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办公设备购置 项目年份 2023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信息中心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指标结余收回数

4.05 -1.26 0 2.79 2.79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0 0 0 0 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合计 4.05 0

办公设备购置 4.05 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决策目标

立项程序

规范性
规范 1 100% 1

立项依据

充分性
充分 1 100% 1

绩效指标

明确性
明确 1 100% 1

绩效目标

合理性
合理 1 100% 1

资金分配

合理性
合理 1 100% 1

预算编制

科学性
科学 1 100% 1

过程目标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100% 4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0

资金到位

率
=100% 1 100% 1



管理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100% 2

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4 100% 4

产出目标

购置茶几

数量
<=3 张 9.16 0 张 9.16

购置桌椅

数量
<=10 套 9.2 0 套 9.2

购置沙发

数量
<=3 套 9.16 0 套 9.16

办公家具

购置验收

合格率

=100% 9.16 100% 9.16

采购计划

完成时间
<=60 天 9.16 60 天 9.16

效益目标

对项目单

位业务管

理水平的

提升或影

响程度

较大 9.16 100% 9.16

合计 72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决策”和“过程”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3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效

果”、“满意度”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3 年 12月 31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为满足信息化日常办公需求，支撑日新月异的数字政府项目建设应用，

购置并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纳入固定资产核算范围的常用办公家具和办

公设备的支出。

项目总目标

苏州市信息中心承担了大量的市级电子政务项目建设任务，跟随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发展，单位人员不断更替和增加，需配备相应的办公

设备和家具，满足基本办公和业务需求。

年度绩效目标 本年度市信息中心增加了 3个内设机构，需配备相应的办公家具。

项目实施情况

本年度中心从机关事务管理局公物仓中调剂了一部分旧家具至我单位，

节约了财政资金。另外，因本年度新增工作人员 7人，从办公设备购置

预算中调剂 1.26万至体检费，用于工作人员体检方面的支出。

项目管理成效
本年无支出，因此无项目管理成效，但从公物仓中调剂家具，起到了节

约财政资金的效果，也完成了该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政策了解情况不够及时，导致预算剩余。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及时更新相关政策。

（标注：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