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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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事务咨询中⼼

项⽬名称： WTO事务社会公众信息服
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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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事务社会公众信息服务项⽬主要包括五项内容，分别为：① 中⼼⻔户⽹站更新及维
护中⼼⻔户⽹站是中国WTO事务信息的重要专业⽹站之⼀，每天滚动发布WTO事务相关
最新中英⽂信息，定期发布中⼼原创WTO事务及相关经济、产业、贸易和投资的法律政策
，领域运⾏⾛势、国际竞争⼒分析成果。⽹站设有中⼼简介、WTO快讯、数字图书馆、⽹
上培训、博⼠后科研⼯作站、中⼼业务信息发布、WTO动态研究等栏⽬。该⽹站已被WT
O秘书处⽹站、美国商务部⽹站等链接，成为了解WTO与中国的窗⼝②《WTO》快讯编撰
出版《WTO快讯》创刊于2001年，是上海WTO事务咨询中⼼编制发布的⼀份公益
性刊物，刊物每⽉下旬编发⼀期。《WTO快讯》以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为宗旨，⻓期关
注中国改⾰开放的发展和全球经贸事务的最新进展，从多边、区域及双边等视⻆为决策者、
社会公众及WTO专业研究⼈员提供国内外经贸领域的动态信息。③上海WTO资料查询中 ⼼
运营“上海WTO资料查询中⼼”是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授权咨询中⼼在上海设⽴的WT O
资料中⼼，也是WTO秘书处在全球设⽴的第100家资料托存中⼼。“上海WTO资料
查询中⼼”收藏有⼤量中外⽂最新WTO相关经贸信息资料，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光盘
和专业数据库等信息资源。⾃2001年4⽉向社会开放以来，“上海WTO资料查询中
⼼ ”已接待了上百批次的各届⼈⼠造访。④《中国贸易投资评论》编撰发表中⼼研究
部每年编辑出版《中国贸易投资评论》，以论⽂集的形式出版，并在统稿、审核后交由上海
⼈⺠出版社公开出版。⑤WTO专业出版物编辑及出版。⾃2015年1⽉起，咨询中⼼组织专⻔
团
队推进“21世纪贸易投资新议题系列读物”的编撰翻译出版。2015年、2016年两
年已由上海⼈⺠出版社出版了三部译作。2017、2018年由⼈⺠出版社出版了共四部
译作。

⽴项依据：

中⼼⻔户⽹站作为⼀项⽇常性项⽬，项⽬团队需在每个⼯作⽇动态跟踪国际组织、全球知名
智库及主要经贸伙伴政府⽹站的相关信息，随时整理和翻译有价值的信息并及时在⻔户⽹站
上发布。《WTO快讯》已累计向商务部、⼯信部及上海市等地⽅政府和国内研究国际经贸
问题的专家学者发送了275期，内容涵盖了WTO动态、最新产业发展动态、主要经济体
国内贸易投资政策动态、中国与主要经贸伙伴的贸易谈判与贸易投资争端、知名专家学者的
专业评论等内容。中⼼已形成了稳定的⼯作模式和团队分⼯，包括⽂章的收集和筛选机制，
建⽴了专业的外部翻译团队，做到每期发布8-10篇⾼质量⽂章和每⽉定期发布。“WT
O资料上海查询中⼼”已在上海WTO事务咨询中⼼运⾏多年,中⼼信息部负责具体的⽇常
联系、资料接收、资料汉化、资料管理，并向社会公众提供资料查询的⽇常服务⼯作。《贸
易投资评论》主要有两个栏⽬，即：名家⾔论、研究论⽂。其中, 研究论⽂栏⽬的内容最
为重要，汇集了历年本中⼼各业务部⻔和博⼠后⼯作站⻘年业务⼈员的学术性研究成果，⽬
前已出版⼋辑，产⽣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15年1⽉起，上海WTO事务咨询中⼼组
织专⻔团队推进“21世纪贸易投资新议题系列读物”的编撰翻译出版，2015、201 6
两年已由上海⼈⺠出版社出版了三部译作：（1）世界贸易体系的未来：亚洲视⻆；（2
）世界变⾰中的产业政策；（3）G20峰会进⾏时：时代的战略领导者。2017年通过
上海⼈⺠出版社出版两部译作：（1）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和政策
分析；（2）全球价值链时代：测算与政策应⽤。2018年通过上海⼈⺠出版社出版两部
译作：（1）GATT的起源；（2）世界贸易报告2018

项⽬设⽴的必要性：
履⾏上海WTO事务咨询中⼼作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机构职责，通过对WTO资料的收集、整
理、翻译和⽹络建设的⼯作，积极向社会公众、市政府、企业推介WTO基础知识和信息，
以及提供公益服务。

保证项⽬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专项经费使⽤管理细则上海WTO事务咨询中⼼项⽬经费使⽤的若
⼲解释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咨询产品研发管理办法

⽇常项⽬：中⼼⻔户⽹站：信息部统⼀负责⻔户⽹站的运⾏管理⼯作，项⽬团队具体分⼯如
下：信息部负责⽹站运⾏的管理⼯作；信息部组成的内部团队主要负责⽹站内容的筛选和审
定，参与部分信息的翻译和校对⼯作以及最中⼼的在线发布；上海科技情报所、上海对外经
贸⼤学等组成的外部翻译团队主要负责相关信息的具体翻译和校对⼯作；上海允集⽂化传媒
有限公司为⽹站技术维护的外包单位，主要提供⽹站安全、服务器维护⼯作，如有需要，根
据中⼼要求对⽹站⽹⻚结构及后台数据库优化提供技术实现服务。⽹站内容更新各栏⽬根据
实际情况及时更新，反应中⼼⽇常⼯作状态和研究成果。《WTO快讯》：信息部负责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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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实施计划：

运⾏管理。其中，信息部主要负责确定《WTO快讯》的每期主题、各细分栏⽬相关⽂章的
收集和选定⼯作及⽂章翻译质量的控制、排版、印刷和发送。外部翻译团队负责每期⽂章的
具体翻译和交叉校对⼯作。《WTO快讯》制作流程：每⽉1⽇—15⽇基本完成当期《W TO
快讯》信息的采集和筛选⼯作；每⽉20⽇—27⽇全部后续补充信息的采集和筛选、
所有信息的编译和整理⼯作；每⽉27⽇—28⽇《快讯》内容的⽂字校对和排版；每⽉2
9⽇定稿并交付打印、电⼦版的发布；每⽉30⽇纸质版的发布。WTO资料上海查询中⼼
运营：信息部统⼀负责资料中⼼的⽇常运⾏管理⼯作，项⽬团队具体分⼯如下：信息部负责
资料中⼼运⾏的⽇常管理⼯作、常规性资料的汉化⼯作；中⼼内部团队负责出版物的挑选，
由中⼼、商务部、⼯信部及其它政府部⻔和学术机构的专业⼈⼠组成翻译团队，负责相关出
版物的翻译和校对⼯作；委托上海⼈⺠出版社落实相关出版物中⽂出版的版权和版税的谈判
⼯作等。出版项⽬：《中国贸易投资评论》：研究部负责具体管理, 通过组织内部⼯作⼈
员和外部专家撰稿及召开研讨会等开展相关⼯作。主要由中⼼⻘年员⼯撰写专业论⽂，同时
也邀请外部专家供稿，并在统稿后交由上海⼈⺠出版社审核并公开出版。该论⽂集⽬前主要
有两个栏⽬，即：名家⾔论、研究论⽂。其中, 研究论⽂栏⽬的内容最为重要，汇集了历
年本中⼼各业务部⻔和博⼠后⼯作站⻘年业务⼈员的学术性研究成果。⼀般都在11-12
⽉式出版。《21世纪贸易投资新议题系列读物》：编译室负责运⾏管理⼯作。⼀般在前⼀
年11⽉-次年2⽉份选定翻译书⽬，通过组织内部专业⼯作⼈员和外部翻译团队召开研讨 会
等开展相关⼯作。3-9⽉译稿、校对⼯作，在统稿后交由上海⼈⺠出版社审核并公开出
版。⼀般在年内完成出版。

总⽬标及阶段性⽬标：
《WTO快讯》完成2020年预定期数的刊发；《中国贸易投资评论》第⼗⼀辑按预定时
间出版发⾏；《21世纪贸易投资新议题系列读物》按预定时间出版发⾏。

本项⽬上年度市级财政资⾦使⽤情况
项⽬总预算（元）： 1,357,000 项⽬当年预算（元）： 1,357,000

同名项⽬上年预算额（元）： 1,865,000 同名项⽬上年预算执⾏数（元）： 1,865,000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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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资⾦到位情况 及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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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标

数量
《WTO快讯》出版期数 =12期

《贸易投资评论》出版 =1本

系列丛书编译出版社 =2本

质量 项⽬质量可控性 可控

时效 项⽬验收规范性 规范

效果⽬标

经济效益 项⽬成果提交及时性 及时

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满意度 >=85分

环境效益 WTO信息应⽤情况 提升

满意度 使⽤者满意度 =100%

影响⼒⽬标 ⻓效管理
⽴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项⽬⽴项规范性 规范

绩效⽬标合理性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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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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事务咨询中⼼

项⽬名称： 全球贸易投资监控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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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贸易投资监控预警项⽬2020年预算主要分为3⼤部分：⼀、国内外贸易产业数据更
新采集费⽤中⼼成⽴⾄今，⼀直以为中央和地⽅政府提供与贸易投资相关事务的决策咨询服
务为最主要的服务领域。经过多年的积累，⽬前已形成“规则？流量？产业”为路径的成熟
研究思路。作为连接规则变化与产业变化之间的桥梁，对流量波动的监控，有利于为跟踪研
究贸易政策发展及其影响提供客观、可量化的分析依据。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贸
关系更为紧密，对政策的影响研究往往要从全球产业与贸易流量着⼿，因此，拥有完善的数
据库将为中⼼的决策咨询服务提供坚实基础。从2004年就开始着⼿贸易和产业数据库的
采购、维护与开发。⽬前采购的全球海关数据来⾃于“全球进出⼝贸易统计信息系统”。
该系统是美国IHS Markit公司提供的全球各国/地区海关进出⼝数据的数据库，可
以提供全球91个国家/地区⽉度及年度更新的进出⼝数据（包括⾦额、数量及均价），最
早可提供1995年开始的贸易数据，并可细分到各国最⻓位海关编码。同时，为更详尽地
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情况和我国相关产业现状，中⼼近年来还采购了中国海关逐笔数据库和⼯
业企业整合数据库作为补充，从海关逐单数据和企业层⾯的各项指标为中⼼相关课题研究的
开展提供⽀持。中⼼也是⽬前国内同类研究机构中少数拥有上述三个详尽数据库的机构，⽬
前已⼴泛应⽤于中⼼的各项业务中，不仅为上海市政府、商务部和⼯信部等相关部委提供中
短期的数据分析报告，更为中⼼参与对外贸易谈判、贸易政策评估、产业发展研究等相关领
域的研究项⽬提供了强有⼒的⽀持。⼆、系统运⾏技术平台后续开发与维护该项⽬为信息化
项⽬，于2019年8⽉向市经信委进⾏了申报，经过市经信委的初审和专项评审，已同意
安排列⼊2020年预算，市经信委及市财政批复该项⽬预算⾦额为11.10万元。包括
产业和产业链接监控预警⼦系统等15个模块的⽇常维护费⽤。三、新建中国重点贸易伙伴
—美国市场开放及其国内规制动态监控系统该项⽬为信息化项⽬，于2019年8⽉向市经 信
委进⾏了申报，经过市经信委的初审和专项评审，已同意安排列⼊2020年预算，市经信委
及市财政批复该项⽬预算⾦额为63万元。新建服务贸易数据库、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
数据库、美国出⼝管制数据库，对其进⾏数据实时更新、加载和清洗等维护⼯作，开发数据
查询和展现⻚⾯，将上述数据库建成统⼀的数据仓库及管理系统；在此数据仓库基础上结合
⼀线咨询业务，研发能监控主要经贸伙伴与中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流量变化情况、测算主要经
贸伙伴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情况、监控其国内规制情况、监控与估计主要经贸伙伴与中国之间
的数字服务贸易情况的各类分析⼯具，最终在政务云平台上进⾏集成部署，形成中⼼为国家
和上海市相关部委和企事业提供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决策⽀持服务的主要⼯作平台。

⽴项依据：

数据库是中⼼业务⼯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对于数据库的利⽤与开发将为中⼼提供决策咨询服
务打下扎实基础。为了更好更充分的利⽤采购的数据库，中⼼已着⼿在原有的贸易运⾏监控
预警系统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整合与升级开发，将新建的规则、流量与产业数据库与平台直
接连接，形成新⼀代贸易运⾏监控预警计算机信息系统，从⽽为课题研究提供强有⼒物质技
术条件。该系统能按细分⾏业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体系变化、流量波动和产业产出量之间
相互作⽤进⾏监控和预警。（2）前期⼯作除登录实时接⼊互联⽹的“全球贸易与投资运⾏
监控预警系统”进⾏数据查询下载和处理外，中⼼还在该系统的年度和⽉度数据中，挑选了
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地区的历年最⻓位数据，及时下载并录⼊到流量数据库，并进⾏更新维
护；海关逐笔数据库和⼯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则每年交付数据后分别整库录⼊到流量与产业
数据库中。由于这三个数据库的数据较为庞⼤和复杂，因此，贸易运⾏监控预警计算机信息
系统开发了相应的数据清洗和挖掘⼯具，以及根据⽇常业务开展设⽴的⼯作模块，为各业务
⼈员更快捷有效和充分的利⽤数据库提供了软件和硬件上的⽀持。

项⽬设⽴的必要性： 中⼼为国家和上海市相关部委和企事业提供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决策⽀持服务的主要⼯作平台

。

保证项⽬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专项经费使⽤管理细则上海WTO事务咨询中⼼项⽬经费使⽤的若
⼲解释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咨询产品研发管理办法

第⼀阶段：同数据供应商进⾏磋商，确认当年采购数据及合同。第⼆阶段：采购数据交付，
全球进出⼝贸易统计信息系统由数据供应商提供登录账号和密码，海关逐笔数据库和⼯业企
业整合数据库由数据供应商提供光盘。服务贸易数据库、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数据库、美国
出⼝管制数据库⾃联合国等相关⽹站进⾏采集和整理。第三阶段：数据⼊库及清洗，数据库
数据由专⼈负责导⼊全球贸易与投资运⾏监控预警系统的流量和产业数据库、与服务贸易相
关数据库，并进⾏数据清洗。第四阶段：数据应⽤与更新，业务⼈员根据研究项⽬在系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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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实施计划： 模块调⽤所需数据，由于海关数据会不定期进⾏更新和调整，指定维护⼈员将根据实际更新
情况，及时将更新数据⼊库。第五阶段：对已有的贸易、产业、投资监控平台分析⼯具进⾏
维护和升级优化；开发服务贸易数据库、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数据库、美国出⼝管制数据库
的数据查询和展现⻚⾯，研发能监控主要经贸伙伴与中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流量变化情况、测
算主要经贸伙伴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情况、监控其国内规制情况、监控与估计主要经贸伙伴与
中国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情况的各类分析⼯具，最终在政务云平台上进⾏集成部署。

总⽬标及阶段性⽬标：

新建服务贸易数据库、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数据库、美国出⼝管制数据库，对其进⾏数据实
时更新、加载和清洗等维护⼯作，开发数据查询和展现⻚⾯，将上述数据库建成统⼀的数据
仓库及管理系统；在此数据仓库基础上结合⼀线咨询业务，研发能监控主要经贸伙伴与中国
之间的服务贸易流量变化情况、测算主要经贸伙伴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情况、监控其国内规制
情况、监控与估计主要经贸伙伴与中国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情况的各类分析⼯具，最终在政
务云平台上进⾏集成部署，形成中⼼为国家和上海市相关部委和企事业提供与服务贸易相关
的决策⽀持服务的主要⼯作平台。

本项⽬上年度市级财政资⾦使⽤情况
项⽬总预算（元）： 4,691,000 项⽬当年预算（元）： 4,691,000

同名项⽬上年预算额（元）： 4,546,200 同名项⽬上年预算执⾏数（元）： 4,54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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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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率 =100%

预算资⾦到位情况 及时到位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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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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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案设计全⾯情况 全⾯

中期验收实施规范性 规范

产出⽬标

数量 维护系统数量 =2个

质量
项⽬质量可控性 可控

购买数据验收通过率 =100

系统稳定性指标达标率 =100

时效 项⽬验收规范性 规范

系统更新完成率 =100

效果⽬标

经济效益 项⽬成果提交及时性 及时

对中⼼决策咨询服务的⽀持作⽤ 具有⽀持作⽤

社会效益 系统使⽤对象满意度 >=90

环境效益 对贸易谈判、政策评估、产业发展研究的⽀持
作⽤

具有⽀撑作⽤

满意度 使⽤者满意度 =100%

影响⼒⽬标
⻓效管理 项⽬⽴项规范性 规范

⽴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信息共享 云平台完成情况 逐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