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港口建设费安排的航道维护经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具体实施处（科室）： 港监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383,545,1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58,38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167,961,435.92 预算执行率（%）： 44.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适时对外公布航道维护宽度、维护水深等航道通航技术状况，通过定期监测及水文资料的收集，可掌
握上海港海港航道的水深变体趋势、水文泥沙状况及航道设施的现状，为了解航道水文特征、掌握泥沙回淤
规律、确定航道维护方案、监督航道疏浚维护项目实施、编制航道维护计划等航道具体工作提供依据。通过
项目立项评审，对预算项目的必要性、实施方案和投资估算进行评审， 评审报告作为预算申报的依据之一
。航道及锚地按照设计标准进行维护疏浚，开展浚前、验收测量等，满足进出港船舶通航需求，通航水深得
到一定保证。

自评时间： 2020-03-25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项目经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立项批复，经市财政局确定后，根据市交通委的批复方案实施，项目立项
与市交通委三定及职责相适应，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科学，立项程序规范。本项目资金拨付流程较完整、资金
使用符合预算批复，未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投诉事件及安全事
故。项目采购流程合规、管理制度健全。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黄浦江航道、洋山深水港
区航道、宝山支航道浅区和长江口支航道等航道的通航条件，降低了船舶搁浅事件，达到航道通航的要求。
疏浚工程均按设计及批复工程量控制。本工程满意度较高。

主要问题：

预算执行率偏低。海港航道维护项目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如潮汐、台风等，每年工程量及项目造价
区别较大，每年项目实施前都需对航道情况进行测量及设计，与经常性项目年度工作内容及资金基本不变的
情况不一致。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预算指标调整因素，导致项目启动较晚。另外，海洋倾倒区（抛泥区）具
有不确定性，项目立项（实施方案）抛泥区同实际取得拋泥区许可证的不一致，导致项目实施方案调整，影
响施工工期及预算执行进度。

改进措施：
1.针对海港航道的水文、泥沙及回淤特点，分析变化趋势，进一步细化立项方案编制。2.项目立项后，
主动同海洋倾倒许可部门对接、沟通，若抛泥区许可证与实施方案不一致，及时调整项目实施方案。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6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0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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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
(34分)

是否按不同项目要求，
全年按6次、2次和1

次完成；测量、扫海范
围，疏浚工程量

考察项目是否按规定次数完
成，疏浚工程量是否达标

4 3

满足国家规范，报告通
过评审率、质量合格率

考察报告质量是否达标 10 10

报告提交是否及时，疏
浚及时完成

考察项目各方面完成及时性 10 10

项目金额是否超预算 考察资金使用是否超预算 10 10

效果目标
(15分)

是否掌握海港航道水深
及水文资料，是否了解
航道设施的现状；优化

实施方案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达到预期
效果

5 5

为制定航道维护方案和
航道管理提供依据

考察项目是否产生社会效益 5 5

上级单位和项目单位、
委托单位满意度

考察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
度

5 4

影响力目标
(15分)

管理队伍水平
考察项目管理队伍水平是否
有所提高

5 5

政策宣传力度
考察是否对政策是否进行宣
传

5 5

项目立项科学性 考察项目立项是否更科学 5 5

合计 100 88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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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 预算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具体实施处（科室）： 航运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152,60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75,00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152,599,968.75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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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评时间： 2020-06-25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2016-2019 年度，政策扶持五定班轮业务箱量累计 449.6 万TEU,内河集装箱业务
箱量累计 134.2 万 TEU，江海联运业务箱量累计290.1万 TEU，总扶持金额5,59
6.9 万元； 促进现代航运服务业创新项目资金累计扶持项目 29 个，其中创新示范项目共10
个，创新鼓励项目 19 个，累计扶持金额 1950 万元。 本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调整优化集疏运
结构及航运服务业创新，对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调整优化集疏运结构方面，上海港
总吞吐集装箱量从2016 年共 3713.3 万TEU 增长至 2019 年的 4330.3
万 TEU，涨幅 16.62%，增长明显。 公路运输箱量自 2016 年的 1987 万 TE
U 增长至 2019 年的2238.8万TEU，涨幅12.67%，低于总箱量涨幅。水路运输箱量
自 2016年的 1726.3万 TEU 增长至2019年的 2091.5 万 TEU，涨幅
21.16%，超过总箱量及公路运输箱量涨幅。水水中转比自 2016 年的 46.5%增长至 2
019 年的 48.3%，涨幅 3.87%；水运陆运比由2016 年的86.9%增长至 201
9 年的 93.4%，涨幅 7.48%。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集装箱量差距逐渐减少，水水中转比及水
运/陆运比等数据指标逐步提升，集疏运体系逐步调整优化。促进现代航运服务业创新方面，获扶持项目如
智能服务平台、大数据应用等对航运产业发展起到良好促进作用，综合对比2016-2019 年新华·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评价结果，上海港综合实力排名自2016年的第六位上升至2019 年
的第四位。

主要问题：

（一）政策扶持力度不均衡，政策成效呈边际效益递减趋势。本政策支持范围内，调整优化集疏运结构资金
占比96.61%，促进现代航运服务业创新资金占比3.39%，政策扶持力度不均衡，在提高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软实力方面的扶持力度略显不足。三项业务总量低于同期的上海港吞吐量增长率，2016-20
19 年开展三项业务航运企业数量分别为 17 家、 16 家、 16 家、 19 家，增势趋缓
，政策成效呈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 （二）政策支持标准精细化程度略显不足。政策实施部门制定扶持标
准时未考虑影响运输价格及成本的因素，均采用统一的扶持标准不尽合理。 促进创新示范项目和鼓励项目
分别采用固定总额 100 万元、 50 万元的扶持标准，项目申报材料中未要求提供项目投资额，评
审时也未有财务专家参与，部分项目实际投入金额少于或接近扶持金额，政策支持标准精细化程度有待进一
步提高。 （三）促进现代航运创新项目专家评审制度不够完善。主要表现为：①评分标准不够细化②创新
示范项目和创新鼓励项目按排名综合确定，未明确具体的最低得分要求③专家评审记录不够完善，只有评分
，缺少对应评分的具体评审意见记录，不具可追溯性。

改进措施：

（一）积极拓展政策支持范围，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效益。下一轮政策文件在加强各项前期调研和做好政策
财政支出预算计划基础上，与正在拟定的“十四五” 时期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规划要求相匹配， 积极
拓展政策支持范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鼓励支持航运和航运服务企业从事业务模式、 技术、 产品创
新，鼓励企业参与类似沿海捎带、国际船舶登记等国际航运业务和治理创新试点，鼓励企业对外布局和拓展
服务网络，引进和培养航运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以及高端人才，引进和培育组织机构参与国际航运事务等
，切实支持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软实力建设，尽可能覆盖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各要素。 （二）加强扶持标准研
究， 进一步提升精细化水平。加强扶持标准研究， 在调整和优化集疏运结构方面，降低“江海联运”扶
持标准、优化“五定班轮”扶持标准、财力允许下适当增加“内河集装箱”扶持标准，对重箱、空箱设立不
同扶持标准。 在促进服务业创新方面，扶持标准可采用项目投资额的一定比例且不超过某个固定金额确定
，或多分几档扶持标准。 （三）完善创新项目专家评审制度，进一步提高专家评审工作质量。进一步完善
创新服务项目专家评审制度，细化评分标准、评分要求，加强对申报项目总投资的审核，并明确示范项目和
鼓励项目的最低分数线，有效提高专家评审工作质量， 增强制度的指导性和约束力。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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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与管理
(36分)

配。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3

产出目标
(34分)

资金到位率 考察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8 8

项目评审通过率
考察创新项目是否符合政策
要求

8 8

按规定时间拨付 考察项目资金拨付是否及时 18 16

效果目标
(15分)

社会公众知晓情况
考察政策在社会公众中的知
晓度

6 4

企业满意度
考察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
程度

9 5

影响力目标
(15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考察项目是否具有合理、健
全的长效管理制度

8 5

信息及时传达
考察政策等信息传达的及时
性

7 6

合计 100 84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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