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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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全市美丽城镇建设暨被撤

并镇整治提升“以奖代补”专项资金 
项目年份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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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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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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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奖补 300 300 

驻镇设计师奖补 300 300 

示范项目奖补 400 400 

其他（会议、培训、编印、

课题研究、督查验收等） 
60 60 

考核奖补 6940 6940 

合计 8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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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日常

进度管理

规范性 

规范 4 100% 4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100% 2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

率 
100% 4 100% 4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100% 4 



产出目标 

组织年度

考核 
=1 个 2.6 1 个 2.6 

奖补建制

镇 
=20个 2.6 20 个 2.6 

奖补第三

批被撤并

镇 

=13个 2.6 13 个 2.6 

奖补首批

被撤并镇 
=5 个 2.6 5 个 2.6 

奖补示范

项目 
=20个 2.6 20 个 2.6 

奖补驻镇

规划师试

点 

=25个 2.6 25 个 2.6 

开展工作

调研 
=1 个 2.6 1 个 2.6 

形成课题

研究成果 
=1 个 2.6 1 个 2.6 

奖补某方

面工作取

得突出成

效的镇 

=4 个 2.6 4 个 2.6 

奖补第二

批被撤并

镇 

=6 个 2.6 6 个 2.6 

结果目标 

建制镇供

水普及率 
=99% 2.88 100% 2.88 

群众满意

度 
=90% 2.88 88.4% 2.62 

建制镇污

水处理率 
=85% 2.88 90.31% 2.88 

建制镇生

活垃圾处

理率 

=99% 2.88 100% 2.88 

建制镇燃

气普及率 
=99% 2.88 99.85% 2.88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8 平方米 2.88 

8.83 平方

米 
2.88 

67 个被撤

并镇规划

体系达标 

有控规或

整治提升

专项规划 

2.88 100% 2.88 

建制镇人

均道路面

积 

=20平方米 2.96 
20.75 平方

米 
2.96 



建制镇建

成区绿地

率 

=28% 2.88 28.38% 2.88 

影响力目标 

入围全国

综合实力

千强镇榜

单  

=22个 3 44 个 3 

宣传报道

数量 
=10期（篇） 3 18 期（篇） 3 

合计 7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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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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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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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美丽城镇建设实施纲

要（2016～2020 年）修订稿>的通知》（苏委办发〔2016〕38 号）精神，

2021 年拟继续对各建制镇（被撤并镇）年度工作情况实施考核，据此分

类给予一定资金奖补；结合实际开展优秀示范项目评选、设计师驻镇服

务试点等工作，给予相应资金补助；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并在某一方面

取得创新突破、具有一定示范效应的部分建制镇给予额外的专项补助激

励；预留部分资金作为办公经费用于日常工作开展；着力通过财政资金

的引导作用，推动全市美丽城镇建设工作取得新的实效。 

项目总目标 

通过市级财政资金对全市美丽城镇建设的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着

力建设培育一批规划科学、经济发展，功能完善、特色鲜明、宜居宜业

的具有较强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的现代化新型小城镇，更好的承担连接

城乡、服务农村、带动周边的作用。 



年度绩效目标 

到 2021 年底全市各建制镇（被撤并镇）基本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达到阶

段性的预期成效，并在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配套、产业经济发展、

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取得突破性创新进展；评选并公布一批美丽城镇建

设优秀示范项目；深入推进 15 个设计师驻镇服务试点，启动新一批试点，

探索总结一批经验举措；研究制定并启动落实新一轮美丽城镇建设工作，

推动全市小城镇建设再上新台阶、提升新水平。 

项目实施情况 

2020 年度全市各地共实施各类建设整治项目 926 项，完成投资 147.5 亿

元。其中，49 个建制镇共实施各类项目 426 项，完成投资 103.98 亿元；

三批 67 个被撤并镇共实施各类项目 500 项，完成投资 43.52 亿元。年内

开展不定期的实地督查和调研，及时排查问题、发掘亮点。评选出 20 个

美丽城镇建设优秀示范项目。指导 15 个镇持续推进驻镇服务试点,新增

10 个镇开展驻镇服务试点。年末组织年度考核，会同相关市级牵头部门，

综合评估各地年度工作成效，下达以奖代补引导资金。指导昆山市陆家

镇、吴江区震泽镇美丽宜居小城镇建设。联合相关科研技术单位开展《苏

州市十四五美丽城镇建设工作方案》等专项课题研究。 

项目管理成效 

建制镇（中心镇区）全面推进配套基础设施、挖潜特色内涵、落实长效

管控等方面的综合提升，并结合自身实际不断精益求精，提升水平，彰

显特色。被撤并镇（集镇区）坚持规划引领、准确定位，深入开展整治

提升各项工作，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显著增强服务功能。其中首批被撤

并镇侧重长效管理，维护既有建设整治成果；第二批被撤并镇侧重查漏

补缺，补全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护机制短板；第三批被撤并镇

侧重项目落地和整体提升。联合相关科研技术单位开展的课题研究，探

索被撤并镇问题解决思路和发展路径。苏州市创新性提出的被撤并镇整

治提升工作，探索出一条独到的城乡均衡发展路径，相关经验做法写入

新华社智库要情专报，予以推广。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资金土地保障待加强。随着美丽城镇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乡镇在

国内外经济环境下行、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地方政府严控举债规模

等宏观环境下，面临较大资金压力，在探索引入社会资本，构建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运行机制等方面工作还有待加强。同时，

在建设用地指标紧缺的情况下，在多渠道盘活、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土

地节约利用方面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部分建制镇存在土地指标优先保

证中心镇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二是长效管理机制待完善。不管是中心镇还是被撤并镇，建设整治后的

长效运营和维护管理依然是当前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而被撤并镇由于

本身已经被弱化，这一问题就更显突出。部分地区特别是被撤并镇在实

施长效管理的人财物资源调配方面，与服务的辖区人口数量相比仍显薄

弱。环境整治后“回潮”现象频发，长效管理未能贯穿始终。区域内的

一些整治死角、卫生死角“脏、乱、差”现象依然存在，一些长期未得

到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还没有完全得以有效解决。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是要深入领会美丽城镇建设暨被撤并镇整治提升工作在贯彻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方面的积极重大意义，以满足居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导

向，要积极构建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形成合力推进，确保

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二是要综合考虑镇目标任务要求，同时紧扣不同类型、不同实施阶段的



建制镇（被撤并镇）工作重心，科学合理配置人力、物力和财力，坚持

集约节约、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抓好落地实施。 

三是要因地制宜，一镇一策，着力提高居民群众参与度，优先解决群众

呼声较高、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着眼全盘统筹，既要有新镇区的建设

与发展，也要关注老镇区的整治与改造。 

四是要全面深入总结，把好的经验做法凸显出来，找亮点、抓特色，做

好宣传。要积极探索创新城镇管理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网络技术等

手段提升管理信息化水平，抓紧构建长效管护机制，提升城乡综合治理

法治化、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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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