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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概述 

2018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住建部联合对上海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整治工作开展了专项督查。督查发现建成区内新增 11 条黑臭水体，

且全部是列入去年 1864 条城乡中小河道整治范围已实施整治的。6

月，（原）市环保局按计划对 1864 条城乡中小河道开展跟踪监测，结

果亦显示 221 条河道水质未消除黑臭，回潮问题十分严重。为全面抓

好黑臭河道整治工作，进一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治水成效不反

弹，人民群众满意。2018 年 7 月，（原）市环保局水环境和自然生态

保护处与上海市河长办、上海市水务局水资源处等部门决定在“上海

市 2018 年度本市城乡中小河道整治效果评估监测”的基础上进一步

对全市 15 个区共计 1864 条中小河道进行整治效果跟踪监测。2018

年下半年（原）市环保局监测频率从原定 1 次增加至 3 次，进一步强

化水质跟踪，了解河道整治效果。项目总预算 300 万元，截止 2019

年 5 月底，实际支付 299.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83%。 

二、评价结论  

项目组根据《2018 年本市城乡中小河道整治加密监测项目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在基础数据分析基础上，对项目进行客观评价，综

合得分为 88.49 分，其中，A 项目决策类指标得分率为 80%，B 项目

管理类指标得分率为 86.56%，C 项目绩效类指标得分率为 91.84%。 

本项目对列入 2017 年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的“1864”河道持续

开展整治后水质监测，形成全覆盖、无遗漏的河道水质监测数据，建

立河长治水成效评价体系有重要意义，也为了解本市中小河道水质情

况、评估本市中小河道整治效果提供了数据依据；但在目标设定、项

目管理、长效运维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故总体评价为良。 

三、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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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目标设定的完备性、可衡量性有待提高 

项目关键目标设定中，对有关数据使用的目标设定较为抽象，也

缺乏对数据准确性目标的设定。 

2.数据验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虽然本项目为政府采购监测数据服务类项目，但验收机制中缺乏

对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数据服务进行复验和抽查的验收机制。 

3.监控机制可进一步加强 

本项目提供的数据监测服务属定时、定点的静态监测，缺乏实时

的动态监测机制。 

（二）改进建议 

1.优化和个性化绩效目标 

建议项目部分关键绩效目标的设置更加具体、明确、可衡量，并

增加有关数据准确性等考核技术服务质量的绩效目标。 

2.建立健全数据验收机制 

数据的准确性及监测的及时性是本项目的核心关键指标，除项目

实施单位内部控制机制外，建议项目主管单位建立健全相关验收机制。 

3.建立动态、可持续监测机制 

项目要实现“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治水成效不反弹，人民群

众满意。”的目标，目前静态的监测服务已不足以满足需求，建议建

立可实时了解水质状态的动态监测机制。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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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完善财政资金

管理的重要内容，是预算决策的重要基础，是加强财政制度建设的必

要手段。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根据

《上海市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沪财绩【2014】22 号）的相关规

定，按照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财政重点评审项目预算审核意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强化财政重点评审项目管理，规范财政资金使用，受上海市

生态环境局委托，我司承担了“2018年本市城乡中小河道整治加密监

测项目”（以下简称“河道加密监测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 

评价组通过梳理项目的实施背景、立项依据、项目内容、项目资

金和项目组织管理、实际调研，结合项目绩效目标，形成了绩效评价

的基本思路，建立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实施评价，旨在通

过评价进一步总结项目的经验做法，发现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改进建议，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2016 年 11 月 22 日，上海市委召开专题动员会，发出打赢城乡

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攻坚战号令，目标是“2017年底本市中小河道基本

消除黑臭、水域面积只增不减”。2016 年 12 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的工作方案》。恰逢此

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要求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河湖管理新模式，2017 年 1

月，市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为

此，上海市以河长制为抓手，全面推进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 

截至 2017 年底，按照中央工作方案、组织体系、制度措施、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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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考核“四个到位”的要求，上海市全面建立了市-区-街镇三级河长体

系，成立了三级河长制办公室，印发河长制会议、信息、督察、考核

四项工作制度。全市所有河湖、小微水体全覆盖落实了河长，共 7781

名领导干部担任各级河长，河长名单全部对社会公布，提前实现河湖

河长制全覆盖的工作目标。列入整治计划的 1864 条段 1756 公里全部

完成整治工程，全市河道已基本消除黑臭。 

2018 年，市河长办下发了《关于印发 2018 年度河（湖）长制工

作要点的通知》，明确对列入 2017 年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的“1864”

河道持续开展整治后水质监测，要求形成全覆盖、无遗漏的河道水质

监测数据，建立河长治水成效评价体系。并计划分别于 2018 年二季

度和四季度各监测 1 次（市水务局 1 季度、3 季度各监测一次，全年

4 次）。 

2018 年 5 月 8 日-22 日，生态环境部、住建部联合对本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开展了专项督查。根据初步反馈情况，虽然上海市

列入中央考核的 56 条黑臭水体已基本实现消除黑臭的目标，但督查

发现建成区内新增 11 条黑臭水体，且全部是列入去年 1864 条城乡中

小河道整治范围已实施整治的。2018 年 6 月，（原）市环保局按计划

对 1864 条城乡中小河道开展跟踪监测，结果显示 221 条河道水质未

消除黑臭，回潮问题十分严重。督查结束后，上海市领导分别对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并强调：要全面抓好黑臭河道整治工作，

进一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治水成效不反弹，人民群众满意。 

2018 年 7 月，为贯彻落实市领导有关要求，（原）市环保局水环

境和自然生态保护处与上海市河长办、上海市水务局水资源处等部门

对加强本市城乡中小河道跟踪监测事宜达成共识： 

（1）在监测频次上，原先安排全年对已完成整治的 1864 条城乡

中小河道跟踪监测 4 次（每季度一次），现拟加密为监测 8 次（上半

年每季度一次，下半年每月一次），进一步强化水质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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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监测分工上，（原）市环保局和市水务局继续沿用“按月

分工”，在上半年已分别开展 1 次跟踪监测的基础上，下半年由市环

保局负责 7 月、9 月和 11 月的监测工作，市水务局负责 8 月、10 月

和 12 月的监测工作。 

（3）在监测主体上，市水务局将原先由各区水务部门开展跟踪

监测的模式调整为由市水文总站统一实施跟踪监测，（原）市环保局

仍保持由第三方实施监测的模式。 

为落实上述工作安排，（原）市环保局 2018 年新增项目预算 300

万元，在已安排的 2 次跟踪监测项目之外对 1864 条城乡中小河道新

增 2 次跟踪监测，即本报告评价对象——“2018年本市城乡中小河道

整治加密监测项目”。 

2.项目内容及实施情况 

（1）现场采样：对全市 15 个区小计 1864 条河段进行整治效果

监测，每条河道设置 1 个监测点位（断面），对长度大于 5Km 的河道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适当增加监测点位（断面），共计约 1902 个监测点

位（断面）。根据河道整治工作实际进展，分别在 2018 年下半年，监

测两次，每次采集 1 个样品。 

（2）现场指标监测及实验室指标分析：根据上海市黑臭河道主

要污染因子、《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和《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工作指南》，对 8 项指标进行检测，包括现场指标：水温、溶

解氧、透明度、氧化还原电位 4 项；实验室指标：pH 值、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总磷 4 项。 

表 1 监测内容表 

项目 序号 指标 分析方法 检出限 方法依据 

现场指标 

1 水温(℃) 温度计法 0.1℃ GB13195-91 

2 溶解氧 电化学探头法 -- 

水质溶解氧的测定电化

学探头法 

(HJ506-2009) 

3 透明度 圆盘法 -- SL87-1994 

4 氧化还原电位 电位测定法 -- SL94-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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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指标 分析方法 检出限 方法依据 

实验室指标 

1 pH 值 玻璃电极法 0.01(pH 值) GB6920-86 

2 高锰酸盐指数 高锰酸盐指数 0.5mg/L GB11892-89 

3 氨氮 纳氏试剂比色法 0.025mg/L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

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 

4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0.01mg/L GB11893-89 

（3）数据上报和评价：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将项目成果以书面

形式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2018 年 9 月，市财政局正式批复同意使用“2017年水污染防治专

项资金（第三批）预算”安排 300 万元用于本市城乡中小河道加密监

测。同年 10 月，根据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原）市环保局委托上

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组织开展了该项目的政府采

购工作，参与投标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2 招投标单位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 

编号 

预算金额 

（元） 
投标单位 

投标价格 

（元） 

本市城乡中小河道

加密监测 
18-56173 3000000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化

工环境保护监测站、中检集团理化

检测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排污监

测站有限公司（联合体） 

2995000 

上海天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957610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2999454 

最终，联合体中标并于 2018 年 10 月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截至

2019 年 5 月底，按照合同要求联合体已完成两次数据监测并提交了

书面分析报告。 

3.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 

2018 年本市城乡中小河道整治水质加密监测项目经费主要来源

于 2017 年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第三批），共 300 万元。预算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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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表 3 预算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总额(万元) 

1 现场采样 
车辆及人员 152 

采样 42 

2 现场指标监测 

水温 10 

溶解氧 4 

透明度 3 

氧化还原电位 10 

3 实验室指标分析 

pH 4 

高锰酸盐指数 20 

氨氮 25 

总磷 38 

4 数据上报和评价 数据上报和评价  

 合计  30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项目实际支出为 299.5 万元。 

表 4 资金实际支出表 

中标方 金额（万元）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63.1945 

中检集团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87.4540 

上海市城市排水监测站有限公司 80.8650 

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 67.9865 

合计 299.5 

4.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1）项目统筹管理 

本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实施单位后，在（原）市环保局的

指导下，成立了项目推进协调领导小组，确保项目组织实施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保障，建立健全协调工作机制。由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统一遵循项目工作方案和技术要求组织实施，对项目实施过程中人员

的投入和管理、技术的管理、质量的控制和经费使用的管理等，均统

一进行组织安排，有专职部门或专人负责保障。项目执行过程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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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 GB/T15481-2000《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质

量体系开展，并安排技术负责人和质量负责人，掌控项目进度和质量，

并及时提交相关成果。 

（2）人员配备 

整个项目将投入采样人员不少于 50 人和样品分析人员不少于 40

人，参与总人数将达到 90 人以上。 

（3）财务和保密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政管理规定，建立全面的财务管理制度。

认真做好财务收支的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工作，并监督资

金的正常运行，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加强财务核算的管理，以提高

财务资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并按期编制各类会计报表和财务说明书，

做好分析和考核工作。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制定项目保密管理办

法，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相关信息资料纳入保密范围。认真做好项

目保密工作，相关内容和统计数据未经允许不得对外泄漏，阶段性研

究成果不得擅自发表和扩散。 

5.项目相关方 

（1）上海市财政局：项目资金批复、拨款、监督方。 

（2）（原）市环保局：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部门，负责项目计划

拟定、项目监督检查、项目验收等内容。 

（3）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代理招标方。 

（4）项目实施单位：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化工环境

保护监测站、中检集团理化检测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排水监测站有

限公司（联合体） 

（二）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根据《关于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以及 2018 年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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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治理提出的“以苏州河综合整治四期工程和第七轮环保三年行

动计划为引领，深入推进河长制，全面建立湖长制，中小河道全面消

除黑臭，全面启动劣 V 类河道水环境治理”的总体目标，点面结合开

展水质监测，形成全覆盖、无遗漏的河道水质监测数据，建立河长治

水成效评价体系。 

2.年度目标 

全面抓好黑臭河道整治工作，对列入 2017 年城乡中小河道综合

整治的“1864”河道持续开展监测，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效，为中小河道

整治效果评估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进一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

治水成效不反弹，人民群众满意。 

3.目标分解 

（1）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2 次 1864 条河道监测数据及评价结果； 

质量目标： 

①监测数据完整性 100%：根据河道要求对应监测数据； 

②评估结果报告完整性：评估河道黑臭水平和项目问题总结等内

容。 

时效目标：及时提交监测数据及评估结果 

（2）效果目标 

a.为上海市中小河道水质情况提供数据支撑； 

b.为评估上海市中小河道整治效果提供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旨在通过评价改善部门的财政支出管理，优化

资源配置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本次对于该项目的评价旨在优化政府

采购类项目管理水平，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有效促进上海市中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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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治理项目的进一步实施。本次评价将围绕项目的立项情况、实施情

况而开展，力求从绩效的角度发现该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取得的成绩

和产生的问题，优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为下一步实施绩效预算奠定

基础。通过评价探寻中小河道加密监测项目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

性和效益性。并针对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增强专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体目标如下： 

（1）通过评价，基于项目实施背景，对项目工作计划的制定、

项目实施以及项目总结的全过程进行梳理，发现项目立项以及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为项目完善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

考依据。 

（2）通过评价，结合新形势、新环境，促进项目在管理方面与

时俱进，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3）通过评价，客观公正反映项目立项的科学性、项目实施的

有效性、资金管理的规范性和项目效果的绩效，总结项目立项与实施

的经验。 

（二）绩效评价原则和方法 

（1）数据采集方法 

本次评价定量数据将采用数据填报和现场调研复核相结合的方

法获取，定性数据采集将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得。 

（2）评价分析方法 

本次项目评价将运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专家咨询等方法从多

个角度对项目进行分析。 

1）比较法，通过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总结项目特点，发现项

目的亮点以及存在的影响项目效益发挥的问题，对项目的合理性进行

分析。 

2）因素分析法，通过梳理影响绩效目标实现的内外因素，以及

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分析这些因素对目标实现的影响力，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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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如何通过控制这些影响因素来提高项目的实施效果，达到

项目绩效目标。 

3）专家咨询法，主要是基于专家在专业方面的经验和知识,用征

询意见和其他形式向专家请教而获得信息的方法。本次将向环保领域

和项目研究领域专家进行咨询，主要包括评价的实施路径、绩效分析

的思路以及具体指标的分析方法等。 

（三）数据采集方法及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数据包括定性和定量两种数据。定性数据主要通过

实地考察、面对面访谈等社会调查的方式来采集；定量数据主要通过

被评价单位提供的数据和实地复核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数据采集

两条线，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评价自 3 月底启动以来，在了解项目概况、管理制度、资金流程

等基础上，完成了绩效评价方案，明确了评价目的、方法、指标体系、

评价标准、合规性检查方案、社会调查方案等，按照工作方案的要求

进行数据收集与调研，于 6 月中旬顺利完成了绩效评价工作。具体为： 

4 月 1 日-5 月 15 日，收集相关文献和财务、业务资料，对大量

的信息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同时开展访谈座谈工作，在此基础上，形

成指标体系和社会调查方案初稿，并征询各方意见，形成最终稿。 

5 月 16 日-6 月 15 日，补充相关数据及资料，通过现场调研分析

以及基础数据整理，形成了绩效评价报告。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分结果 

项目组根据《2018 年本市城乡中小河道整治加密监测项目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在基础数据分析基础上，对上项目进行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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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得分为 91.09 分，其中，A 项目决策类指标得分率为 80%，B 项

目管理类指标得分率为92.70%，C项目绩效类指标得分率为92.11%，

指标分类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 6 指标分类得分表 

一级指

标 

权重 

分值 
二级指标 权重分值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分值 
得分 

A 项目

决策 
10 

A1：项目立

项 
6 

A11：战略目标适应性 -- 2 2 

A12：立项依据充分性 -- 2 2 

A13：项目立项规范性 -- 2 2 

A2：项目目

标 
4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 2 1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 2 1 

            小计 8 

B项目管

理 
41 

B1：投入管

理 
4 B11：预算执行率 -- 4 3.99 

B2：财务管

理 
9 

B21：资金使用情况 -- 3 3 

B22：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性 
-- 3 3 

B23：财务监控有效性 -- 3 3 

B3：项目实

施 
28 

B31：项目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 

B311：进度管理制度 4 4 

B312：招投标管理制度 5 5 

B313：验收制度健全性 5 2 

B32：项目管理制度执行

的有效性 

B321：招投标合理性 4 4 

B322：合同执行情况 5 5 

B323：验收制度执行情

况 
5 2.5 

            小计 35.49 

C项目绩

效 

（57%） 

49 

C1：项目产

出 
29 

C11：数据监测完成率 -- 7 7 

C12：数据监测及时性 -- 7 7 

C13：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 8 8 

C14：数据报告的完整性 -- 7 7 

C2：项目效

益 
20 

C21：数据使用的有效性 -- 7 7 

C22：长效运营机制建设 -- 8 4 

C23：主管部门满意度 -- 5 5 

            小计 45 

            总计 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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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结论 

本项目对列入 2017 年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的“1864”河道持续

开展整治后水质监测，形成全覆盖、无遗漏的河道水质监测数据，建

立河长治水成效评价体系有重要意义，也为了解本市中小河道水质情

况、评估本市中小河道整治效果提供了数据依据；但在目标设定、项

目管理、长效运维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故总体评价为良。 

（二）具体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类指标 

项目决策类指标从项目立项和项目目标两方面考察，项目决策类

指标权重分 10 分，实际得分 8 分。 

A11 战略目标适应性：项目符合关于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

方案》以及 2018 年本市水环境治理提出的“以苏州河综合整治四期工

程和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为引领，深入推进河长制，全面建立湖

长制，中小河道全面消除黑臭，全面启动劣 V 类河道水环境治理”的

总体目标；与（原）上海市环境保护局部门职责密切相关，故该指标

得满分。 

A12 立项依据充分性：该项目立项依据有《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城

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的工作方案》、《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关于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等。立项依据充分，故该指

标得满分。 

A13 项目立项规范性：本项目按照旅游局相关要求立项，按照预

算管理要求，申请预算，因此，本项目立项规范，该指标得满分。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经对申报的绩效目标的评价，项目预期产

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绩效目标与相应预算关联，但在

总目标和年度目标的设置上没有区分度，且年度目标不够量化，质量

目标也缺乏对数据准确性的考核；因此，扣权重分 50%。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经对申报的绩效指标的评价，部分指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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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清晰和可量化，以及无法与项目内容完全匹配。因此，扣权重分

50%。 

2.项目管理类指标 

项目管理类指标从投入管理、财务管理和项目实施三方面考察，

项目管理类指标权重分 41 分，实际得分 35.49 分。 

B11 预算执行率：本项目预算总额为 300 万元，实际支出为 299.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83%，因此，该指标得 3.99 分。 

B21 资金使用情况：本项目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

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范；资金的拨付是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

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

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因此，该指标得满分。 

B22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经调查，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项

目预算管理、资金使用等均按照（原）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制定的预算

申请办法、资金拨付办法、资金使用办法等执行，因此，财务制度健

全，该指标得满分。 

B23 财务监控有效性：本项目根据（原）市环保局财务管理制度

的相关要求进行资金的拨付和监管，经查看拨付凭证，账务等资料，

财务监控有效，该指标得满分。 

B311 进度管理制度：本项目在（原）市环保局指导下，成立了

项目推进协调领导小组，确保项目组织实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

建立健全协调工作机制。由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统一遵循项目工作

方案和技术要求组织实施，对项目实施过程中人员的投入和管理、技

术的管理、质量的控制和经费使用的管理等，均统一进行组织安排，

有专职部门或专人负责保障。项目执行过程中，将严格按照《检测和

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T15481-2000）质量体系开展，并

安排技术负责人和质量负责人，掌控项目进度和质量，并及时提交相

关成果。因此，该指标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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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2 招投标管理制度：经调查，项目招投标管理制度健全，项

目招投标均按照《上海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执行。因此，招

投标制度健全，该指标得满分。 

B313 验收制度健全性：评价组了解到该项目实施单位对数据的

准确性具备完善的质量管控机制，如量值溯源等；但在项目主管单位

对数据并未有一定的验收及机制。因此，该指标扣 50%权重分。 

B321 招投标合理性：该项目未有出现违反招投标相应法规的情

形，故该指标得满分。 

B322 合同执行情况：该项目均按合同条款执行，未有出现违反

合同约定的情形，故该指标得满分。 

B323 验收制度执行情况：就现有的数据质量管控机制而言，项

目实施单位均能有效执行，但项目主管单位缺乏可执行的验收制度，

故该指标得扣 50%权重分。 

3.项目绩效类指标 

项目绩效类指标从项目产出、项目效果、影响力三方面考察，项

目绩效类指标权重分 49 分，实际得分 45 分。 

C11 数据监测完成率：截止 2019 年 5 月底，监测服务及分析报

告已全部如期完成，故该指标得满分。 

C12 数据监测及时性：截止 2019 年 5 月底，监测服务及分析报

告已全部如期完成，故该指标得满分。 

C13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通过查阅项目资料及访谈了解到，项目

实施单位提供的数据分析及监测准确性达到 100%，故该指标得满分。 

C14 数据报告的完整性：评价组查阅数据报告了解到，项目实施

单位按照合同约定服务内容，对 1864 条河道 1902 个断面进行了 8 项

指标的分析。因此，该指标得满分。 

C21 数据使用的有效性：该项目的监测数据及专业的分析报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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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市中小河道水质情况提供数据支撑，也为评估本市中小河道整治

效果提供依据。因此，该指标得满分。 

C22 长效运营机制建设：评价组调查了解到，针对本市黑臭河道

治理后的跟踪监测从每季度一次的频率加密至每月一次，极大地提高

了对河道污染水质情况信息的获取效率，有利于进一步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但对于水质污染后期是否进行可持续、动态乃至实时地监测评

价组并未了解到。因此该指标扣 50%权重分。 

C23 主管部门满意度：经访谈及问卷调查，该项目主管部门满意

度为 100%。因此，该指标得满分。 

四、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核心目标设定的完备性、可衡量性有待提高 

项目关键目标设定中，对有关数据使用的目标设定较为抽象，也

缺乏对数据准确性目标的设定。 

2.数据验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虽然本项目为政府采购监测数据服务类项目，但验收机制中缺乏

对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数据服务进行复验和抽查的验收机制。 

3.监控机制可进一步加强 

本项目提供的数据监测服务属定时、定点的静态监测，缺乏实时

的动态监测机制。 

（二）改进建议 

1.优化和个性化绩效目标 

建议项目部分关键绩效目标的设置更加具体、明确、可衡量，并

增加有关数据准确性等考核技术服务质量的绩效目标。 

2.建立健全数据验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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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准确性及监测的及时性是本项目的核心关键指标，除项目

实施单位内部控制机制外，建议项目主管单位建立健全相关验收机制。 

3.建立动态、可持续监测机制 

项目要实现“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治水成效不反弹，人民群

众满意。”的目标，目前静态的监测服务已不足以满足需求，建议建

立可实时了解水质状态的动态监测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