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上海市第三代残疾人证
（智能证）换发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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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类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建设规模较大，涉及面广，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和应用，市残联拟成立项
目领导小组作为项目实施的总领导，统一指挥和推动项目进展，项目工作小组作为具
体实施人员。项目领导小组由市残联领导牵头，各主要处室、各区残联相关负责人参
与，全面负责项目建设与运行的组织领导工作，对重大的管理业务规范和部门关系协
调、实施事项等进行决策。项目工作小组是在项目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项目实施
的日常工作，组织撰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项目设计方案、实施方案，配合市有关部
门进行项目的论证、评估、审批等项目前期工作。

1、按照项目时间节点，进行方案确定、项目立项工作。同步完成与中残联、银行相
关技术规范的确定。2、根据时间节点进行预制卡制作。3、根据时间节点进行成品
卡制作。4.卡片发放。5、项目竣工验收。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信息中心

智能证制作：批量制证分为批量成品证及预制证两种，制证厂商根据智能证服务平台
提供的制证任务分别生产。 原则上，首批近60万张智能证均为成品证，残联将制证
数据通过智能证服务平台发送批量制证数据给制证厂商投产制造。 其次，为了满足
服务周期内新增、补换卡的需要，需要完成5万张预制证的工作，预制证为空白证，
后续根据残疾人实际申办情况在现场将残疾人信息打印到预制证上，最终生成成品证
的方式发放给残疾人。
智能证发放：智能证的发证工作分成存量证和增量证两部分组成。存量证的发放集证
件投放，银行卡开卡服务于一体，相关工作具体开展方式为组织一支专业的证件投放
和开卡服务团队，完成全市60万张存量证的投放和开卡。增量证的发放由证件制
作，物流投放两部分组成，制卡团队接收到残疾人的增换卡需求后，实时制作残疾人
证，并通过物流的方式投放到残疾人手上，银行卡开卡则需要残疾人到附近银行网点
进行开卡。

智能证制作：《第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管理办法修订稿》
智能证发放：《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 《上海市残疾人事业信
息化“十三五”规划》

根据中国残联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换发工作的通知》
（残联厅函[2018]252号）的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和《
第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技术规范》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加快第三代残疾人
证（智能化）换发和应用推广工作，有条件的省（区、市）可以在全省（区、市）范
围内全面开展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换发工作，其他省（区、市）可以选取条件
较好的市（地、州）加快开展换发工作。由于北京、苏州、宁波已经开展了试点工
作，有了一定的经验总结，加上上海市残联有着一系列信息化经验，为第三代残疾人
证的发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保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项目总预算（元）： 9,8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9,8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预算执行率 =98%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范围明确性 明确
进度安排科学性 科学
风险应对机制健全性 健全
残疾人证制作数量 =65万
工作人员培训覆盖率 =100%

质量 废卡率 <=2%
滞发卡处理时间 6个月

项目完成及时性 2020年12月31日前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残疾人满意度 >=80%
长效管理 残疾人管理服务模式 规范
部门协助 项目单位与运营单位协作 良好
信息共享 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完备

产出目标

数量

时效

影响力目标

2020年绩效目标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实施管理

根据中国残联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换发工作的通知》
（残联厅函[2018]252号）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建立操作可行的制证、发证、用
证工作协调机制，整合民政、公安、教育、就业、银行等服务于本市残疾人的各项资
源，完成全市约59万持证残疾人智能证发放、管理工作，建立完善的管理和服务支
撑体系，实现政府引导、市区残联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创新型、可持续性管理服务模
式，最终实现依托智能证，完成“全市通办”、“一网通办”和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
的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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