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0 年度）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269.78 10 71.25 7.12

0 -- 0 --

269.78 -- 71.25 --

0 -- 0 --

0 -- 0 --

0 -- 0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分值 得分

数量指标 平均日维护数（次/日） ≥1次 9 9

质量指标 异常处理能力（％） 100％ 9 9

时效指标 业务处理及时性 ≥98％ 9 9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与同类项目类

比
100% 9 9

经济效益
系统建设完成后运维费

用的合理性
100% 9 9

社会效益
年故障（业务中断）时

间
≤12小时 9 9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系统建设对政务公开的

促进程度
95% 9 9

通用设备运行（或应用

软件）的满意率
100% 9 9

第三方服务满意度 ≥95％ 9 9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 9

100 97.12

项目实施和
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产出情况及
分析

效益情况及
分析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100%

100％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建议针对不同类型项目提供绩效指标模板和行业指标参考，进一步提示指标设定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100%

100%

100%

100%

95%

项目服务期间通用设备运行满意率100%；中心各相关处室反馈满意度达到90%；本年度政务服务平台群众和企业服务满意度达到
100%。绩效目标已完成。

总分

100%

90%

主要经验做法 充分利用云计算等新技术，实现政务业务应用的云化部署、集约化建设。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绩效目标评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绩效指标设定需要进一步提升其针对性。

项

目

绩

效

分

析

自评结果分析

该项目是为“两平台”和“互联网+政务服务”提供云计算虚拟资源、云存储资源、数据灾备、云视频会议系统及安全防护等服务
。年初，省财政批复预算378.65万元，后我中心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确定租赁商，租赁服务期限一年，成交金额359.71万元。后
因系统平台迁移上云，经双方协商，签订《服务合同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书》约定服务于2020年9月30日终止，共计支付269.7825万
元，年度预算执行完成率71.24%。

该项目与同类型云服务租赁项目相比总体成本相当,平台基础软硬件和应用服务平均日维护数(次/日)≥1次，交付到云平台的业务
处理及时性≥98%，平台发生异常处理率达到100%。绩效目标已完成。

采用集约化购买云服务方式与新建+运维方式相比节约财政经费，经济性突出；服务租赁期间没有出现重大故障（业务中断），圆
满完成两会、国庆期间重保活动；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应用在统一政务云平台部署，实现业务数据的集中和共享，极大促进政
务信息资源开放和全省政务服务推广覆盖。绩效目标已完成。

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10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项目资金（万元）项目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 0 0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系统建设完成后运维费用的合理性：100%；业务处理及时性：≥98％；年故障（业

务中断）时间：≤12小时；第三方服务满意度：≥95％；服务对象满意度（%）：

90%；平均日维护数（次/日）：≥1次；通用设备运行（或应用软件）的满意率：

100%；异常处理能力（％）：100％；项目成本与同类项目类比：100%；系统建设

对政务公开的促进程度：95%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上年结转资金 0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省级财政资金 378.65 378.65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378.65 378.65

云资源租赁费 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云资源租赁费

主管部门 016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实施单位 山西省政务服务中心



（ 2020 年度）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493.49 10 73.01 7.3

0 -- 0 --

493.49 -- 73.01 --

0 -- 0 --

0 -- 0 --

0 -- 0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分值 得分

开展业务调研次数 10次 1 0.6

完成公告信息推送数量 1725次 500次 0.5 0.39

购置LED显示屏 20平方米 5 5

完成核对、下载、刻录开评
标现场音像资料

4140次 1000次 0.5 0.47

招标文件印制数量 8280本 2400本 1 0.53

购买档案托管服务 1年 2 2

内部审计抽查项目数 80个 3 1.95

购置专家身份识别设备 1套 5 5

完成政府集中采购项目开评
标次数

690次 200次 2 1.66

完成专家咨询、论证次数 20次 1 0.2

内部审计财务收支情况 1次 1 1

组织业务培训次数 2次 1 1

购置密集架 100个 0.5 0.08

聘请法律顾问服务 1年 1 1

批量购置桌椅等其他设备 1批 5 5

购置资料推车 50个 0.5 0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项目废标率 同比下降5% 1 1

档案归档及时率 90% 2 2

内部审计完成率 90% 2 2

政府集中采购项目按时完成
率

90% 3 3

评审专家平均劳务报酬 700元/人次 1 1

密集架 500元/个 1 1

专家身份识别设备 550000元/套 1 1

财务收支内部审计费用 资产总额*5% 1 1

资料推车 400元/个 1 1

核对、下载、刻录开评标现
场音像资料

15元/次 1 1

LED显示屏 60000元/平方米 1 1

公告信息推送 15元/次 1 1

法律顾问服务费 100000元/年 1 1

招标文件印制费 0.8元/页 1 1

抽查项目内部审计费用 1000元/项目 1 1

档案寄存费 100元/米 1 1

经济效益 财政资金节支率 同比提高 15 15

社会效益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更加有序 15 15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对象满意
度

80% 5 5

政府集中采购服务对象满意
度

80% 5 5

100 93.18

项目实施和预
算执行情况及

分析

产出情况及分
析

效益情况及分
析

满意度情况及
分析

业务专项经费 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业务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016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实施单位 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级政府采购中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735.59 675.9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省级财政资金 735.59 675.92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上年结转资金 0 0

          其他资金 0 0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评审专家平均劳务报酬：700元/人次；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更加有序；批量购置桌椅等其他设备：1批；档案寄存费：100元/
米；聘请法律顾问服务：1年；招标文件印制费：0.8元/页；组织业务培训次数：2次；公告信息推送：15元/次；核对、下载、
刻录开评标现场音像资料：15元/次；政府集中采购服务对象满意度：80%；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对象满意度：80%；内部审计财务
收支情况：1次；政府采购项目废标率：同比下降5%；财政资金节支率：同比提高；购置专家身份识别设备：1套；抽查项目内
部审计费用：1000元/项目；档案归档及时率：90%；法律顾问服务费：100000元/年；购买档案托管服务：1年；资料推车：400
元/个；财务收支内部审计费用：资产总额*5%

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6次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项目资金（万元）项目资金（万元）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总分

    2020年度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级政府采购中心）组织实施政府采购项目166次；完成公共资源交易项目3615宗，实现资金节约20.64亿元，溢价或增值5.43亿元。推动建成标
准化公共服务区，安装了安检设备、自助查询设备、高清彩色显示屏等，完成了评审专家聘请、业务档案归档、信息公告推送、监控核对刻录、采购文件印制、业务培训、内部审计
、聘请法律顾问等业务保障工作。
    业务专项经费项目2020年年初预算为735.59万元，因受疫情影响，政府集中采购项目开评标次数、公告信息推送数量、核对下载刻录开评标现场音像资料数量、招标文件印制数
量较大幅度减少，经省财政厅批准，变更业务专项经费项目部分预算资金用途，共计59.67万元，主要用于为省委第七轮巡视组购置办公设备，涉密评标场所建设，电子化招投标系统
远程评标模块开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变更后，业务专项经费全年预算资金675.92万元，执行预算资金493.49万元，预算执行率73.01%。

按照设定的绩效目标，为保障业务工作顺利开展，配备了LED显示屏、专家身份识别设备等硬件设备，购买了法律顾问、档案管理、招标文件印刷、信息推送、光盘刻录等服务，完成
了内部审计工作，完成了业务培训计划。

政府集中采购项目财政资金节支率较上年同比提高，公共资源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保障了交易活动有序进行，促进了交易活动实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为交易采购主体提供了更
加完善便捷的环境。

项目绩效分
析

通过配备配置和加大服务事项网办比例，实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提高了公共资源和政府集中采购服务对象满意度。

主要经验做法
（一）科学设计绩效指标体系。认真总结分析绩效管理的不足，取长补短，完善绩效目标考核体系。
（二）绩效目标管理工作把握关键点，以绩效产出指标为引导，加强日产管理。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指标设置不够简化，未能突出重点。我中心已形成了绩效指标体系，但是指标体系未能突出重点。
（二）处室之间沟通协调不够。预算绩效管理应当以业务为基础，需要财务部门与业务处室沟通协调，业务处室绩效管理意识不强。
（三）绩效指标的填报主要参考历史数据，还不够科学，主要是因为预算编制为增量预算。
（四）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不充分，主要是因为绩效管理存在重过程、轻结果的问题。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一）积极探索和完善绩效管理工作制度和办法，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
（二）预算绩效管理要贯穿项目的始终，应当加强预算绩效监控，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三）预算执行过程中发生用途变更，绩效目标应当同时调整。

自评结果分析

391次

33.82平方米

934次

1284本

1年

52个

1套

166次

4次

1次

2次

15个

1年

1批

0个

100%

90%

100%

100%

700元/人次

1250元/个

469000元/套

100%

400元/个

15元/次

33696.04元/平方米

15元/次

100000元/年

0.8元/页

1000元/项目

100元/米

100%

100%

80%

80%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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