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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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培训费（含职教） 项目年份 2019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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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0 0.00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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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0 1938.37 11.63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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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5 

干部素养提升培训项目 240.88 

骨干示范培训项目 485.35 

教师素养提升培训项目 466.4 

其他培训项目 144.7 

国际合作培训项目 222.72 

职业教育专项培训项目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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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 7.76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性 

规范 4 较好 3.2 



产出目标

（24 分） 

干部素养提

升培训人数 
=1596 人 4 =1868 人 4 

骨干示范培

训人数 
=2225 人 4 =2365 人 4 

教师素养提

升培训人数 

=25231

人 
4 =29698 人 4 

其他培训项

目 
=1135 人 4 =1141 人 4 

国际合作培

训项目人数 
=1160 人 4 =1193 人 4 

职业教育专

项培训人数 
=1100 人 4 =1371 人 4 

结果目标

（26 分） 

优秀青年骨

干教师市级

公开课开课 

≥100 节 3.25 =130 节 3.25 

干部素养提

升培训受训

学员满意度 

≥95% 3.25 =99% 3.25 

教师素养提

升培训受训

学员满意度 

≥95% 3.25 =98% 3.25 

乡村教师发

表市级以上

论文 

≥130 篇 3.25 =176 篇 3.25 

苏州市名教

师市级公开

课 

≥100 节 3.25 =110 节 3.25 

职业教育专

项培训学员

满意度 

≥95% 3.25 =98% 3.25 

青年学习共

同体项目学

员满意度 

≥95% 3.25 =98% 3.25 

帮扶送培人

数 

≥1000

人 
3.25 =1038 人 3.25 

影响力目

标（6 分） 

培训管理制

度 
完善 6 完善 6 

合计 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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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类 52 项 

项目总目标 

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师（校长）培训培养项目，以集中研修、网上

研修、跟岗研修、实践研修等形式，使全市学校在编在职在岗教师在

师德修养，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提升。  

年度绩效目标 

一、完成直属学校专任教师全员培训； 

二、完成大市骨干教师提高培训； 

三、完成对口帮扶地区教师培训 1000 人次。 

项目实施情况 

2019 年苏州市教师发展中心全体工作人员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改进工

作作风，切实提高教师（校长）培训培养工作实效。 

（一）项目相关单位 

本项目的主要实施单位为：我单位、苏州市教育局其他直属事业单位

及教育局相关处室。 

我单位：主要负责 2019 年师资培训项目中的干部素养提升、骨干示

范培训项目、教师素养提升、职业教育专项及其他相关培训项目的培

训安排、培训通知、开展培训、进度管理及资金管理等。 

教育局直属事业单位及其他各处室：主要负责骨干示范项目、职业教

育培训、国际合作培训、教师素养提升及其他项目相关培训的培训安

排、培训通知、开展培训及进度管理等。 

（二）各阶段实施及完成情况 

本项目截止 2019 年底，按照相关培训项目计划，各子项完成情况如

下：①干部素养提升培训：计划完成干部素养提升培训 1596 人才，

实际完成 1868 人才，计划完成率为 117.04%；②骨干示范培训：计划

完成骨干示范培训 2225 人次，实际完成 2365 人次，计划完成率为

106.29%；③教师素养提升培训：计划完成教师素养提升培训 25231

人次，实际完成 29698 人次，计划完成率为 117.7%；④国际合作培训：

计划完成国际合作培训 1160 人次，实际完成 1193 人次，培训计划完

成率为 102.84%；⑤职业教育专项培训：计划完成职业教育专项培训

1100 人次，实际完成 1371 人次，培训计划完成率为 124.67%；⑥其

他培训：其他培训主要包括基地培训及帮扶培训，计划培训 1135 人

次，实际培训 1141 人次，培训计划完成率为 100.53%。从产出情况来

看，总体培训能够按照计划完成，培训计划完成率较高。此外，优秀

青年骨干教师市级公开课达 130 节、乡村教师发表市级以上论文达

176 篇、名师市级公开课达 110 节，帮扶送培人数达 1038 人，均达到

了效果目标，各类培训的满意度均高于 95%，能够满足教师的培训需

求。 



项目管理成效 

（一）加强了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提升了预算及项目执行水平 

针对 2018 年度部分项目未开展全部培训，以致干部素养培训计划完

成率未达到目标值的情况，我单位于 2019 年加强了预算绩效目标管

理，保障了预算执行率及项目执行水平。一是，在预算制定前期，与

教育局及其他直属单位进行了充分沟通，保障预算目标的可实现性。

二是，对各项目负责人包括各处室各直属单位的负责人，进行了项目

前绩效培训，项目中绩效推进，每季度通报项目执行进度的管理方法，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三是，按照前期制定的目标，开展了相应培训，

培训计划完成率均超过 100%，预算执行及项目执行水平较往年有了

较大提升。 

（二）培训覆盖面广，满意度高 

截至 2019 年底，本项目共完成干部素养提升培训、骨干示范培训、

教师素养提升培训、国际合作培训、职业教育专项培训、基地及帮扶

等其他培训，共六大类培训，我单位科学设计了培训课程，合理安排

培训时间，有计划地开展了各项师资培训，本项目参培教师涵盖面广，

覆盖了全市直属学校全部在职教师及全大市骨干教师，充分满足了教

师的培训需求，全面提升了全市教师的综合素质，提高了教师的教育

教学能力，此外依据满意度调查，干部素养提升、骨干示范培训项目、

教师素养提升、职业教育培训、国际合作培训、其他培训六大类的培

训满意度均超过 95%，受训学员认可度高。 

（三）推进重点项目，促进了名师成长 

2019 年，我单位继续实施了苏州市重点特色培训项目“名师领航项

目”、“特级后备提升项目”和“名师发展共同体项目”，我们继续坚

持高起点定位，大视野谋划，采用学科分类、结对名家、训用结合等

方式，开展了针对性较强的研修活动，其中名师开设市级以上公开课

110 节， 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87 篇，讲座 57 场。名师影响持续放

大，名师自身不断发展。 

（四）改进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模式 

2019 年，我单位针对部分常规培训项目创新了培训模式，获得了受训

学员的认可。一是，新入职教师职前职后培训规范化。我单位自新入

职教师培训前，确立了“培育事业热情”与“掌握初步技能”的双重

目标定位，建立了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双导师指导、集中学习、

自主学习、网络培训、团队合作拓展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模式，设立了

从“教师职业认知”—“教学技能训练”—“课堂教学演练”—“研

修成果分享”的递进式研修路径，培训指导更具有针对性，获得了新

入职教师的认可。二是，下移培训重心，探索“我要读好书”的市校

合作模式。我单位拟定活动方案后，各学校根据自身教育教学实际情

况精选书目自主申报，经我单位审核后由各学校组织实施活动，我单

位选派名师、专家，深入学校，观摩指导，活动结束后各学校上交过

程性材料。我单位再组织专家评选并展示成果，表彰先进。在创新模

式推动下，2019 年申报参加“我要读好书”的学校 31 所，较 2018

年增加了 4 所学校，参加“我要读好书”活动的教师达 4000 多人。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一）跟踪监管缺乏抓手 

师资培训的预算资金由我单位统一编制并申请，具体实施单位包括我

单位、教育局相关处室及教育局其他直属单位，其中教育局相关处室

及其他直属单位负责项目占比过半。因我单位与其他实施单位非隶属

关系，我单位对其他实施单位的资金、项目缺乏监管抓手，在实际实

施过程中，我单位对项目实施情况跟踪监管缺少抓手，易引起跟踪监

管力度不够，项目实施不到位等情况。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明确权责，加强跟踪管理 

一方面，针对其他单位实施的项目，建议教育局层面完善总体监管制

度，进一步明确权责，必要时，可协调召开沟通会议，各实施单位对

项目实施情况、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汇报，如有偏差及时调整。 

另一方面，我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培训质量标准研究，建立培训质量评

估机制，完善培训质量评估体系，开展培训过程考核评估，对项目开

展及时性、培训内容实施情况等进行跟踪监督，为项目跟踪管理提供

抓手，保障培训完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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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