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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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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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 -1500.00 2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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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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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会议、考察经费 8.8 

项目宣传推广经费 47.2 

技术研究专项经费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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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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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性 

规范 4 好 4 

产出目标

（24 分） 

改造小区数

量 
=13 个 4.8 =16 个 4.8 

召开相关老

旧小区改造
=5 个 4.8 =5 个 4.8 



工作会议 

组织老旧小

区课题研究 
=1 个 4.8 =1 个 4.8 

对老旧小区

改造进行相

关宣传工作 

=5 个 4.8 =5 个 4.8 

组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

培训 

=1 4.8 =1 个 4.8 

结果目标

（26 分） 

实施改造小

区前期工作 
≥5 个 13 =16 个 13 

改造小区群

众满意度 
≥95% 13 =98% 13 

影响力目

标（6 分） 

圆满完成全

国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试

点工作 

好 3 好 3 

及时报送进

度，加强宣传

报道 

≥3 期 3 =7 期 3 

合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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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2019 年 10 月 10 日下发的《苏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

方案（草稿）》的精神，为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现城

市转型发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和

幸福感，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统一部署，结合苏州实际情况，对我市

大市内 4 县 6 区等范围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程，进一步加快完善

苏州市老旧小区的整治提升工作，使我市在老旧小区提升方面有进一

步更高层次的发展。 

项目总目标 

通过试点工作的确立，使我市在统筹协调机制、项目生成机制、改造

资金合理共担机制等九个方面形成较为成熟的工作成果，能初步构建

起党建统领、政府引导、居民参与、社会支持、企业协同的共同缔造

机制，在全国推进建设宜居整洁、安全绿色、设施完善、服务便民、

和谐共享的“美好住区”方面进一步贡献苏州力量。 

年度绩效目标 

到 2020 年 10 月底，确定计划试点小区，并对试点小区的改造目标、

资金来源、融资方式、设计方案，设计图纸等施工前所需准备的手续

及资料基本确定完成。 

项目实施情况 

 2020 年制定试点改造工作方案，确定试点项目，成立领导小组构建

组织架构，研究探索“九大机制”，完成 9 个试点项目改造。2021 年

完成 4 个试点项目改造。构建起党建统领、政府引导、居民参与、社

会支持、企业协同的共同缔造机制。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造模式。

2022 年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造模式。完成 2 个片区示范区改造。

各市、区巩固改造成果，改善居住环境，建立健全老旧小区长效管理

机制。 

项目管理成效 

1.坚持结果导向，成立了以李亚平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统筹

协调组、财政金融组、技术指导组、社区保障组等四个工作组，各县

级市（区）政府（管委会）搭建相应工作机构，有关乡镇、街道、社

区居委会全程参与改造，层层压实责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工作组统

筹各市、区和各相关单位，分别研究制订了《苏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生成指导意见》、《苏州市引进社会力量以市场化方式参与老旧

小区改造的指导意见》等 9 大机制配套政策 9 个。 

2.坚持目标导向，依托 16 个试点项目，以满足居民需求为根本目标，

以促推片区改造为创新抓手，以强化政银企三方合作为重要手段，推

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再上新台阶。凸显居民改造意愿、积极推行改造

资金政府与居民合理共担、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改造、提升金融服务力

度和质效，引进阿里菜鸟等旗舰企业，架设以党建的“1”引领“N”

项社区服务的“1+N”老旧小区议事服务平台，促进民呼我应、吹哨

报到、利益协调、组织实施、服务监督等关键环节，在同一个平台衔

接流转，目前，全国首个菜鸟驿站——便民综合服务站已在昆山中华

园小区开业。 

3. 践行“古城新居”理念，着力拓展老旧小区改造内涵，聚焦“古城

新居”理念，吸引人才聚集，实现职住平衡。在创新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上深度着力，保留古城区、老城区、中心区的传统民居、老旧小区

“古”韵，呈现改造后的“今”风，吸引各类人才、青年群体居住，



提升古城活力， 

4. 巩固和利用老旧小区改造成效，进一步深化“红色管家”党建项目，

着力提升物业管理规范化水平，强化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对业委

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指导和监督职能，强化专职物业管理岗位配备。

以党建为引领，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单元、物业管理单元和社会治理网

格单元的“三网融合”。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从目前政策制定情况来看，相关审批手续依旧比较繁琐；同时，老旧

小区改造涉及的片区规划、改造项目的规划用地审批、社会服务设施

的规划、用地、不动产登记以及吸引金融支持和社会力量参与所需的

房产、土地资源整合利用，涉及到小区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的相

关调整，与资规局现有政策要求存在一定冲突。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建立适应改造需要的项目审批制度和模式，结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简化审批流程。同时需要资规等相关部门的指导，进一步优

化用地支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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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