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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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房屋使用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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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0.00 385.45 1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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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385.45 114.55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385.45 

信息管理系统 3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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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目标

（26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资产产权明

确性 
资产明确 1 好 1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1 =100% 1 

预算执行率 =100% 6 =77.09% 0.63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0% 1 

配套设施到

位率 
=100% 1 =100% 1 

实际风险事

件有效控制

率 

=100% 1 =100% 1 

政府采购规 规范 2 好 2 



范性 

可行研究充

分性 
充分 1 好 1 

工程变更合

规性 
合规 1 好 1 

与预期质量

计划差距定

期检查率 

=100% 1 =100% 1 

业务运维体

系健全性 
健全 1 好 1 

产出目标

（24 分） 

系统建设模

块数 
=4 个 2.67 =4 个 2.67 

信息化平台 =1 套 2.67 =1 套 2.67 

目标完成率 =100% 2.67 =100% 2.67 

验收合格率 =100% 2.67 =100% 2.67 

全市房屋基

础数据库 
=1 套 2.67 =1 套 2.67 

全市房屋业

务数据库 
=1 套 2.67 =1 套 2.67 

需求分析报

告 
=1 份 2.67 =1 份 2.67 

详细设计说

明书 
=1 份 2.67 =1 份 2.67 

用户操作手

册 
=1 份 2.64 =1 份 2.64 

结果目标

（22 分） 

使用单位满

意度 
≥95% 5.5 =100% 5.5 

业务系统稳

定性 
≥95% 5.5 =100% 5.5 

业务系统安

全性 
≥95% 5.5 =100% 5.5 

业务系统投

诉业务系统

投诉率 

≤5% 5.5 =0% 5.5 

影响力目

标（8 分） 

后期运行维

护管理制度

建设  

跟踪服务 2 好 2 

专职管理人

员数量 
=6 个 2 =6 个 2 



配套管理制

度 
跟踪服务 2 好 2 

使用人员培

训制度 
跟踪服务 2 好 2 

合计 7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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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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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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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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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的形势日益复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的要求日

益提高，在安全责任认定、安全防范、安全鉴定、危屋治理、应急处

置等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为此，苏州市政府通过了新版《苏州市房

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颁布施行。苏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响应

新《条例》的要求，针对本市已投入使用房屋的问题现状，拟建立苏

州市房屋使用安全信息管理平台，全面摸清、理顺苏州大市范围内已

投入使用房屋的现状，建立一单元一户一档的全市房屋基础库，构建

图属合一的一张图，形成统一的房屋使用安全信息管理平台。基于“一

库”、“一图”、“一平台”的基础上，对内实现局内各业务条线的齐抓

共享，对外实现与各级人民政府、国土、规划、城管、街道办等相关

政府部门的互联互通。 

项目总目标 

本项目建设主要实现以下四个目标： 

（1）“一库”：建立全市房屋基础库 

    按照“统一部署、统一标准、分级负担、分布实施”的原则，以

市及各区（县）房屋普查为基础、对接不动产登记、房产测绘、城建

档案等业务系统，全面整理房屋基础信息，形成一单元一户一个档案，

汇聚形成一个基本库，建立全市统一房屋基础数据库。 

（2）“一图”：图属合一的 GIS 三维图建设 

    建立全市房屋三维图层，根据房屋安全管理的各项业务需求，绘

制各类房屋专项业务图层，同时结合慧住建云平台，实现以图管房、

房屋落地、精确管理的地、楼、房一体化管理。 

（3）“一平台”：房屋使用安全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以“一库”、“一图”为基础，建立综合性的房屋使用安全信息管理平

台，整合房屋基础信息、房屋安全巡查、房屋安全评估、隐患房屋治

理等业务，结合幕墙安全监管、危房实时监测（北斗）、房屋事件管

理等功能，建成房屋安全管理模块（小安全）；对接白蚁防治、物业

管理、维修资金、直管公房、住房保障等业务数据，并辅以 IOT（物

联网）、GIS 应用等手段，建成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模块（大安全），实

现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的全面化、常规化、动态化管理。 

（4）“N 应用”：基于平台拓展的房屋管理 N 应用建设 

依托“一库”、“一图”、“一平台”，引入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建

立基于房屋安全使用的监测分析、预警、辅助决策等 N 种大数据的鲜

活应用，全面支撑房屋安全使用管理的各项业务，从而有效提升各业

务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切实有效的保障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 

年度绩效目标 2020 年末，完成项目验收 



项目实施情况 

今年来，按照“总体规划、分项实施、总体整合”的策略，建立 “一

库一图一平台 N 应用”的全市房屋使用安全信息管理平台。逐步完善

房屋基础库建设，完成与房产测绘、直管公房、房屋安全、城建档案、

物业管理、维修资金、住房保障、白蚁防治等业务系统的数据对接，

进一步优化房屋三维模型，基本完成了精模和业务数据的关联匹配。

完成行政区划、直管公房、危房分布、公房修缮、房屋普查、白蚁灭

治、住房保障、物业小区、BIM 分布、维修资金等业务图层的开发。

完成房屋普查、房屋安全鉴定、房屋监测模块、房屋隐患治理等功能

模块的开发。优化 GIS 功能，完善大数据模块的开发；开发平台的管

理后台，实现数据汇总维护和业务数据匹配等功能。按建设要求，平

台登录已经集中到统一登录平台。截至目前，房屋基础库已录入 77146

栋房屋，总计 612756 户。 

项目管理成效 

整合了现有房屋安全管理相关业务，促进数据的流动，实现业务数据

的活用、局内各业务条线的齐抓共享，提升全市房屋安全的管理水平。 

基于“一库”，辅以北斗监测、GIS 应用等技术手段，实现了房屋普查、

危房监测(北斗)、房屋安全评估、房屋安全巡查等房屋安全管理的业

务应用。 

基于房屋使用安全相关业务建设标准规范，集中整合苏州大市范围内

房屋数据，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打破了数据孤岛。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基础数据库仍需继续完善，部分数据的精确度和一图的模型匹配有偏

差。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基础数据量大且跨部门，数据的整合和清

洗任务比较重，机器算法自动清洗识别能力有欠缺。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是根据持续完善基础库内容，提升数据的精确度和有效性。 

  二是不断优化平台业务功能，符合各版块的实际工作需求。 

  三是全面展开平台业务功能的使用，加强数据的汇聚与管理。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