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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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专项-线上教育中心 项目年份 2019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电化教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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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 0.00 2056.62 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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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62 20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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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 

线上教育中心建设 2058 

线上教育中心建设监理费 30 

线上教育中心建设绩效考核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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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3% 6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0.1% 1 

配套设施到

位率 
=100% 1 =100% 1 

实际风险事 =100% 1 =100% 1 



件有效控制

率 

政府采购规

范性 
规范 2 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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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资源

租用 CDN 宽

带 

=1000M 0.96 =1000M 0.96 

云计算资源

租用 电信联

通移电信联

通移动各专

线接入 

=500M 0.96 =500M 0.96 

云计算资源

租用 存储 
=60T 0.96 =60T 0.96 

直播并发租

用 

=20000

并发 
0.96 

=20000 并

发 
0.96 

建设线下管

理中心名师

直播室数量 

=6 个 0.96 =6 个 0.96 

线下管理中

心的多路直

播 

=6节课时 0.96 =6 节课时 0.96 

名师直播的

支持工作 

=1000 节

课时 
0.96 

=1027 节

课时 
0.96 

中小学师生

用户登录平

台参与在线

学习人次： 

平台登录数 

=290 万

人次 
0.96 

>299 万人

次 
0.96 

中小学师生

用户登录平

台参与在线

学习人次： 

直录播参与

=50 万人

次 
0.96 

>59 万人

次 
0.96 



数 

线下体验中

心信息安全

安防升级 

=18 套 0.96 =18 套 0.96 

项目建设达

到预期目标 
=100% 0.96 =100% 0.96 

线上教育中

心市级平台 
100% 0.96 完成 0.96 

在线学习分

析系统升级 
100% 0.96 完成 0.96 

名师直播中

心系统 
100% 0.96 完成 0.96 

大数据分析

与展示系统 
100% 0.96 完成 0.96 

电视端自主

学习系统 
100% 0.96 完成 0.96 

平台使用保

障 
100% 0.96 完成 0.96 

客服培训运

营服务 
100% 0.96 完成 0.96 

系统运维服

务 
100% 0.96 完成 0.96 

技术规范达

标率 
=100% 0.96 =100% 0.96 

平台宣传推

广有效进行 
100% 0.96 有效 0.96 

平台信息安

全等级保护

服务 

100 0.96 二级 0.96 

设备设施投

入使用及时

性 

100% 0.96 及时 0.96 

项目建设按

时完成 
100% 0.96 及时 0.96 

现场故障保

修及应急响

应 

100% 0.96 及时 0.96 

结果目标

（22 分） 

受益对象覆

盖率 
>20% 3.14 =91.96% 3.14 

新增名师课

程数量 

>500 课

时 
3.14 =990 课时 3.14 



名师课程受

众人数 

>30000

人 
3.14 =33443 人 3.14 

学生学习行

为大数据分

析推送 

100% 3.14 达到 3.14 

直播受众人

数 

>40000

人 
3.14 =40154 人 3.14 

教师满意度 =75% 3.14 =76.93% 3.14 

学生满意度 =75% 3.16 =75.56% 3.16 

影响力目

标（8 分） 

信息共享管

理办法 
建立 8 建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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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线上教育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以“苏州名师全过程全免

费”为核心理念，统筹全市名优教师资源并贯通线上线下与课内外的

高度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网络学习平台。中心采用分布式部署，

通过手机、电视、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等 4 个端口途径，向全市 150

万师生和 280 万家长提供名师在线直播、名师优质资源、在线学习行

为数据分析等教育服务，建成时时处处可学习的课内外教学系统，让

全市中小学生平等便捷地享受更优质公益在线教育资源。  

项目总目标 

"1）建设线上教育中心市级平台，向区县板块辐射教育均衡； 

2）按照“课前导学、在线授课、在线答疑、课后测评”四个模块，

优化市级名师直播功能； 

3）建设学生学习行为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为个性化学习和精准资

源推送提供数据支撑； 

4）建设大数据分析平台，输出平台在各个层级的使用情况，为教育

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5）增加平台电视端口的学习功能，让优质教育资源覆盖每一个家庭 

6）升级平台信息安全，加入信息安全等级（二级）保护"  

年度绩效目标 

"1）建设线上教育中心市级平台，向区县板块辐射教育均衡； 

2）按照“课前导学、在线授课、在线答疑、课后测评”四个模块，

优化市级名师直播功能； 

3）建设学生学习行为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为个性化学习和精准资

源推送提供数据支撑； 

4）建设大数据分析平台，输出平台在各个层级的使用情况，为教育

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5）增加平台电视端口的学习功能，让优质教育资源覆盖每一个家庭 

6）升级平台信息安全，加入信息安全等级（二级）保护"  



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实施依据 

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陆续发布针对教育信息化的规划和建议，我们

苏州市委市政府在《勇当“两个标杆”落实“四个突出”建设“四个

名城”十二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中也提出要教育均衡优

质发展。 

（二）项目实施组织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苏州线上教育中心开发升级及服务（二期）项目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建

立了以张曙局长为组长的线上教育平台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信息化

局领导任副组长，各成员部门分管领导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并下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项目建设业务指导、规划协调等工作，保障项目

顺利开展。 

项目实施机构包括项目实施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机构苏州市教育局、

平台建设单位苏州市电化教育馆，平台建设承建单位苏州百智通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和平台建设监理单位江苏国保信息系统测评中心有限

公司组成。 

平台运行维护机构包括业务运维机构和技术运维机构，其中由苏州市

教育局负责平台建成后的业务运维，苏州百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

责平台建成后的技术运维，提供平台系统运行技术支持、系统升级和

定期巡检服务。 

2、项目管理情况 

本次项目立项是基于前期使用情况的反馈以及市教育局对线上教育

中心总体规划部署，进行平台的迭代升级建设、实施及服务。 

根据项目建设范围和项目时间要求，制定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分解工

作内容、跟踪项目进度，检查产出物，核实完成情况，确保项目按计

划完成。项目建设周期从 2019 年 5 月 25 日开始到 2019 年 10 月结束。

其中：2019 年 5 月召开项目启动会，完成开工报审，发布开工令，由

监理方根据招标书和投标书对承建方提出相应的要求；2019 年 5 月完

成需求调研及需求设计、概要设计，2019 年 6 月完成市级平台开发，

完成分中心平台开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理方参与项目建设，并及

时与各方沟通并跟踪汇报情况；2019 年 7 月-2019 年 9 月系统上线试

运行，由监理方要求承建方制定试运行方案，协助建设方协调用户试

用系统，跟踪试运行情况，并督促承建方完善系统；2019 年 10 月准

备系统验收工作，由监理方检查承建方项目文档完成情况，并协助承

建方完成验收准备工作，包括基础数据模块定制化研发，直播中心模

块定制化研发，问答中心模块定制化研发，资源中心模块定制化研发，

大数据展示中心模块定制化研发，电视端自主学习模块定制化研发，

业务预结算模块定制化研发，运维客服管理模块定制化研发及其他业

务功能的定制化研发；2019 年项目启动后承建方租用平台运行所需要

的云计算、网络等资源，并投入运维、客服、运营、培训人员，做好

师生使用的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过变更，项目建设目标完成。 

（三）项目预算安排与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苏州市市级预算单位用款计划批复，2019 年信息化专项资金计划

投入 21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政拨款 2,056.62 万元，



实际支付 2,056.62 万元，结余资金 43.38 万元。预算执行率 97.93%。 

根据 2019 信息化专项实际合同价 2,098 万元，其中按项目合同规定

2019 年应支付 2,056.62 万元，财政应承担资金 100%到位，且专款专

用支付完毕，合同剩余款项 41.38 万元在系统验收合格一年后的七个

工作日内支付。 

项目管理成效 

本项目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规范，在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下，项目

进展顺利。 

（1）在项目预算方面，该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有效规范项目的资金

核拨，保证资金的使用合理合规，项目预算经过审核、财政应承担的

资金按照项目合同 100%到位，实行专账管理，资金使用手续完备。 

（2）项目建设的组织管理情况包括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制度的有效

执行：项目依法实施招标，委托了监理单位对苏州线上教育中心开发

升级及服务（二期）项目系统设计阶段、实施阶段、验收阶段进行全

过程监理，并履行“四控制、三管理、一协调”的职能，包括质量管

理、进度控制、变更控制、投资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

理、协调沟通。 

（3）除了项目主管单位对项目管理的文件要求外，项目承建单位在

项目建设中也建立了相关管理等制度。包括：系统开发管理制度、系

统维护手册、运维管理制度方案、系统维护手册、系统部署手册、环

境搭建手册、灾难演练报告、重大事件服务报告等。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项目管理中缺少整体风险管理意识和应急计划。 

（2）项目管理者作为系统建设需求方和承建方做了比较全面的沟通，

项目过程中需求未变更，但相对缺乏对用户需求的详细理解，需求方

无法引导用户（学生和教师），而承建方与用户之间交流相对较少。 

（3）项目管理中缺少对项目成果的定位以及同其他类似产品或服务

的比较，在突显自身的个性化特点和优势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加强项目管理的风险管理，要求每个执行项目目标的人都应该

去识别项目风险，为每个风险设定规避计划和应急计划，形成项目风

险评估和应对制度，特别是应急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要始终基于

风险管理来管理项目分解内容和任务，不断响应变化。 

（2）加强与系统用户之间的沟通反馈，针对用户需求进行深入研究，

在充分了解了用户的需求及困境后，通过创新的产品设计，改变了传

统的学习、教学方式，让一些本来枯燥的学习变得有趣高效。 

（3）加强项目长效管理，项目验收后稳定一段时间，要思考项目立

项的初心，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客

观环境发生变化了，对该项目是否有进一步的影响和进一步的需求。 

（4）加强项目管理的定位，增强个性化，突显自身的特点，以便在

用户需求中脱颖而出，发挥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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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