较高，基本满足了区域内企业的办事需求，优化了虹桥商务区

营商环境。同时借进博会契机，拓展外国人服务窗口的功能，虹桥

商务区企业服务中心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窗口在受理常规业务的

同时拓展功能，包括虹桥商务区内企业聘用外籍高校毕业生学历可

放宽至应届本科及以上以及突破地域限制，面向长三角企业开展外

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业务，进一步服务长三角等。项目的实施将推动

虹桥商务区世界一流水准商务区的建设。 

存在问题 

人员调整后未及时补充派遣人员，人员数量未达标。 

根据招标需求及服务合同书约定，新虹爱博（上海）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在 2018 年度应派遣公共受理大厅工作人员 8 名，但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2018年 8月 1 名派遣人员离职后，派遣人数未及时

补充，一直为 7名，未达标，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产生一定影响。 

整改建议 

对人员未达标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切实保障人员达标，保障项

目取得应有效果。 

人员离职后未及时补充原因主要集中在虹桥商务区正在开发

建设中，区域的交通状况和办公环境都不如市中心成熟商务区，工

作人员以派遣的方式用工，合同时间短，缺乏稳定性，薪资水平低

等，因此，对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不大，也不容易留住人才。建议

延长劳务派遣公司的服务期限，延长用工合同签订期限，对于特别

优秀的人员用工方式特事特办等，以提高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保障稳定性。同时建议在安排财政资金时适当予以倾斜，用于提高

优秀人才的薪资水平，增加岗位吸引力，以吸引优秀人才的加盟，

保障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使之与虹桥商务区建设世界一流商务区

目标相匹配。 

整改情况 

针对人员离职后未及时补充的问题，本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改进

合同内容，根据实际需要延长劳务派遣公司的服务期限，延长用工

合同签订期限，对于特别优秀的人员用工方式特事特办等，以提高

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保障稳定性。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度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应急管理保障专项 

决算金额 160.92 万元人民币 

评价分值 93.88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项目实施保障了应急值守队伍，增强值守能力，应急响应能力，

保障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发挥“大交通”功

能。 

虹桥商务区的“大交通”功能位列三大功能之首，具有战略意

义。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应急管理保障专项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通

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应急值守队伍的稳定，保证 24 小时监控业务

的持续性，信息收集和信息报送的顺畅性，使得能对突发事件及时

响应并协调解决，保障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此外，进博会期间，积极贯彻落实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应急保障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及枢纽应急办《关于加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期间虹桥枢纽值班值守工作的通知》精神，ERC 工作人员和值守

人员放弃休息加班加点做好服务保障，做好枢纽运行的值班值守工

作，为进博会的圆满举办做出应有贡献。 

存在问题 

派遣值守人员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精神有待提升。 

根据对 ERC 工作人员的调查问卷，ERC 工作人员对派遣值守人

员的满意度总体不够高，尤其是对派遣值守人员工作态度和团队合

作精神上的满意度较低。派遣值守人员位于信息收集的第一线，需

要员工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工作主动性和团队合作精神等，应急值

守工作又具有特殊性，需要 24 小时持续进行，要操作相关设备等，

工作性质较枯燥，但又具重要性，派遣值守人员工作态度和团队合

作精神，直接关系到值守工作质量。 

整改建议 

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应急值守人员积极性和团队合作精神，不

断提高应急值守业务能力。 

对于值守人员稍欠积极性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原因进行深入分

析，采取切实措施，如通过值守人员员工关怀，安排员工座谈会、

拓展训练、团建活动等提升凝聚力，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用工单

位之间的交流，关心激励与严格管理相结合，提升值守队伍向心力

凝聚力。同时建议进一步完善值守大厅人员绩效考勤管理办法等，

将薪酬待遇与业绩考核挂钩，提高值守人员待遇，保障队伍稳定，

激发“为枢纽值守、为旅客站岗”工作精神，为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做出贡献。 

整改情况 

针对值守人员稍欠积极性和团队合作精神的问题，本委首先对原因

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对症下药，采取相关措施加以改进：一是

安排员工座谈会、拓展训练、团建活动等提升凝聚力，增进员工之

间、员工与用工单位之间的交流；二是进一步完善值守大厅人员绩

效考勤管理办法等，将薪酬待遇与业绩考核挂钩，提高值守人员待

遇，保障队伍稳定，激发“为枢纽值守、为旅客站岗”工作精神，

为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做出贡献。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虹桥商务区规划体系评估 

决算金额 120万元人民币 

评价分值 96.41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1、规划体系评估工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必要性，为虹桥商

务区下一步发展起指引作用 

虹桥商务区成立 10 年来，从枢纽规划决策到商务区建设，再

到追求全球卓越的虹桥主城片区，虹桥商务区建成了全国重大的交

通枢纽，充满活力的商务新高地，国家会展中心，低碳城市主城区。

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之后，尤其是进博会上习

总书记的讲话为虹桥商务区未来发展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在迈向

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包括创新之城、活力之城、人文之城、品质之

城的目标下，通过规划体系评估工作，肯定成就、面向未来，发现

不足，追求更好的发展，显得尤为及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将为

虹桥商务区未来发展起到良好指引作用。 

2、利用大数据调研及分析等技术手段，克服统计数据不足等

困难，保障评估报告的数据支撑度 

由于虹桥商务区不是传统行政区，没有历年的统计数据，各项

社会经济资料收集存在一定困难，而数据收集工作是规划体系评估

的基础工作，关系到项目成果的质量。本项目实施方联合专业研究

机构，与时俱进，创新性地引入互联网大数据调研及分析技术手段、

手机信令数据等新数据方式来收集和分析地区最新发展数据，使得

整个评估报告的数据有良好的支撑，提炼的结论更具说服力，提出

的建议也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研究成果具有很好的可应用性，为虹

桥商务区的规划工作提供较好的引导作用。 

存在问题 

规划体系评估涉及部门多、范围广、时间跨度长、评估内容多，

经费有限，评估工作尚不够深入。 

本次规划体系评估工作涉及青浦区、闵行区、嘉定区、长宁区

各区房管局、规土局以及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各处室、国家会展中心、

新虹街道、应急响应中心、居委会、入驻企业等众多单位，评估范

围包括虹桥商务区 86.6平方公里、虹桥商务区主功能区 27.7平方

公里、虹桥商务区核心区 4.7平方公里等三个层次。时间跨度为虹

桥商务区成立以来的 10 年规划评估，时间跨度较长。评估内容众

多包括现状梳理、三大核心功能发展情况和五项配套实施运行情

况，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等。相对于其他地区同类项目安排的研究

经费较少，项目时间也较短，虽然项目实施方克服种种困难，完成

了规划体系评估工作，提出了可行的建议，通过专家评审。但评审

专家也提出各专题的分析尚不够深入，结论和建议有待进一步提炼

等问题。 

整改建议 

建议针对规划体系评估提出的核心问题，开展进一步的专题研

究，对虹桥商务区发展真正起到指引作用。 

经过 10 年发展，目前虹桥商务区在由快速发展期逐渐走向成

熟期。通过虹桥商务区规划体系评估，为管委会内部各个部门决策



和开展工作的提供参考，该项工作非常重要。由于受经费和时间限

制，评估工作不够深入，建议针对规划体系评估提出的核心问题，

开展进一步的专题研究，并将存在问题和相关建议专报市政府，根

据市领导的批示情况推进商务区的后续开发建设，指引虹桥商务区

发展方向。 

整改情况 

针对规划体系评估提出的核心问题，本委开展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并将存在问题和相关建议专报市政府，根据市领导的批示情况推进

商务区的后续开发建设，指引虹桥商务区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