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普陀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书

评价项目 杏山路（中山北路-梅川路）道路整治工程

项目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工程管理署

项目起止时间 2013.04-2014.03 评价时间 2014.09-2015.01

评价分值 90.44 评价结论 优

项目基本情况

杏山路是普陀区的一条南北向服务性道路，等级为

城市支路，是普陀区曹杨板块内主要生活性通道。伴随

经济的发展，交通增长迅速，加上所处的位置，使杏山

路的交通越来越繁忙，而且道路自建成以来未进行过结

构大中修，道路路面损坏严重，个别路段存在严重的积

水问题，对周边居民出入带来障碍，存在一定的出行安

全隐患。鉴于杏山路在普陀区路网中的重要地位，以及

当前的实际使用状况，上海市普陀区市政工程管理署立

项实施了杏山路（中山北路-梅川路）道路整治工程。

项目主要绩效

情况

项目最终得分为 90.44 分，其中项目决策类指标权

重为 15 分，得 15 分，得分率为 100%；项目管理类指标

权重为 22分，得 17.80 分，得分率为 80.91%；项目绩效

类指标权重为 63分，得 57.64 分，得分率为 91.49%。项

目决策和项目绩效达到优秀水平，项目管理达到良好水

平。

主要经验及做法：

1、项目立项依据合理，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益经

验

项目立项依据合理充分，贯彻落实了上海市及普陀

区有关文件的精神，与上海市及普陀区“十二五”规划

战略目标一致。作为 2013 年普陀区实事工程项目之一，

项目由普陀区区级财政资金全额拨款，项目从前期调研、

资金筹措、建设实施以及使用管理，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为今后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2、项目产生间接经济效益，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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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山路沿街商户众多，餐饮及日用百货一应俱全，

更有杏山路集贸市场，桂巷菜市场等集聚型市场，整治

后的道路平坦整洁、交通状况改善，排水设施完善，同

时新道路适当增加了路边停车位。这些都为商户和顾客

营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为商户运送货物和顾客购物消

费提供了便利，保证了道路周边商业持续良好地经营，

间接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3、项目得到社会认可，对区域社会民生的改善作用

明显

杏山路周边有较多居民小区，还包括上海市实验幼

儿园，曹杨新村第六小学等学校，杏山路的整治翻新不

仅方便了居民出行，也保障了市民的出行安全和沿线学

校学生安全上下学。项目组实施的问卷调查也验证了这

一点，市民对整治效果满意度较高。杏山路整治工程作

为一项社会福利，对区域社会民生的改善作用明显。

项目主要问题

与建议

主要问题：

1、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周期的管理督促力度不够

项目于 2013 年 4 月 1日获得可研批复，4月 22 日获

得初步设计批复， 5 月 22 日完成报建，8月 7 日取得中

标通知书，道路施工合同约定时间 2013 年 8 月 8 日至

2013年12月3日。但是项目竣工资料编制时间过长，2014

年 1 月 8 日进行了初验，直至 2014 年 3 月 15 日才完成

项目竣工验收报告。从 2013 年 8 月 8 日工程开工至 2014

年 3 月 15 日取得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共计耗时 220 天，比

计划时间 118 天超时 102 天。

2、项目启动资金未及时用于项目支出

本项目 3%启动资金 39.33 万元至今尚未用于项目支

出。

3、项目的长效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目前，普陀区市政工程管理署对工程项目的长效管

理主要是执行上海市及普陀区对市政道路管理的相关规

定，市政工程管理署自身尚未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长效

管理制度。

4、项目立项时的预算准确性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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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批复的预算金额 1311 万元，但 2013 年度项

目单位上海市普陀区市政工程管理署账面累计确认“杏

山路（中山北路-梅川路）道路整治工程”项目财政补助

收入 1700 万元。项目结算总成本（未经审计）为

1117.4220 万元,其中已支付 754.9919 万元，未支付金额

为 362.4301 万元，与预算批复和申请金额差异都较大。

改进建议：

1、为了更好地控制工程项目的建设周期，应在项目

立项和计划阶段做好充分调研，与其他相行政管理单位

做好沟通与协调，综合考虑工程项目可能遇到的特殊和

突发情况。项目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工程进度的管理，

并严格控制工期，以确保按期完成项目建设。

2、项目因总包工程审价不及时，影响了工程款项的

支付进度。建议在今后基础设施建议项目竣工后及时进

行工程审计工作，以便确定工程成本，及时支付工程价

款，提高预算执行率。财政下拨的项目启动资金应及时

用于项目支出。

3、针对项目的长效目标，普陀区市政署作为设施管

理单位能不断健全长效管理制度，形成时间节点明确、

操作部门明确、操作流程明确的内部管理办法，提高项

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增加财政预算资金的安排与发改委批复的项目资

金数及项目建设进度安排的相关性，将宝贵的财政资金

及时地安排到更加需要的项目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率与效果。

评价小组成员 周圣超、鞠良 组 长 谢强玉

日 期 2015 年 3月 6 日 评价单位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