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推进交通行业运行保障及发展

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918447.00 12214100.00 10,636,757 10 87.09% 8.7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着眼于上海交通发展的目标、战略、人才和行动，提出思
路对策，做好政策支撑，落实国家战略、解决实际问题、
推进行业发展。

本年度完成了5项课题研究、上海交通强国先
行示范区建设等8个政策专项、1项年鉴编撰
；因疫情原因开展了3个行业和系统培训；完
成新一轮白皮书编制项目所有调研项目和文本
编制工作，形成上海推进交通发展的指导性文
件和全社会共同营造和谐交通环境的行动指南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报告完成率
100% 100% 15 15

培训完成率
100% 33.11% 5 2

偏差原因：受疫情
影响，培训场次和
人数减少。改进措
施：严格按预算执
行，按计划开展培

训。

调研完成率
100% 70% 10 7

偏差原因：受疫情
影响，无法开展实
地调研。改进措施
：结合实际情况，
改进培训方式，如
开展网上问卷调研

。

质量指标
报告评审通过率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项目报告完成及时率
100%，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
100%，均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

10 10

对策建议专报完成及时

率

100%，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

100%，均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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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决策有效性（报告采用

程度）

有效，辅助决策 有效 10 8

偏差原因：研究报
告提出的部分政策
建议未及时采用；
改进措施：及时采
用报告建议，增强

决策有效性。

可持续影响指标

研究成果后续利用的有

效性

有效 有效 5 3

偏差原因：研究注
重解决当年或近期
问题，后续应用有
待加强。改进措施
：下一步加强研究

深化的延续性。

培养符合要求的交通行

业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

持续培养 持续培养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管理部门满意度

满意 满意 5 4

偏差原因：受疫情
影响，培训场次减
少。改进措施：严
格按预算执行及时
开展培训，提高满

意度。

总分 100 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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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交通行业统计管理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9215200.00 16181300.00 16,169,700.8 10 99.93%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各项调查任务，调查内容和调查样本完成率达100
%，相关调查成果通过专家评审达100%。调查成果服
务于全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需要，为“十
四五”综合交通规划编制、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重要基
础性依据；服务于本市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效率的提高，为
本市交通组织、设施规划、线网调整以及相关交通政策制
定和深化研究等提供翔实可靠的基础资料。

完成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7个子项、公交客流
调查、运输量小样本抽样调查3大项调查任务
，调查内容和调查样本完成率达100%，调
查成果通过专家评审达100%。同时，按照
交通部要求，开展一套表统计制度培训，完成
2020年度一套表统计制度相关工作。调查
成果有效应用于全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落实，有效应用于新一轮《上海市综合
交通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各个领域、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等各
项工作，为本市交通组织、设施规划、线网调
整以及相关交通政策制定和深化研究等提供翔
实可靠的基础资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按时完成报告

=9个 =10个 10 10

质量指标
专家评审通过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按时间节点完成成果情

况

按时间节点提交阶
段成果

按时间节点完成阶
段成果，部分内容

深度有待完善。
10 9

部分研究内容未综
合第7次全国人口
普查结果进行复算
。下阶段将进一步
加强工作节点督促

。

经济效益指标
服务有关管理和研究工

作

服务交通组织、设
施规划、线网调整
以及相关工作；服
务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十四五”综
合交通规划编制、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需要，提供重要基

础性依据。

有效服务我市交通
组织、设施规划、
线网调整以及相关
工作，服务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十
四五”综合交通规

划的编制、国际航
运中心建设，提供
重要基础性依据和

支撑。

10 8

部分研究成果深度
未达到规划应用要
求。已进一步完善

。

落实《上海市生态按照《上海市生态
指标在全市各区适
用性上还有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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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落实生态文明评价工作

文明城市发展指标
体系》对区级行政
区的评价考核工作

文明城市发展指标
体系》，完成对区
级行政区的考核。

10 8 步完善。已要求研
究单位完善，进一
步提高落实生态文

明评价工作。

生态效益指标
数据共享

实现有关部门之间
的数据共享。

实现对市发改委、
市统计局、市生态
环保局、组合港的

数据共享。

5 4

相关数据实现共享
的面还有待提升，
已进一步对接相关
需求单位，进一步
提高部门之间的数

据共享。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到位率
项目配备人员及时

到位。

项目配备充足人员
及时到位开展相关

工作。
10 8

项目执行期间人员
配备及时性相对欠
缺，过程中及时予

以了纠正。

信息数据共享
实现有关部门之间

的数据共享。

实现对市发改委、
市统计局、市生态
环保局、组合港的

数据共享。

5 4

相关数据实现共享
的面还有待提升，
已进一步对接相关
需求单位，进一步
提高部门之间的数

据共享。

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立项符合相关
规定，立项依据充

分。

按照相关规定开展
项目立项申报、完
成立项评审，立项

依据充分。

10 8.5

立项必要性梳理不
够充分。今后进一
步提高预算编制充
分性必要性精准性

。

交通调查队伍建设

培养和稳定一支专
业的交通调查队伍

。

有效指导承担单位
建立和培养专业的
交通调查队伍，并
稳定相关人员及调

查制度方案。

5 4

建立和培养的调查
队伍经验水平还有
待进一步提升。下
一步加强交通调查

队伍的建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程度

满意 满意 5 4

部分内容研究深度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已做相关完善工
作，努力提高服务

对象满意度。

总分 100 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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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交通规划编制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608450.00 10608450.00 10,466,213 10 98.66% 9.8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计划推进2020年各项目，有关成果为“十四五”综
合交通规划编制、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等工作提供重要基础
；服务于本市交通组织、设施规划、线网调整以及相关政
策制定和深化研究等工作。

完成2020年27个项目，有关成果为“十
四五”综合交通规划编制、新城交通规划编制
和发布等工作提供重要基础；应用于各类综合
交通专项规划的编制；相关研究成果为新一轮
综合交通规划和建设，全市路网完善等工作提
供重要依据。轨道交通规划研究项目有助于进
一步推进多制式轨道交通相关研究与应用；2
020年交通规划编制项目总体上为本市交通
组织、设施规划与建设、线网调整、航运发展
以及相关政策制定和深化研究提出了较强的技
术支撑与项目储备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按时完成报告

>=15个 27个 10 10

质量指标
专家评审通过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按时间节点完成成果情

况

按时间节点提交阶
段成果

按时间节点完成阶
段成果

10 8.5

部分成果还有待完
善，目前均已完善
，下一步严格执行
预算，按时间节点

提交阶段成果。

经济效益指标
相关研究、管理工作应

用

反应项目的社会效
益，在政府、行业
管理部门、企业等
实际工作总的支撑

作用

达到各子项制定的
社会效益目标，为
政府交通基础设施
规划、行业管理部
门日常监管、交通
运输企业实际运行

提供支撑。

10 8

部分内容对行业管
理方面结合还不够
，目前已做修改完

善。

社会效益指标
反映民生程度

考核项目与民生热
点的结合程度，1

-2个热点

5个热点以上，反
映道路交通设施改
善、长三角一体化
、轨交设施建设、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及世界级港口群建

设等热点问题

10 8.5

结合民生关注热点
，部分项目研究重
点未与五个新城重
点工作相衔接，已

做完善及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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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多源数据应用程度

考核项目数据获取
及分析的多元性、

全面性和科学性

交通规划编制工作
全面收集国家、长
三角及我市相关规
划、政策，做到了
全面性和多元性以
及科学性，对接长
三角管理部门、市
发改、规划、水务

等部门。

10 8.5

部分交通规划编制
项目未很好衔接国
家、长三角等相关
规划、内容，已做

相关补充完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到位率

考察项目人力保障
情况，项目配备人

员是否及时到位

我处按照责任分工
，项目落实责任人
全程跟踪，各承担
单位按照项目要求
配备了必要人员，
并按时到位，开展

相关工作。

5 4

部门项目人员配备
存在不及时的情况
，已要求整改，落
实责任人全程跟踪

。

成果共享
成果在交通部门的

共享程度

规划编制成果在道
路运输局、各区交
通管理部门，市发
改委、市规划资源
局、市水务局等部
门实现充分共享。

5 4

成果共享及时性还
有待提升，已加强
沟通对接，进一步
提高各部门间的成

果共享。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的申请、立项
过程是否符合相关
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

范情况

项目申请按照委项
目管理要求，编制
立项申请文本，完
成立项评审，根据
各项目实际情况提
出合理、科学的绩

效目标

10 8.5

部分项目立项依据
不够，下一步在预
算编制过程中注重
提高项目必要性充

分性准确性。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单位、委托单位满

意度

满意 满意 10 8.5
部分项目研究深度
不够，目前已做深

入讨论、完善。

总分 100 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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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65295000.00 238765000.00 238,765,000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38,765,000.00238,765,0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科学合理利用财政资金为优化集疏运体系，健全航运服务
功能，优化航运市场环境，提高航运资源配置能力提供资
金支持。

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如集疏运体
系和海铁联运具备完整的申请和拨付流程，航
运服务创新项目有严格的评选程序。顺利完成
了对25家集疏运企业、9个创新项目申报主
体以及1家海铁联运企业的资金拨付。促进了
集疏运体系、海铁联运、现代航运服务业创新
的发展，为2020年基本建成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集疏运扶持资金应补尽

补率

=100% 100% 10 7

偏差原因：资金补
贴有缺口。改进措
施：进一步提高预

算编制精准性。

创新项目评审完成情况 <=9 9 10 10

海铁联运扶持资金平台

补贴数

1个平台 1个平台 10 10

质量指标
补贴准确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集疏运扶持资金补贴及

时性

按季度 按季度 5 3

偏差原因：资金补
贴有缺口。改进措
施：进一步提高预
算编制精准性，及

时补贴资金。

创新资金评审时间
第四季度 第四季度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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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海铁联运扶持资金补贴

及时性

按季度 较及时 5 3

偏差原因：资金补
贴有缺口。改进措
施：进一步提高预
算编制精准性，及

时补贴资金。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陆运水运集装箱比
>85% 大于85% 5 5

海铁联运箱量增长情况 增长 增长80.1% 8 8

服务创新项目申报数量

的增长情况

大于等于2019
年

大于2019年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完善 4 2

偏差原因：随着行
业发展形势不断变
化，相关制度有待
优化。改进措施：
及时更新优化相关

长效管理制度。

长效管理的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4 2

偏差原因：相关长
效管理制度有待优
化。改进措施：及
时做好政策评估，
及时更新完善以保
证长效管理的执行

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补贴对象满意度
>=85% 满意 3 3

管理人员满意度
>=85% 满意 3 3

总分 10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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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港口建设费安排的航道维护经

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90150000.00 208283100.00 184,569,480 10 88.62% 8.8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上海港主要沿海航道和吴淞口锚地进行疏浚维护，消除
航道通航安全和锚地锚泊安全隐患，改善航道通航条件和
锚地资源，进一步提升上海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2020年通过对上海港主要沿海航道和吴淞
口锚地进行疏浚维护，消除了航道通航安全和
锚地锚泊安全隐患，改善了航道通航条件和
锚地资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浚前测量完成数
=5项 5项 3 3

工程设计方案出具数
=5份 5份 3 3

疏浚工程量控制数
<=1232.5
8万立方米

785.6万立方
米

3 3

验收测量完成数
=5项 5项 3 3

监理报告出具数
=5套 5套 3 3

工程验收完成数
=5项 5项 3 3

财务监理报告出具数
=5份 5份 3 3

立项评审报告数
>=3个 3个 3 3

质量指标 5项工程验收合格情况 =100% 10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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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时效指标

浚前测量完成时间
一季度 三季度 4 0

偏差原因：因20
19年度项目竣工
时间较晚，导致2
020年度项目浚

前测量启动时间晚
。改进措施：后续
拟抓紧启动各类疏
浚项目招标，当年
度项目必须当年度

完成。

工程开工时间
2020年 2020年 4 2

偏差原因：因洋山
东港池施工工艺调
整，导致开工时间
较晚。改进措施：
后续将提前谋划设
计方案，确保按时

开工。

工程验收时间
2020年10月

30日前
2020年11月

30日
4 0

偏差原因：因洋山
东港池施工工艺调
整，导致开工时间
较晚，影响了验收
时间。改进措施：
后续将合理安排施
工计划，避免类似

问题再次发生。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船舶通航搁浅发生情况 <=0起 0 4 4

船舶通航隐患消除情况 均消除 消除 4 4

船舶通航效率提高情况 均提高 提高 4 4

宝山支航道邮轮码头运

行效率提高情况

提高 提高 4 4

吴淞口锚地锚泊效率提

高情况

提高 提高 4 4

生态效益指标

上川山倾倒区环境监测

合格率

=100% 10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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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川山倾倒区年倾倒量

控制情况

<=500万立方
米 96万立方米 3 1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3 2

偏差原因：管理制
度有待进一步健全
。改进措施：下一
步结合项目实际开
展情况，不断完善
健全长效管理制度

。

长效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有效 有效 3 3

专业人员配备情况
专业人员配备情况 满足要求 3 3

信息共享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建立 3 3

信息共享机制执行有效

性

有效 有效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管理人员满意度
>=90% 85% 4 4

通行及靠泊船舶负责人

满意度

>=90% 85% 4 3

偏差原因：受疫情
影响，航道疏浚工
程延缓。改进措施
：继续积极谋划各
项维护项目，在保
障航道畅通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管理

人员满意度。

总分 100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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