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 年度上海市断头河治理配套道路大修工程（一期） 

预算金额 2017 年初预算 7000万元，调整后预算为 16565万元 

评分分值 86.1 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2017 年度上海市断头河治理配套道路大修工程（一期）项目立项

依据充分，项目方案经过水利部门的专业论证，立项过程符合大

中修项目审批流程，项目立项规范；2017年预算执行率较高，达

99.87%，项目立项批复后，上海市路政局及时完成了施工方、监

理方招投标并签订合同，招投标流程规范，合同签署较完备，桥

梁、道路、河道工程均及时完成，项目一次性验收通过，项目施

工期间未发生不文明施工现象，未发生有责安全事故，项目竣工

后原有交通能力明显提高，居民满意度较高，达 89.15%。但项目

绩效目标中设计合理性、合同支付及时性、工程变更规范性等需

进一步加强 

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编制有待完善，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 

2、施工过程中部分细节管理欠佳，工程变更流程需进一步规范 

整改建议 
1、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目标申报，合理编制绩效指标 

2、对施工全过程进行精细化管理，加强项目管理执行力度 

整改情况 

1、研究完善绩效目标申报， 2019年绩效目标申报质量有提高 

2、进一步加强施工过程管理力度，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加强项

目管理，2018年 12月底前完成制度完善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 年度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调整优化航运集疏运结构

项目 

预算金额 1243.75 万元 

评分分值 92.15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项目符合“提高国际航运中心综合服务能力”、“十三五”时期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规划关于集疏运体系发展等战略目标。制订

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上海市调整

优化航运集疏运结构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对扶持资金预算、

申请、审核、发放、监督作出规定，项目预算执行率达到 99.93%，

项目管理基本有效。2017年度企业申报扶持箱量共计 361.94万

TEU，扶持资金应补尽补，年度扶持项目基本圆满完成。水水中转

比例持续增长，达到 46.7%，，在优化上海市航运集疏运结构、鼓

励企业“弃路走水”上颇具成效 

存在问题 

1、公示制度实施有待加强。一是三个季度的申报通知公示发布时

间晚于细则要求时间。二是未针对企业扶持箱量进行公示 

2、长效机制尚有欠缺。一是“五定班轮”退出机制需完善。扶持

业务中，“五定班轮”业务需要进行认定， 未完善对本年度航次

不达标数量的约束性条款。二是缺少环保机制。该项目立项目的

之一是“缓解道路运输给本市带来的交通和环境压力”。集装箱水

路集疏运过程中，会对长江、上海周围海域水质带来影响，，未针

对该问题建立相关规定 

整改建议 

1、扩大公示内容范围。建议在市交通委新一年的组织申报过程中，

严格按照《上海市调整优化航运集疏运结构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

则》中组织申报时间进行公示；对于成功申请扶持箱量的企业，

建议在相关网站上公示公开。通过公示，可以更好的管理航运专

项资金 

2、加强机制针对性。建议市交通委在制订新的一轮管理办法制定

时，完善协议条款，对于航运企业“五定班轮”业务在本年度内

航次不达标的数量进行约束，并在协议中将控制或降低环境影响

作为条款列入与航运企业的协议 

整改情况 
1、严格按细则要求公示发布申报通知并计划对申报箱量进行公示 

2、制定新的实施细则时将考虑完善条款和环保要求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蕴藻浜闸外段及支流口门段航道疏浚整治工程（蕴东闸～吴淞大

桥）绩效后评价                                    

预算金额 4805 万元（2016年 3872万元、2017年 933万元） 

评分分值 88.85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项目符合市航道发展目标，立项依据充分、绩效目标合理、预算编制准确、

资金拨付及时、资金使用合规、各项制度健全执行有效、专职人员配备健

全、项目总体组织比较规范，基本完成相应目标。在提供通航能力、提高

区域防汛排涝能力方面取得了预期成效。疏浚工程、防汛墙加固工程、清

障工程、监测及管线探摸均按照调整后的工程量完成，分别为疏浚航道

14.12公里，疏浚土方量 50.52万立方米，防汛墙加固 70米，清障工程 100

立方米，监测及管线探摸 1 项。工程验收合格，资料齐全有效，工程外观

质量良好，排除了周边建筑安全隐患，未发生安全和质量事故，航道长期

维护方案健全，应急预案完备 

存在问题 

1、项目实际工期滞后于计划工期一个月，根据项目批复方案本项目原定疏

浚土处置点为川杨河-长江口的三甲港促淤区，由于突发事件三甲港促淤区

在本项目工程施工期间关闭，为解决疏浚土处置点问题，本工程开工日期

较合同工期滞后 1个月，实际开工日期为 2016年 7月 20日 

2、未对搁浅事故进行有效的统计分析，航道疏浚后船舶可通航时间有所增

加，但仍有搁浅事故发生。由于市航务处未对搁浅事故进行全面的统计分

析，难以对未来航道的疏浚及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 

整改建议 

1、建议市航务处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协调，制定疏浚土方处置规划方案以有

效落实疏浚土处置点，从而进一步提高项目进度的控制水平，以提高该类

工程的实施效率 

2、建议市航务处对搁浅事故进行有效的统计分析，由于搁浅事故发生及其

原因调查结果对判断航道状况和制定未来的疏浚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建议

市航务处全面分析所有搁浅事故，统计因航道因素引起的搁浅事故，以对

未来航道的疏浚及管理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整改情况 

1、对计划工期预留前期准备时间适当延长，确保施工单位正式开工前做好

充分准备；制定航道疏浚实施管理办法，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明

确应对措施；对疏浚土处置不得外运等情况上报市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2、协调属地海事机构提供航道疏浚后搁浅事故数据，包括搁浅次数，搁浅

原因等，由航务处航道管理部门进行统计分析，为后期航道养护方案的编

制提供参考依据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 年 G15沈海高速公路（嘉金段）日常养护运行 

预算金额 12650 万元 

评分分值 85.5 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建立健全考核与经费挂钩制度，通过定期对养护、收费运行、

路况等情况检查、结合考核评分结果确定年度支付的金额并及时

将检查结果公布，有效保障养护质量成为有效保障养护质量措施

手段之一 

2、运用高科技技术进行日常养护，如运用专利装置、无人机养护

巡检重要路段、远程监控、护栏上安装“管养宝”等自动化设备

进行实时监控；从而提高养护技术含量 

3、在 G15沈海嘉金段客货比高，大流量等不利的情形下，对 G15

嘉金段全线小跨径桥梁进行伸缩缝及铰缝维修共计 1043.4m，按期

修复了牛桥港桥 

存在问题 

1、部分养护工作不及时，如原覆盖 G15 南端 40 公里的叶榭道班

在整治中被拆除至 2017年底未恢复、未及时修补路面严重坑塘，

2017 年 4月未及时全部完成匝道保洁和防撞栏清洗保洁工作量 

2、2017 年高速公路养护质量指标 MQI为 88.45，平整度指数 IRI

为 2.36799，都未达到标杆值。此外，过往车辆的综合满意度为

76.6 分，管理单位的满意度为 70 分，综合满意度不高；侧面反

映道路舒适感不佳 

3、员工管理未健全，员工凝聚力不强，导致员工的积极性较弱，

和管理层之间的凝聚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整改建议 

1、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在今后的日常养护运行中，严格按照养护标

准执行，定期巡视，定期总结，具体工作责任到人，责任到具体

期限，及时并且高质量的解决道班恢复、路面坑塘、保洁等问题， 

2、建议认真研究 MQI和 IRI 未达到标杆值的原因，组织讨论相关

对策，并在管理单位的指导下寻求长期改善的方法并执行； 

3、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健全员工管理制度，增加员工考核制度 

整改情况 

1、进一步加强养护并提高养护质量，及时完成养护工作内容，加

强养护监督，确保养护工作及时开展，即知即改； 

2、建立相应的考核制度，加强团队凝聚力，2018年年底前整改完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