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水利管理处（上海市河湖管理事务中心）

项目名称：
水利工程设施运行养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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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社会公众对河道管理养护工作的真实要求及感受，查找薄弱环节，明确
工作改进方向，不断提升社会公众对河道管理养护工作的知晓率，获得感和满意度。201
5年，《上海市河道管理考核办法》正式出台，考核办法中明确要求，各区养护实效成绩由
第三方机构通过日常检查及年终测评进行确定，因此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对15个区的河道
管理养护实效第三方测评及其社会满意度调查。

立项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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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委[2011]18号）2、《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
深化本市城市养护作业领域市场化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3、《关于进一步加强本
市河道管理养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水务［2014］1007号）4、《上海市河道管
理养护工作考核办法》（沪水务［2015］880号）5、《上海市河道维修养护技术规
程》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紧密围绕“2020年全面消除劣V类水”的目标，加大对河道水质的日常监管，加大
对河道水质整改情况的追踪力度，及时发现黑臭水体并纳入河道整治范围。 2、更加客观
全面地倾听民意，了解社会公众对河道管理养护工作的真实要求及感受，查找薄弱环节，明
确工作改进方向，不断提升社会公众对河道管理养护工作的知晓率，获得感和满意度，同时
为河道管理养护考核工作提供依据。3、2015年起，本市每年用于河道设施养护的市级
补助经费达到10亿元，通过开展河道养护实效第三方测评工作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
有力举措；2015年，《上海市河道管理考核办法》正式出台，考核办法中明确要求，各
区养护实效成绩由第三方机构通过日常检查及年终测评进行确定，因此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养护实效测评工作是落实考核办法要求的需要；随着河长制工作的推行，对河道长效管理工
作要求越来越高，仅依靠水利处有限人员开展行业监管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需要借助第三
方机构切实强化行业监管的力量能够切实强对各区河道管理养护工作的行业监管，推动河道
管养责任落实。4、2015年起，本市每年用于河道设施养护的市级补助经费达到10亿
元，通过开展河道养护实效第三方测评工作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有力举措；2015
年，《上海市河道管理考核办法》正式出台，考核办法中明确要求，各区养护实效成绩由第
三方机构通过日常检查及年终测评进行确定，因此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养护实效测评工作是
落实考核办法要求的需要；随着河长制工作的推行，对河道长效管理工作要求越来越高，仅
依靠水利处有限人员开展行业监管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需要借助第三方机构切实强化行业
监管的力量能够切实强对各区河道管理养护工作的行业监管，推动河道管养责任落实。5、
2015年起，本市每年用于河道设施养护的市级补助经费达到10亿元，通过开展河道养
护实效第三方测评工作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有力举措；2015年，《上海市河道管
理考核办法》正式出台，考核办法中明确要求，各区养护实效成绩由第三方机构通过日常检
查及年终测评进行确定，因此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养护实效测评工作是落实考核办法要求的
需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委托第三方单位进行测评工作，委托单位具有开展测评的能力，应根据巡查工作量配备相应
车辆，人员需配置应满足外业日常巡查及内业资料整理汇编工作需求。第三方单位相关人员
应同步配备上海河湖养护APP并熟练使用。第三方单位应对所有河道采取全线巡查，因周
边环境因素无法徒步巡查的，可采取无人机等形式进行巡查。明确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员，
委托第三方单位进行测评工作，委托单位具有开展社会满意度调查的能力，确定测评方案和
指标体系后开展测评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三方单位一是按照中心城区河道全年覆盖6次，郊区市、区管河道全年全覆盖2次，镇村
级河道覆盖50%的要求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主要涉及水域保洁、陆域保洁、防汛通道养护
、堤防护岸养护、绿化（景观）养护、附属设施养护、河道水质感官效果及其他涉河监管事
项；二是按照对长宁区涉及虹桥商务区的河道每月全覆盖一次的要求进行巡查；三是对全市
范围内涉及新闻媒体曝光、12345热线投诉、局长信箱、政风行风热线投诉等问题河道
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巡查；四是对各区消黑、消劣V类水体工作完成情况等内容按照任务总
量5%的比例进行复核。预计全年共计巡查河道7250公里。第三方单位每年开展1次河
道管理养护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工作，每次发放调查问卷5000张。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预期总目标：通过河道养护实效第三方测评工作，进一步创新科学管理理念，完善监督测评
机制，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河道管养责任落实，不断提升河道长效管理水平。阶段性目
标：完成年度测评任务，及时发现各区河道管理养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相关部门进
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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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743,69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743,69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3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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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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质量 评价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按计划完成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评价体系科学性 合理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提升河道长效管理水平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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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水利管理处（上海市河湖管理事务中心）

项目名称： 水利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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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灌溉试验中心站、重点站工作经费2、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3、上海市水闸运行管
理行业管理专项4、水利行业文化建设5、水利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维修和养护6
、“上海水利河湖”微信订阅号及资料库编辑维护7、河道修防工应会操作场地维护8、水
利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鉴定工作9、法律咨询及诉讼费10、行业管理现场监管与督查工
作11、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长效管理工作检查（闵行、浦东、金山）12、上海市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长效管理工作检查（嘉定、松江、崇明）13、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长
效管理工作检查（宝山、奉贤、青浦）14、水利设施综合管理应用场景可视化建设方案1
5、上海市水利建设和管理论文集（2020）16、河道底泥疏浚技术指南17、市管河
湖30米范围内构筑物变化情况调查18、上海市圩区治理设计导则编制和典型评估19、
农业用水在线监测运维管理20、上海市水闸安全评价十年行动计划（2021-2030
年）21、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绩效评价

立项依据：

1、《印发《关于加强灌溉试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水农〔2003〕252号）、
《印发全国灌溉试验站网建设规划的通知》（水农[2015]239号） 2、2
009年水利部下达《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的通知》（
办农水[2009]125号），之后，每年基本都会针对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工作下达
专门的通知，2018年1月水利部下发了《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并按时报送2017年系数成果的通知》（办农水[2018]
14号），要求及时做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工作3、《水闸技术管理规程》（S
L75-2014）、《上海市水闸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14号）、《上海市水利泵
站维修养护技术规程》、《上海市水闸维修养护规程》（沪水务【2017】1479号）
以及《上海市水利行业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沪水利〔2016〕15号）中规定4、
《上海水务海洋行业文化建设“十三五”行动纲要》、市水务局图文数据库建设要求、水利
、河湖行业管理需要" 5、《上海市水闸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14号）《上海市
水闸维修养护技术规程》（沪水务[2017]1479号）《上海市水利泵站维修养护技
术规程》（沪水务[2017]1478号） 6、《上海市水利管理处微信公众号管
理暂行办法》（沪水利（河湖）【2019】15号） 7、上海市水务局关于河道（
堤防）修防工操作培训场地配套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含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沪水务[
2016]450号） 8、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7]68号）2.《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水工闸门运行工）、《上海
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沪财行【2017】45号） 12-14、《上海市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沪水务〔2018〕536号） 15、
"《水利部关于开展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工作的通知》水节约[2019]92号《上海
市水务局关于开展上海市水务行业节水机关建设工作的通知》沪水务[2019]517号
"16、《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法》（水建管〔2008〕214号）和《上海市水闸安全
鉴定工作管理办法》（沪水务〔2011〕912号）17、《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年）》19、《上海市水务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下放本市村级河道整治项目审
批权限和下达2019年市级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沪水务【2019】534号）20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上海市水污染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为实现上海农业用水定额管理、推进生态灌区建设等方面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2、为
了执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进行农业用水测量和灌溉水利用系
数的测算工作。3、2018年开发了水闸运行管理养护系统，加强了水闸管理的信息化建
设，2019年需对该系统进行维护和内容的更新。4、为更好的收集水利、河湖管理的基
础影响资料，编辑发布水利行业相关文化建设视频、宣传海报等5、鉴定站应具有与所鉴定
工种及其等级相适应的考核场地和设备，并具有与所鉴定工种及其等级操作技能考核相适应
的、符合国家标准的检测仪器。6、微信订阅号主要推送国家和本市的涉水法规政策、水利
科技动态信息，以及本市水利、河湖行业等资讯7、不断加强水利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广大
水利职工水利专业技能水平，为开展河道修防工职业资格鉴定所需场地进行维护。8、不断
加强水利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广大水利职工水利专业技能水平，开展河道修防工职业资格鉴
定9、协助解决涉河等行业管理以及单位经济活动中出现法律问题，提高依法管理效能。1
0、多数水利、河湖工程设施均处在公共交通不通达的地方，若无车辆保障，职工外出十分
困难，影响工作效率，故申请采用随用随租等购买服务方式解决交通出行。11、12、1
3为规范和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保障处理设施的持续正常运行，
有必要开展行业抽查。14、为进一步提升水利管理信息感知能力和服务水平，达到资源整
合和信息共享，满足水利精细化管理需求，展示水利管理水平景可视化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15、对本市水利科技工作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分析和实践上的经验总结，进一步提高水利
人才技术水平16、确保上海市河道内源污染控制的顺利实施，实现力争到2020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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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劣V水体的目标17、通过开展市管河湖管理范围内构筑物变化情况调查工作，有计划
有步骤的推进市管河湖管理范围内清四乱工作18、为了规范圩区建设，指导各区提高19
、共计选取136个农业用水计量样点灌区，2019年监测系统已开始运行，数据按月报
送水利部。2020年开始，设施移交行业部门管理，并同时负责监测系统的设施运维。2
0、首次安全鉴定工作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5年内进行，以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全面安全
鉴定工作。为确保水闸工程发挥工程效益，制定新一轮水闸十年安全评价计划。21、按照
国家要求，上海市自2017年启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要求在2020年完成改革任
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符合政府采购的项目，通过政府平台进行采购，确保有丰富经验的技术单位具体承担任务。
制定详细工作计划，项目执行过程中定期召开例会，推进项目执行，确保按计划完成工作任
务。

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项目工作小组，明确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员。提前做好招标需求等技术文件资料，事先
与招标代理公司沟通招标事宜。一季度全面启动项目，招标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及经验丰富的
第三方单位承担任务工作。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例会。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1、通过此项工作可为我市开展设施农业作物与大田主要粮、经作物的灌溉、排水试验、防
涝除渍试验等提供重要依据2、年底发布全市2020年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报告3、为大
力宣传水利行业文明创建、提升居民关注、爱惜、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
和推进上海水环境建设、保护水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4、进一步满足闸门运行工职业技能
鉴定要求，使职业技能鉴定与水闸运维实际相符5、保障“上海水利河湖”微信订阅号的正
常运行6、为全面实现上海市河道修防工各个等级的职业资格鉴定工作提供合适场地7、全
面实现上海市河道修防工各个等级的职业资格鉴定工作，为实现河道堤防工程设施市场化奠
定基础。8、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范河道管理工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解决日常工作中
出现的相关法律问题，为顺利、高效的完成水务管理工作提供保证。9、满足职工赴郊区进
行行业管理现场监管与督查工作的车辆需求10、设施长效管理检查报告，管道监测报告1
1、形成水利设施综合管理应用场景可视化建设方案，明确水闸、河湖、农污等各类水利设
施业务管理应用场景建设内容，对设施可视化管理整体实现架构进行设计。12、出版《上
海市水利建设和管理论文集（2020）》13、科学指导本市河道疏浚底泥工程方案的编
制、工程的实施和最终的无害化处置，促进水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水生态系统健康恢复，控制
内源污染，提高水体自净能力，为维持水生态系统健康状态提供有力保障。14、建立市管
河湖管理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档案15、年底提交《上海市典型圩区评估成果报告》和《上
海市圩区除涝改造设计导则》16、年底提交《2020年农业用水在线监测运维管理情况
报告》17、完成水闸安全评价十年行动计划的编制，明确水闸安全评价具体范围和计划。
18、年底提交《上海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绩效评价报告》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974,6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974,6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8,794,978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8,79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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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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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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工作量 =100%

质量 质量达标 =100%

时效 完工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满意度 人员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部门协助 统筹协调配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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