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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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卫机械化作业生产经费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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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9.47 -101.48 15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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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7.99 1524.96 53.03 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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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96 

劳务派遣费用 723.92 

生产及办公用水用电费用 45.89 

车辆燃油费用 186.02 

车辆维修费用 191.61 

车辆保险费用 109.14 

生产专用材料费用 23.61 

机扫垃圾处置费用 82.3 

隔音屏清洗经费 19 

应急保障费用 15.58 

其他管理费用 1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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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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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96.64%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0.77% 1 

政府采购规范

性 
规范 2 =100% 2 

产出目标

（24 分） 

道路机械化作

业面积 

=221.14

万平方米 
4 

=221.14

万平方米 
4 

环卫机械化作

业总里程 

=99 万公

里 
4 

=99.77 万

公里 
4 

环卫机械化作

业车辆出动辆

次 

=14900 辆

次 
4 

=15276 辆

次 
4 

环卫机械化作

业人员出动人

次 

=17200 人

次 
4 

=17236 人

次 
4 

老旧车辆报废

更新 
=9 辆 4 =4 辆 0 

冬季除冰抗雪

应急保障 
及时 4 及时 4 

结果目标

（26 分） 

道路机械化作

业覆盖率 
=100% 3.71 =100% 3.71 

市民满意度 ≥70% 3.71 =86.68% 3.71 

应急联动突击

任务完成率 
=95% 3.71 =99% 3.71 

环卫机械化车

辆完好率 
=90% 3.71 =93.5% 3.71 

环卫机械化车

辆自主维修率 
=68% 3.71 =69.99% 3.71 

机械化设备利

用率 
=70% 3.71 =80.81% 3.71 

机械化设备配

备率 
=95% 3.74 =96.42% 3.74 

影响力目

标（6 分） 

技能比赛技术

能手 
=1 人 3 =3 人 3 

先进作业班组 =1 个 3 =3 个 3 

合计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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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环卫处机械化作业服务中心承担苏州市城区高架及部分跨区

域道路机械化保洁、清扫、冲道、洒水、降尘、洗涤以及隔音屏、隔

离墩清洗等道路纵立面综合保洁及各项应急保障任务。作业范围包

含：内环高架及延伸段、内环高架立交及上下匝道、城区内高速公路

出入口 3 个、跨区域地面道路（吴越路，阳澄湖西路高架段，垃圾运

送通道宝带西路及七子山周边道路）。 

项目总目标 
道路机械化作业面积达 221.14 万平方米，道路机械化作业覆盖率为

100%，道路机械化作业总里程达 99 万公里。 

年度绩效目标 

道路机械化作业面积达 221.14 万平方米，道路机械化作业覆盖率为

100%，机械化作业车辆出动达 1.49 万辆次，机械化作业人员出动达

1.72 万人次，道路机械化作业总里程达 99 万公里。 

项目实施情况 

 

投入实施情况：2020 年度苏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环卫机械化作业生产

经费项目经费实际投入与计划投入基本相符，项目资金构成包括劳务

派遣费用、生产及办公用水费用、车辆燃油费用、车辆维修费用、车

辆保险费用、生产专用材料费用、机扫垃圾处置费用、隔音屏清洗经

费、应急保障费用和其他管理费用等 10 个方面。2020 年财政拨款资

金  1444.47 万元，上年度结转预算资金 233.52   万元，年初财政收

回 100 万元，经费实际支出  1524.96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6.64 %。

各项资金投入结构合理，配套资金及时到位、专款专用，资金使用均

有专门管理人员把关，项目日常管理制度规范，采购招标过程公平公

正。在财务制度规范性上，有明确的申报、审核、拨付以及监管的制

度和流程且完全执行，财务制度健全，不存在申报资金不合规、使用

不合理的情况。 

产出实施情况：项目产出指标主要是按照人员情况、作业车辆情况、

机械化保洁作业各项情况和冬季抗冰雪应急保障情况进行评价。全年

在车辆出动辆次、人员出动人次、总里程等方面实际产出和计划产出

基本一致，在冬季能及时启动冬季抗冰除雪应急保障预案。而老旧车

辆报废数量未能完成申报的 9 辆目标，实际完成 4 辆车的报废手续，

有 3 辆车的报废手续正在审批中，另外 2 辆被限行的国 III 排放车辆计

划报废，但由于未满年限，不允许报废。 

结果实施情况：总体而言，苏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环卫机械化作业生

产经费项目结果目标完成情况较好。2020 年，苏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承担的道路机械化作业面积 221.14 万平方米，主要包含内环高架及延

伸段、内环高架立交及上下匝道、城区内高速公路出入口 3 个、跨区

域地面道路（吴越路，阳澄湖西路高架段，垃圾运送通道宝带西路及

七子山周边道路），道路机械化作业覆盖率 100%。通过向市民群众发

放《苏州市环卫处机械化作业服务中心环卫机械化作业满意度调查问

卷》，统计得出市民满意度为 86.68 %，达到目标值。与相关部门密切

协作，各类联动突击保障任务完成率达到 99%以上。在冬季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加强高架道路路面巡视、除冰抗雪工作，保证市区高架

道路、桥梁设施等畅通。同时，通过冬季环卫作业全市应急信息平台



及时发布降雪及寒潮预警信息，督促各市、区环卫管理部门提前做好

高架道路、桥梁设施等的除雪应急准备，及时启动相应预案进行应急

处置，在冰冻天气严格遵照《环卫机械化冬季作业规定》开展作业，

避免因道路冰雪清理不及时或人为因素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机

械化设备利用率、配备率和车辆完好率、自主维修率均达到年度制定

目标。 

影响力实施情况：影响力指标主要根据苏州市环卫行业道路机械化清

扫职业技能竞赛的获奖选手和苏州市环卫行业创先争优劳动竞赛表

彰的先进班组来确定技能比赛技术能手和先进作业班组。 

 

 

项目管理成效 

1.优化作息时间，开展机械化常态保洁工作。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实际要求，积极配合各居民小区夜间封闭管控措施，及时调整作息时

间，做到夜间作业与疫情防控要求不矛盾、不冲突，严格落实定人、

定车制度，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环境安全卫生。根据季节变化及

时切换作业模式，对于高架摆花及绿化落叶增多季节，加强机动快速

保洁力度；对于持续高温季节，增加道路冲洗、洒水、雾炮作业频次，

延长作业时间，以达到降尘、控尘、除尘和夏季小环境降温的效果；

持续开展宝带西路及七子山垃圾处置终端周边道路的除臭工作，严格

落实标准化、精细化作业模式。 

2.结合大气污染预警，开展道路保洁抑尘作业。针对大气（臭氧）污

染，加强机械化作业力度、加密作业频次，针对重点区域，持续开展

连续雾炮、冲洗洒水作业，降低道路空气中颗粒物浓度。在保证作业

质量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道路冲洗、洒水作业，保持道路湿润无扬尘。

加大对市区高架道路清洗作业力度，确保“一遍过、一遍净”，实现

路面无积尘、车过不起尘、道路见本色。 

3.做足应急保障准备，开展除冰抗雪工作。针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及时启动除冰抗雪工作预案，提前调配各类应急物资、调试完成各类

抗冰雪设备，安排人员全天 24 小时应急值守，保证信息畅通。在降

雪来临之时，全体应急人员以雪为令、闻雪而动，对于易积雪结冰路

段第一时间开展撒布融雪剂（盐）作业，预防路面积雪结冰。组织人

员定期开展高架环线巡视工作，密切关注路面情况。 



4.加强隐患排查，开展常态化出车检查。为充分排查安全隐患，提升

车容车貌，每月不定期组织至少 1～2 次车辆出车检查工作，主要针

对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胎压、电瓶线路、液压油路、扫盘吸嘴

和车容车貌等方面进行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统一记录，做到即查

即改，确保行车安全、提升作业质量。 

5.制定收集组作业规定，确保作业安全。调整收集组作业模式，制定

《市环卫处机务中心收集组作业规定》，进一步明确日常出车线路和

职责。安排收集车负责对高架道路上的白点垃圾和部分匝道口死角进

行清理；引进小型防撞车开展机动保洁作业，专项负责对高架环线大

件垃圾、机械化作业死角（盲区）和突发污染事件区域进行拾捡保洁，

确保作业人员安全。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缺乏专用垃圾倾倒场地及处理设备，作业车辆的清扫垃圾需运输到

七子山垃圾填埋场倾倒，往返路程较长，影响作业效能； 

2.作业基地位置分布不够合理，部分作业车辆作业路段距离较远，往

返路程较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业效能； 

3.作业基地面积有限，车位紧张，新增车辆无处停放，对进一步提升

道路机械化保洁水平造成了不利影响； 

4.车辆使用强度较大，损耗较为严重，部分车龄较长车辆作业效能出

现一定程度降低； 

5.作业车辆报废审批流程时间长，待报废车辆占用有限的停车场地，

进一步加重了车辆停放、维护困难，影响了作业效能。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加强内部管理，提升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作

业质量； 

2.增加车辆停放场地、提升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业效能； 

3.简化作业车辆报废及资金拨付审批流程； 

4.增加车辆更新频率，不断提升装备数量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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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