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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经过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滚动实施，普陀区坚持以解决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为导向，统筹推进源头预防、结构优化、污染治理和生

态保护修复，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落实了一批重大政策，

实施了一批重大任务、重大工程，区内环境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一批

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当前，普陀区正迎

来“转型蝶变、崛起赶超”的重要窗口期，将全面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

展格局，通过实施本区蓝网、绿脉、橙圈提升计划，深化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2021 年系普陀区第八轮（2021—2023 年）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

开端之年，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中，“生态环境改善”继续作为重中

之重推进的工作。其中对于地表水的要求作了明确：地表水水质保持

稳定消劣，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完成市下达指标，市考核断面达到或

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不低于 50%，水生态功能持续提升。为完成市水务

条线的监测上报任务，协助市河长办开展考核并对本区河道开展河道

水质养护，监测知晓河道养护工作是否到位，对水质情况起到实施监

控和预警的工作，聘请第三方开展地表水水质监测工作，编制报告以

反映普陀地表水水质特点和变动情况。

2、项目总目标

推进河湖“蓝线水网·岸线生境”提升计划，打造清洁通透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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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网络。以“人水和谐”为目标，坚持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三

水统筹”，进一步完善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抓好优良水体保护和提

升，逐步恢复水生态服务功能，巩固水环境管理长效机制，确保地表

水水质稳定改善。

3、项目年度目标

（1）产出目标

完成对普陀区全区范围内地表水共计 126 个断面（其中区管及以

上河道 91个，其他河湖 35个）和 42 个小微水体的数据监测，汇总

所有断面的监测数据，在每月的监测数据基础上，制作月数据分析，

半年数据和全年数据基础上，制作半年数据分析表和全年数据分析表。

（2）结果目标

在本区已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区内河道的

长效监管和生态治理。实施智慧城水系西片水环境整治工程，通过断

面监测重点断面及河道更好地开展水体综合整治及生态治理，为河道

监管和治理提供数据分析支撑。

二、绩效评价情况

（一）评价结论

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1.5 分，评价等级为“优”。

指标类别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类指标 25 21 84.00%

项目管理类指标 20 17 85.00%

项目绩效类指标 55 53.5 97.27%

总计 100 91.5 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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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算执行情况

年度 年初预算（元） 调整后预算（元） 实际支出（元） 预算执行率 支出内容

2021 1,600,000.00 1,600,000.00 1,594,000.00 99.00%
地表水水质监测

服务

（三）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根据《普陀区第八轮（2021—2023 年）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中的工作目标，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稳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整体来看，项目实施效果较好。

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在地表水水质全年监测工作中积极跟进第

三方监测机构的工作，实地监督并对监测数据进行比对、复核、把关

监测机构工作质量。经过一年地表水水质监测工作的辅助，对及时掌

握全区重点河道、断面的水环境质量起到了良好效益，有利于地表水

环境功能区达标。但项目也存在绩效目标不细化，项目招标流程待优

化的问题。

1、2021 年度项目实施绩效结果如下：

（1）按时按月度完成采样监测分析的工作量，全年完成 118 个

断面（区管及以上河道 83个，其他河湖 35个）和 56 个小微水体的

12 个月度报告。

（2）按照合同要求开展应急监测，准确准时填报数据上报表格，

年底对全区水质开展分析，形成普陀地表水 2021 年年度报告。

2、2021 年度项目实施支出情况如下：

日期 内容 金额（元） 实施单位

2021/4/12 地表水质监测 2020 年尾款 314,000.00 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

2021/4/12 地表水监测 2021 年首款 471,000.00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2021/9/30 地表水监测 2021 年第二笔款项 785,000.00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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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30 地表水监测招标代理费 24,000.00 上海国际招投标公司

注：双方合同约定项目验收完成后再支付验收尾款，2021 年度

支付的 1,570,000.00 元合同款包含上一年度项目费的尾款，2021 年

度尾款已于 2022 年 6月支付。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

（1）立足工作计划，着眼于“水环境”大目标下的具体任务，

夯实实事。普陀区第八轮（2021—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项目清单中对于水环境保护目标下划分了具体项目计划。

地表水监测作为开展水环境保护行动的基础工作之一切实并有保障

地完成，对于河道的养护、后续水质改善提供了理论依据。

（2）加强水质跟踪与监测预警，定期开展水质监测及数据分析

汇总，及时掌握重点河道断面水质情况，督促相关河道监管部门及时

查找原因，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3）把握监测数据真实性，加强对提供服务方的监管，保持调

研与学习，在全年监测过程中生态局派出人员进行复检或是跟随监测，

完成监测工作后与普陀区环境监测站共同校队并形成书面记录。

（二）存在的问题

（1）预算单位绩效管理工作较为薄弱，对绩效目标的制定、自

评等工作认识不到位。一是绩效核心内容体系不完善，指标设计的质

量和层次有待提高，表现在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原绩效目标不够明晰，

无法与项目实施的核心内容对应，无法明确量化、细化到项目实施成

果。二是绩效评估衡量方式简单，导致评价内容不够全面，相关绩效

自评价工作比较粗浅。表现在预算单位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产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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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中，未对质量、成本等重要指标作出具体目标设置，导致自评不完

善，与实际完成的工作存在脱节情况。

（2）预算单位在遴选第三方项目实施单位的招标过程中存在尚

待优化的地方。根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采购执行及订立合同”

第五条中规定“经财政局采管办核定为集中采购的采购项目，由区采

购中心组织采购事宜，单位相应业务部门配合协助。经区采管办核定

为分散采购的，若明确采购方式，业务部门按照已明确的采购方式进

行采购；若未明确采购方式，业务部门将按照拟采购项目的特点选择

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或单一货源采购。”该项目采购项目实施单

位实行竞争性磋商，未查见选用该种采购方式的书面文件及原因，政

府采购选用流程不够明确。

（三）建议改进措施

（1）提升绩效指标编制针对性，做好核心绩效指标的细化、量

化工作。根据项目实施的成果及实施要求，从时效、产出的数量及质

量等多方面进行设置，明确评分规则，规范填报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做到各级预算指标均能全面、科学地评价本部门项目资金运用情况，

从而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的运行效率，做好绩效自评价工作。

（2）规范实施政采流程，确保服务供应商符合招标质量、经济

效益要求。建议业务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未明确采购方

式的项目要根据项目特点选择合适的采购方式，选择过程要经过申请、

讨论并形成书面记录，建立完整的招标工作档案，以备检查，确保招

标工作的规范性。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6

报告正文

引言

根据《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

〔2020〕6号）、《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

22 号）、《普陀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受上海市

普陀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区财政局”）委托，上海君衡联合会计师

事务所（普通合伙）以第三方社会评价机构身份，承担“上海市普陀

区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生态局”）2021 年度地表水水质监测经费

项目”（以下简称“地表水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我所进行了合规

性检查、数据采集、访谈等评价程序，在组织梳理、分析评价数据资

料的基础上，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的背景和目的

当前，普陀区正迎来“转型蝶变、崛起赶超”的重要窗口期，将

全面开启新的发展篇章，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通过实施本区蓝网、绿脉、橙圈提

升计划，深化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

“蓝网计划”即形成贯通开放的河湖水网，包括 10项行动任务，

重点聚焦苏州河滨水空间贯通、桃浦河蓝绿空间贯通、支级河网水系

完善、多片多点水系营造、河道岸线贯通提升、泵闸设施改造升级、

水质提升环境改善、生态清洁流域建设、活水畅流工程推进以及水上

活动项目策划等内容进行提升。“十四五”期间，全区河道由 6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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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70条，集中水域由 25个增加到 30 个，河湖水面积从 2.0 平

方公里增至 2.5 平方公里。

经过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滚动实施，普陀区坚持以解决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为导向，统筹推进源头预防、结构优化、污染治理和生

态保护修复，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落实了一批重大政策，

实施了一批重大任务、重大工程，区内环境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一批

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20 年，全区 10

个市考水环境质量断面全部达标，其中 9 条河道断面水质优于考核要

求 1个等级及以上；桃浦河、西虬江、横塘河、大场浦等 4条河道全

面消除黑臭，区管及以上河道以及其他河湖水功能区达标率达到100%。

深化落实“河长制”，进一步强化陆域污染控制和其他河湖、小微水

体“一河一策”工作，累计完成 39条河道生态修复。圆满完成“十

三五”碧水保卫战任务。

2021 年系普陀区第八轮（2021—2023 年）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

开端之年，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中，“生态环境改善”继续作为重中

之重推进的工作。其中对于地表水的要求作了明确：地表水水质保持

稳定消劣，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完成市下达指标，市考核断面达到或

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不低于 50%，水生态功能持续提升。为完成市水务

条线的监测上报任务，协助市河长办开展考核并对本区河道开展河道

水质养护，监测知晓河道养护工作是否到位，对水质情况起到实施监

控和预警的工作，聘请第三方开展地表水水质监测工作，编制报告以

反映普陀地表水水质特点和变动情况。

（二）项目情况说明

1、评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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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价的对象是 2021 年度生态局地表水水质监测经费项目。

实际支出 159.40 万元，主要系第三方提供水质监测的服务费 157.00

万元及通过竞争性磋商产生的招标代理费 2.40 万元。

2、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的范围是对普陀区全区范围内地表水共计 126 个断面

（其中区管及以上河道 91个，其他河湖 35个）和 42 个小微水体（小

微水体数量以实际名单为准，不超过 72个）进行监测、调查分析与

评估等工作内容。

项目包括以下四类：

（1） A类：为重点监测项目，包括水温、pH值、溶解氧、高

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挥发酚、石油类、

总磷、总氮、透明度和电导率等 13项。

（2） B类：为一般监测项目，包括：氟化物、硒、氰化物、

砷、汞、铜、六价铬、镉、铅、锌、硫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

和粪大肠菌群等 13项。

（3） C类：为一般监测项目，包括：氧化还原电位、溶解氧、

氨氮、透明度共 4项（8个断面）。

（4） D类：3月及 10 月加测氧化还原电位（10个断面）。

3、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的方法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4、评价时段

本次评价的时段为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三）项目绩效目标

1、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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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河湖“蓝线水网·岸线生境”提升计划，打造清洁通透的水

系网络。以“人水和谐”为目标，坚持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三

水统筹”，进一步完善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抓好优良水体保护和提

升，逐步恢复水生态服务功能，巩固水环境管理长效机制，确保地表

水水质稳定改善。

2、年度目标

（1）产出目标

产出目标：完成对普陀区全区范围内地表水共计 126 个断面（其

中区管及以上河道 91个，其他河湖 35个）和 42 个小微水体的数据

监测，汇总所有断面的监测数据，在每月的监测数据基础上，制作月

数据分析，半年数据和全年数据基础上，制作半年数据分析表和全年

数据分析表。

（2）结果目标

在本区已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区内河道的

长效监管和生态治理。实施智慧城水系西片水环境整治工程，通过断

面监测重点断面及河道更好地开展水体综合整治及生态治理，为河道

监管和治理提供数据分析支撑。

（四）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年

度

年初预算

（元）

调整后预算

（元）

实际支出

（元）

预算执行率（按

调整后）
支出内容

2021 1,600,000.00 1,600,000.00 1,594,000.00 99.00% 地表水水质监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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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完成情况

1、采样概况：

2021 年度普陀区地表水监测项目共计监测 12次（每月 1 次），

根据年度报告，汇总的监测范围包括普陀区内 118 个断面（区管及以

上河道 83个，其他河湖 35个）和 56 个小微水体（按照合同约定检

测范围为 126 个断面及 42 个小微水体）。2021 年度水质监测报告以

自然年度为时间单位进行汇总分析，服务合同于每年预算额度审批后

签订，通常合同约定服务时间为当年 2-3 月，故二者由于时间跨度存

在差异，导致检测河道范围有细微的增减。全年按照合同要求完成

12 份月度检测数据汇总、1 份半年数据汇总以及一份年度报告。

附图 1：普陀区地表水环境质量调查点位图

2．水质监测结果

2.1 水质类别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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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区管及以上河道

2021 年度对普陀区内 55 条区管及以上河道共计 83 个断面进行

了监测（因姚湾浜已填埋，实际监测 54条）。与上年相比，普陀区内

区管及以上河道水环境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断面水环境质量目标达

标率为 91.5%，与上年相比下降 4.9 个百分点。II~III 类水质断面占

比 34.1%，与上年相比下降 6.9 个百分点；劣 V 类断面占比 8.5%（7

个劣 V 类断面主要为新槎浦-金昌路桥、武威路桥和南大路桥，高尔

夫球场河，劈洪浜桥，西浜-金沙江支路桥，丽娃支河-西桥），与上

年相比上升了 4.9 个百分点。（详见图 2-1）

图 2-1 普陀区区管及以上河道水质类别比较

2016~2021 年，普陀区内区管及以上河道水环境质量总体呈明显

好转趋势（见图 2-2）。与 2016 年相比，2021 年断面水环境质量目标

达标率上升了 73 个百分点，II~III 类断面比例上升了 28.5 个百分

点，劣 V 类断面比例下降了 7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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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6~2021 年普陀区区管及以上河道水质类别比较

2.1.2 其他河湖

2021 年度对普陀区内 35 条其他河湖（九洲通湖-湖中桥断面无

水，未采样）。与上年相比，普陀区内其他河湖水环境质量总体呈下

降趋势，断面水环境质量目标达标率为 94.1%，与上年相比下降 5.9

个百分点。II~III 类水质断面占比 14.7%，与上年相比下降了 5.3 个

百分点；劣 V 类断面占比 5.9%（2 个劣 V 类断面为吉家浜-河中央和

方家浜-方家浜），与上年相比上升了 5.9 个百分点。（见图 2-3）

图 2-3 普陀区其他河湖水质类别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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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监测因子超标情况

2.2.1 区管及以上河道

根据 1-12 月区管及以上河道的检测结果对各监测因子做统计，

详见表 2-1。其中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达标率为 98%以上，氨氮的

超标情况相对严重，其次是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超标率分别为

6.1%、2.4%和 2.4%。

表 2-1 区管及以上河道污染指标统计结果

项目

类别

溶解

氧（mg/L）

高锰

酸盐指数

（mg/L）

五日

生化需氧

量（mg/L）

氨氮

（mg/L）

总磷

（mg/L）

化学

需氧量

（mg/L）

总氮

（mg/L）

最大值
12.7

0

27.7

6

20.7

7
4.63 0.48 77

10.0

9

最小值 3.95 3.30 1.95 0.12 0.09 13 1.21

平均值 7.06 5.05 4.54 0.69 0.21 19 2.62

V 类标

准值
2.00

15.0

0

10.0

0
2.00 0.40 40 2.00

超标数 0 1 2 5 2 1 56

超标率 0.0% 1.2% 2.4% 6.1% 2.4% 1.2%
68.3

%

达标率

(%)

100.

0%

98.8

%

97.6

%

93.9

%

97.6

%

98.8

%

31.7

%

根据不同指标断面超标率大小排列，确定区管及以上河道的主要

污染指标为：氨氮、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2021 年度，区管及以上河道中有 5 个断面的氨氮年平均浓度超

过 V 类标准限值，超标率为 6.1%。其中，年平均浓度最小的断面为

蔡家浜-真光路东侧绿地（0.12 mg/L）；年平均浓度最大的断面为西

浜-金沙江支路桥（4.63 mg/L，超标倍数 3.63）；整体氨氮年平均浓

度为 0.69 mg/L，与上年（0.69 mg/L）相比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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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指标每月变化趋势详见图 2-4。分析可知，全年氨氮浓度变

化呈波动趋势，最大平均浓度在 9 月（0.98 mg/L），最小平均浓度在

11月（0.41 mg/L）。

图 2-4 氨氮指标每月变化趋势

2021 年度，区管及以上河道中有 2 个断面的总磷年平均浓度超

过 V 类标准限值，超标率为 2.4%。其中，年平均浓度最小的断面为

真如港-徐家桥（0.09 mg/L）；年平均浓度最大的断面为西浜-金沙江

支路桥（0.48 mg/L，超标倍数 1.4）；整体总磷年平均浓度为 0.21 mg/L，

与上年（0.20 mg/L）相比基本持平。

总磷指标每月变化趋势详见图 2-5。分析可知，全年总磷浓度变

化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最大平均浓度在 7 月、8月和 9月（0.26

mg/L），最小平均浓度在 1 月和 12 月（0.14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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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总磷指标每月变化趋势

2021 年度，区管及以上河道中有 2 个断面五日生化需氧量年平

均浓度超过 V 类标准限值，超标率 2.4%。其中，年平均浓度最小的

断面为真如港-徐家桥和横塘河-真南路桥（2.0 mg/L）；年平均浓度

最大的断面为高尔夫球场河（20.8 mg/L，超标倍数 4.2）；整体五日

生化需氧量年平均浓度为 4.54 mg/L，与上年（4.04 mg/L）相比上

升了 11.0%。

五日生化需氧量指标每月变化趋势详见图 2-6。分析可知，全年

五日生化需氧量浓度变化呈波动趋势，最大平均浓度在 6 月（5.85

mg/L），最小平均浓度在 10月（3.32 mg/L）。

图 2-6 五日生化需氧量指标每月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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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它河湖

根据 1-12 月其它河湖的检测结果对各监测因子做统计，详见表

2-2。其中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的达标率为 100%，总磷和五

日生化需氧量均有超标，超标率为 2.94%。

表 2-2 其他河湖污染物统计结果

项目

类别

溶解

氧（mg/L）

高锰

酸盐指数

（mg/L）

五日

生化需氧

量（mg/L）

氨氮

（mg/L）

总磷

（mg/L）

化学

需氧量

（mg/L）

总氮

（mg/L）

最大值 11.23 12.6 11.9 1.88 0.55 48 3.70

最小值 4.80 3.7 2.0 0.11 0.08 13 0.67

平均值 8.36 6.2 5.4 0.32 0.19 23 1.63

V 类标

准值
2 15.0 10.0 2.000 0.40 40 2.00

超标数 0 0 1 0 1 1 7

超标率 0.00% 0.00% 2.94% 0.00% 2.94% 2.94%
20.59

%

达标率

(%)

100.0

0%

100.0

0%

97.06

%

100.0

0%

97.06

%

97.06

%

79.41

%

根据不同指标断面超标率大小排列，确定其它河湖的主要污染指

标为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2021 年度，其他河湖中有 1 个断面的总磷年平均浓度超过 V 类

标准限值，超标率为 2.94%。其中，年平均浓度最小的断面为中环家

园湖（0.08 mg/L）；年平均浓度最大的断面为方家浜（0.55 mg/L，

超标倍数 1.75）；整体总磷年平均浓度为 0.19 mg/L，与上年相比上

升了 18.7%。

总磷指标每月变化趋势详见图 2-7，分析可知，全年总磷浓度变

化呈波动趋势，最大平均浓度在 9 月和 10 月（0.25 mg/L），最小平

均浓度在 1月（0.1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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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总磷指标每月变化趋势

2021 年度，其他河湖中有 1 个断面的五日生化需氧量年平均浓

度超过 V 类标准限值，超标率为 2.94%。其中，年平均浓度最小的断

面为梦清园水体（2.0 mg/L）；年平均浓度最大的断面为吉家浜--河

中央（11.9 mg/L，超标倍数 1.97）；整体五日生化需氧量年平均浓

度为 5.4 mg/L，与上年相比上升了 3.85%。

五日生化需氧量指标每月变化趋势详见图 2-8，分析可知，全年

五日生化需氧量浓度变化呈波动趋势，最大平均浓度在 11月（6.34

mg/L），最小平均浓度在 8 月（4.33 mg/L）。

图 2-8 五日生化需氧量指标每月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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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水质变化趋势评价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试行）对普陀区内 83条区管

及以上河道的水质进行定性评价，结果详见表 2-3。

2021 年度，普陀区内区管及以上河道综合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

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总磷和 BOD5。与上年相比，水质类别为劣 V类

的断面数量增加了 4 个，II~III 类断面减少了 6 个，整体水质无明

显变化。

2016~2021年，普陀区区管及以上河道综合水质呈改善趋势，2021

年综合污染指数较上年上升了 2.4%，与 2016 年相比，下降了 51.7%。

表 2-3 2016~2021 年区管及以上河道水质综合评价

年

份
水质状况 主要污染指标（超标倍数）

综合污染

指数

201

6 年
重度污染 氨氮（2.32）、总磷（1.12）、BOD5（0.26） 1.78

201

7 年
重度污染 氨氮（1.71）、总磷（1.10）、BOD5（0.22） 1.84

201

8 年
重度污染 氨氮（1.08）、总磷（1.45）、BOD5（0.43） 1.49

201

9 年
中度污染 氨氮（0.23）、总磷（0.35）、BOD5（0.09） 1.08

202

0 年
轻度污染 氨氮、总磷、BOD5（0.01） 0.84

202

1 年
轻度污染 氨氮、总磷（0.05）、BOD5（0.125） 0.86

从主要污染物指标变化来看（图 2-9），2016~2021 年，氨氮和总

磷的年平均浓度均呈下降趋势，与 2016 年相比，2021 年氨氮、总磷

年均浓度分别下降 79.2%和 50.6%。



19

图 2-9 2016~2021 年区管及以上河道氨氮和总磷年均浓度变化趋势

3．主要河流（桃浦河-木渎港）水质状况

桃浦河纵贯普陀区南北，是普陀区内主要河流，在 2021 年度监

测中共设置了 7 个监测断面，依次为染化七厂、云岭东路桥、丹巴路

桥、曹安路桥、桃浦路桥、古浪路桥和周金桥（连亮路）。

2021 年度桃浦河 7 个监测断面均达标，达标率为 100%，桃浦河

整体水质状况为良好。其中，古浪路桥和周金桥（连亮路）2 个断面

水质类别为Ⅳ类，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其他 5 个断面水质类别为Ⅲ

类，水质状况为良好。

3.1主要污染因子

根据 2021 年度桃浦河 7个断面的水质监测结果，结合《地表水

环境质量评价方法》（试行）中“断面主要污染指标的确定方法”，确

定桃浦河 7个断面最主要的污染指标为氨氮和总磷。

3.1.1 氨氮浓度沿程变化

桃浦河 7 个监测断面的氨氮年均浓度沿程变化见图 3-1。2021 年

度，桃浦河沿程各监测断面的氨氮浓度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Ⅴ类水标准，其中丹巴路桥氨氮浓度最低，古浪路

桥和周金桥（连亮路）浓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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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6 年相比，2021 年染化七厂氨氮浓度降低 2.46 mg/L，下

降 83.7%；云岭东路桥氨氮浓度降低 2.21 mg/L，下降 83.5%；丹巴

路桥氨氮浓度降低 2.76 mg/L，下降 89.0%；曹安路桥氨氮浓度降低

3.12 mg/L，下降 87.3%；桃浦路桥氨氮浓度降低 3.66 mg/L，下降

89.8%；古浪路桥氨氮浓度降低 2.56 mg/L，下降 64.0%；周金桥（连

亮路）2016 年暂未开展监测，故不做对比分析。

图 3-1 桃浦河氨氮年均浓度沿程变化

对2021年度桃浦河7个监测断面的氨氮月均浓度沿程变化作图，

详见图 3-2。分析可知，桃浦河沿程各监测断面的氨氮月均浓度整体

呈波动趋势，1~6 月平均浓度在 0.40-0.50 mg/L 之间，7~9 月有上升

趋势，后又回落稳定在 0.50 mg/L 左右，其中古浪路桥和周金桥（连

亮路）断面在 7 月监测中达到最高浓度 8.71 mg/L、5.4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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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桃浦河氨氮月均值浓度沿程变化

3.1.2 总磷浓度沿程变化

桃浦河 7 个监测断面的总磷年均浓度沿程变化见图 3-3。2021 年

度，桃浦河沿程各监测断面的总磷（以 P计）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水标准，其中丹巴路桥总磷浓度最低，

周金桥（连亮路）总磷浓度最高。

与 2016 年相比，染化七厂总磷浓度降低 0.17 mg/L，下降 52.1%；

云岭东路桥总磷浓度降低 0.18 mg/L，下降 54.5%；丹巴路桥总磷浓

度降低 0.22 mg/L，下降 62.3%；曹安路桥总磷浓度降低 0.22 mg/L，

下降 58.7%；桃浦路桥总磷浓度降低 0.30 mg/L，下降 66.7%；古浪

路桥总磷浓度降低 0.16mg/L，下降 40.6%；周金桥（连亮路）2016

年暂未开展监测，故不做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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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桃浦河总磷年均浓度沿程变化

对2021年度桃浦河7个监测断面的氨氮月均浓度沿程变化作图，

详见图 3-2。分析可知，桃浦河沿程各监测断面的氨氮月均浓度整体

呈波动趋势，1~6 月平均浓度在 0.40-0.50 mg/L 之间，7~9 月有上升

趋势，后又回落稳定在 0.50 mg/L 左右，其中古浪路桥和周金桥（连

亮路）断面在 7 月监测中达到最高浓度 8.71 mg/L、5.41 mg/L。

图 3-4 桃浦河总磷月均值浓度沿程变化

3.1.3 氨氮、总磷浓度年度对比

2021 年，桃浦河的氨氮年均浓度为 0.71mg/L，与 2016 年的

3.39mg/L 相比，氨氮年均浓度下降了 79.0%。桃浦河总磷年均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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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mg/L，与 2016 年的 0.37mg/L 相比，总磷年均浓度下降了 54.0%。

图 3-5 桃浦河氨氮、总磷年度趋势图

3.2水质综合评价

桃浦河沿程各监测断面2016~2021 年水质综合污染指数见表2-4。

2021年各监测断面的水质综合污染指数位于0.60~1.06之间，较2016

年相比改善率最高的监测断面为桃浦路桥断面，改善率 71.1%，改善

率最低的监测断面为古浪路桥断面，改善率 46.7%。

表 2-4 2016 ~2021 年桃浦河-木渎港水质综合污染指数

断面名称

综合污染指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染化七厂 1.54 1.41 1.40 1.25 0.76 0.64

云岭路桥 1.47 1.52 1.13 1.17 0.94 0.60

丹巴路桥 1.63 0.84 1.11 1.06 0.66 0.61

曹安路桥 1.87 1.61 1.91 1.24 0.97 0.68

桃浦路 2.11 1.75 1.81 1.20 1.01 0.61

古浪路桥 1.99 1.82 1.54 1.74 0.99 1.06

桃浦河-木渎

港
1.77 1.49 1.48 1.28 0.89 0.70

注：1. 周金桥（连亮路）2016、2017 年暂未开展监测，故不做对比分析；

2. ①水质指数改善率为-5%～5%时，评价为基本持平。②水质指数改善率为 5%～

10%时，评价为略有改善；水质指数改善率为 10%～20%时，评价为轻微改善；水质指

数改善率≥20%时，评价为显著改善。③水质指数改善率为-5%～-10%时，评价为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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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水质指数改善率为-10%～-20%时，评价为轻微恶化；水质指数改善率≤-20%时，

评价为显著恶化。

2016~2021 年，桃浦河 6个断面的综合污染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

势，2021 年综合污染指数为 0.70，与 2016 年相比，改善率为 60.4%，

桃浦河水质得到显著改善。（图 3-6）

图 3-6 2016 年及 2021 年桃浦河-木渎港水质综合污染指数比较

图 3-7

（六）项目的相关方及其关联

1、相关政府部门、单位及其管理职责

（1）区财政局：负责项目预算的审核、监督管理、资金拨付。

（2）区生态环境局：负责项目经费的政策决策及监测报告的收集

汇总、考核等。

（3）生态建设科：负责项目具体工作的业务指导、验收审核。

（4）项目具体实施机构：①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负责普陀区

67个断面和 21个小微水体的监测和分析工作，遇到如汛期暴雨等突

发情况做好 13个重点项目的加测工作并督促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

测站按时完成相应监测项目。

②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负责 59个断面和 21个小微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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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分析工作，另外负责汇总所有断面的监测数据，在每月的监测

数据基础上，制作月数据分析，半年数据和全年数据基础上，制作半

年数据分析表和全年数据分析表，报送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5）普陀区环境监测站：联合 实施单位做好质量比对工作。

2、项目受益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及其与项目的关联

（1）生态环境局：完成第八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开年布局，及时

掌握重点河道断面水质情况。

（2）社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水质的黑臭程度、观感感到满意，对

社会水环境产生良性反馈，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

（七）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1、资金管理

地表水水质监测经费由区生态环境科室提出经费支出申请，经过

竞争性磋商后，交由三重一大决策机制讨论决议；由区生态环境局上

报付款、预算申请，由财政局统一下拨经费额度支出。

经费预算申请及资金支付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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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管理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是对区生态管理局 2021 年地表水水质监测经

费项目的管理是否规范、绩效目标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满意的效果以及

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用途是否能达到效益最大化进行评价，总结

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二）评价依据

1、项目业务文件

（1）《（普环〔2021〕22 号）20220223（主 3）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2021 年度工作总结》

（2）关于印发《普陀区第八轮（2021—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和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2、绩效评价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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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

〔2020〕6号）

（2）《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 号）

（3）《普陀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

根据《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

〔2020〕6号）、《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

22 号）、《普陀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梳理格式、提炼和编制评

价项目的绩效目标；核实项目资金成本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细化项目

成本的构成明细。

指标体系的总体设计主要通过对项目绩效目标中产出和效果目

标的深入分析、分解和对项目案卷的系统梳理，开展对项目整体绩效

的效益性评价，确保指标体系全面覆盖项目绩效目标各要素。在评价

主线上，重点突出对项目绩效和考查，以预算主管部门的公共服务职

能为出发点，重点关注项目产出质量和综合效益。

在评价指标细化设计方面，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设置

为基础，基于对项目决策、管理和绩效的深入研究剖析，提取适用性

关键评价因素形成二级指标，将充分反映指标内容的、数据可采集、

可考核性强的二级指标进一步分解成三级可量化指标进行衡量，并严

格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格式细化各指标的指标含义、指标权重、评价

标准、数据来源、评价方法等内容。指标设计完成后，通过调研访谈

对采集数据的可行性进行了预判，保证了评价实施的可操作性和数据

采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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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标权重设计方面，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为了保证

不同项目评价结果的可比性、满足各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参

考性，对一级指标权重在浮动许可范围内进行分配；二是对三级指标

按照其与目标的关联度和评价意义以及对上级指标的贡献程度进行

赋值，同时横向比较各类三级指标对总体评价目标的相对贡献度，确

定各三级指标权重，以此为基础拟合出二级指标权重。

2、指标体系

详见附件 1。

（四）绩效评价实施情况

绩效评价小组主要通过访谈对项目的总体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并

设计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通过相关文件的解读、数据采集、访谈、

数据分析等完成报告撰写。

1、访谈

项目组对区生态局等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主要针对

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及监控情况、项目管理、项目执行情况、长

效管理机制建设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等问题。

2、数据填报和采集

项目组派出工作人员对项目实施绩效结果及财务数据进行采集，

其中财务数据包括生态局的财务、合同等相关数据。

3、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

项目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和规范，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甄别、分

析和评分，并提炼结论撰写报告，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委托方，由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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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组织相关专家对报告进行评审并进行后续的评审修改。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绩效评分结果

根据专家论证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访谈对

“2021 年度地表水水质监测工作经费项目”绩效情况进行客观评价，本项目

评价总得分 91.5 分，评价等次为“优”。

2021 年度地表水水质监测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标杆值 得分

（A）

项目决策

（25）

（A1）

项目立项

（8）

（A1-1）立项依

据充分性
5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和相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③项目立

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属于部门履职所需；④项

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 是否符合中央、 地方事

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门或

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5

（A1-2）立项程

序规范性
3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②审批文件、 材

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

究、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绩效评估、 集体决策。

2

（A2）

绩效目标

（9）

（A2-1）绩效目

标合理性
5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

是否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

常的业绩水平。

5

（A2-2）绩效指

标明确性
4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标目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②是

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③是否与项目目

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2

（A3）

资金投入

（8）

（A3-1）预算编

制科学性
4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

否匹配；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

制；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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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

（A3-2）资金分

配合理性
4 ①分配依据是否充分②额度是否合理 4

（B）

项目过程

（20）

（B1）

资金管理

（9）

（B1-1）资金到

位率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3

（B1-2）预算执

行率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3

（B1-3）资金使

用合规性
3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政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

序和手续；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3

（B2）

组织实施

（11）

（B2-1）管理制

度健全性
2

管理办法对①专项核算准确、专款专用、范围合规②资金

审批方面作出规定
2

（B2-2）制度执

行有效性
2

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②项目各支出手续

完备；③项目立项和实施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1

（B2-3）服务项

目采购的规范性
4

①按规定程序实施政府采购;并选用合适的采购方式;②

按照规定要求签订合同 (包括续签)
2

（B2-4）服务合

同的管理和执行
3

①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细化购买需求和使用要求②根

据合同督促服务实施完成
3

（C）

项目产出

（55）

（C1）

产出目标

实现程度

（35）

（C1-1）断面监

测完成率
5

126 个断面是否全部根据合同规定的监测频率要求完成；

断面监测完成率=实际完成/126*100%
5

（C1-2）断面监

测及时情况
5 是否按照按照合同规定的在应监测时间段内完成监测 5

（C1-3）小微水

体监测完成率
5

42个小微水体是否全部根据合同规定的监测频率要求完

成；小微水体监测完成率=实际完成/42*100%
5

（C1-4）小微水

体监测及时情况
5 是否按照按照合同规定的在应监测时间段内完成监测 5

（C1-5）水质监

测结果达标率
5

以年度报告为最后结果，以三年环境计划为考核要求，水

质监测达标率=达标断面及小微水体/所有应监测断面

*100%

5

（C1-6）水质监

测报告是否达到

合同要求

5
是否按照按照合同规定完成报告中的调查分析与评估内

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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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分析

绩效分析分为项目决策分析、项目管理分析、项目绩效分析三个

部分，各部分得分情况如下：

1、项目决策分析

项目决策：标准分 25分，实际得分 21分。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A）项目决策（25）

（A1）项目立项（8）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5 5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3 2

（A2）绩效目标 （9）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5 5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4 2

（A3）资金投入（8）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 4 3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 4 4

A1-1 立项依据充分性

该项目指标主要关注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作法规 、相关政策、

（C1-7）水质监

测数据汇总表及

报告完成率

5
按照合同规定的出具数据汇总表及报告达到要求；水质监

测报告完成率=实际完成报告/应该完成报告*100%
5

(C2)结果

目标实现

程度

（10）

（C2-1）对地表

水项目实施单位

监督验收情况

5
对实施单位监测工作实时不定期飞行检查，对监测工作进

行现场检查、结果进行复检。
5

（C2-2）社会效

益是否可持续
5

人民群众对水质的黑臭程度、观感感到满意，断面对社会

环境是否有良性反映。
4

(C3)能力

建设及可

持续影响

（10）

（C3-1）长效管

理情况
5 ①项目能长期运行②作为经常性项目切实必要。 5

（C3-2）服务对

象满意度
5

①水质得到有效监测，分析结果有利于后续改善水质监测

方案；②考察生态环境局相关人员对监测结果的满意度
4.5

小计 100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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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估况。

生态局生态建设科落实普陀区第八轮（2021—2023 年）生态环

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在普陀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下，为推进普陀区地表水环境保护工作，申报地表水监测经费

项目。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 分（满分 5 分）。

A1-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该项目指标主要关注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

件、 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绩效评估等。

根据行动计划精神，该项工作由区生态局牵头协调，生态建设科

从政策引领、专业发展、业务指导等方面给与支持，生态局是推进地

表水环境改善的职能机构。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但未查见该项目成

为经常性项目的立项文件及审批、事前的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根

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2 分（满分 3分）。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主要围绕生态局筹备地表水监测工作的产出与

结果目标，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及合理性，

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由于产出、结果直接与地表水监测工作的成果相关且可量化，绩

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生态局绩效目标申报表基本符合对地表

水监测工作达到的社会影响的总体要求，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分（满分 5 分）。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主要评价是否将项目绩效标目细化分解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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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绩效指标；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是否与项目

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我们查阅了生态局 2021 年该项目的绩效目标自评表，指标在科

学量化方面有待提高。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2 分（满分 4分）。

A3-1 预算编制科学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主要围绕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的匹配情况；预算

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

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该项目预算为财政根据往年使用情况下拨额度后申报，每年预算

为一次性服务费，金额基本保持一致，但未见测算依据，建议对比市

场同类服务价格来测算预算金额。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

（满分 4 分）。

A3-2 资金分配合理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主要评价分配依据是否充分及额度是否合理。

通过检查生态局原始单据、明细账簿及财务凭证等资料，对项目

经费的使用进行了核实，与年初申报预算时使用范围一致。根据评价

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4 分（满分 4分）。

2、项目管理分析

项目管理：标准分 20分，实际得分 17分。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B）

项目过程（20）

（B1）资金管理（9）

（B1-1）资金到位率 3 3

（B1-2）预算执行率 3 3

（B1-3）资金使用合规性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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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组织实施（11）

（B2-1）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 2 1

（B2-3）服务项目采购的规范性 4 2

（B2-4）服务合同的管理和执行 3 3

B1-1 资金到位率

本指标主要考察生态局的专项预算资金申请预算是否到位。到位

率=实际到位/计划到位。

地表水监测经费系财政局向生态局下达预算经费范围，经审批后，

由区财政局统一下发预算额度，2021 年度预算资金到位率为 100%

（160.00/160.00*100%=100%）。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分（满

分 3分）。

B1-2 预算执行率

本指标考察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项目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数/

预算数×100%，总分值 3 分，预算执行率≥95%得满分，每降低 1%扣

0.5 分，扣完为止。

2021 年生态局地表水监测项目年初预算合计为 160.00 万元，无

调整。资金来源为财政补助收入（国库直拨）。2021 年实际支出金额

为 159.40 万元，预算执行率 99.63%。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分 3分）。

B1-3 资金使用合规性

本指标主要关注该项目资金是否专款专用、逐级审批、专项核算

以及支出范围是否相符；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该项目资金可以做到独立核算，专款专用，所有资金均经过区生态局、

区财政审核后付款。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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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 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本指标主要关注该项目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财务或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对专项经费的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主要从制度是否明确专项核

算、专款专用以及资金审批流程三个方面来进行考核。

生态局制定了《上海市普陀区生态局预算管理制度》、《普陀区生

态环境局关于中央财政资金管理办法》等专项经费实施制度，对专款

专用、资金审批进行管控。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2 分（满分 2

分）。

B2-2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本指标主要关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

务管理规定；项目各支出是否手续完备；项目立项和实施等资料是否

齐全并及时归档。

我们查见原始财务凭证等相关资料，该项目经费支出均按照制度

经办人填写报销单后及国库直拨的项目资金支付申请，由验收人、财

务主管、单位主管签字后拨付至项目受托人。该项目是经常类项目，

立项初期文件未查见。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1 分（满分 2分）。

B2-3 服务项目采购的规范性（购买主体）

本指标主要关注是否按规定程序实施政府采购，并选用合适的采

购方式；是否按照规定要求签订（包括续签）合同。

根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采购执行及订立合同”第五条中规

定“经财政局采管办核定为集中采购的采购项目，由区采购中心组织

采购事宜，单位相应业务部门配合协助。经区采管办核定为分散采购

的，若明确采购方式，业务部门按照已明确的采购方式进行采购；若

未明确采购方式，业务部门将按照拟采购项目的特点选择招标、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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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谈判、询价或单一货源采购。”该项目实行竞争性磋商的采购方式，

未查见选用该种采购方式的书面文件及原因。我们查见了该项目的磋

商文件，项目评审邀请专家通过服务方案、报价、人员配备、技术掌

握等多方面的综合评分方式公平地选定受托服务单位；按照项目要求

签订合同并由律师审核。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2分（满分4分）。

B2-4 服务合同的管理和执行

本指标主要关注合同是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和细化购买

的需求和资金使用要求；购买主体是否根据合同约定，督促服务项目

的实施和完成；是否依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服务过程跟踪和服务结果

验收；是否按要求对服务项目合同及相关资料开展档案管理。

我们查见了该项目与受托人签订的合同。合同中对于服务内容、

期限、金额都做了详细且明确的规定，且合同在生态局单独存放并归

档。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分 3 分）。

3、项目绩效分析

项目管理：标准分 55分，实际得分 53.5 分，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C）

项目产出

（55）

（C1 产出目标实现程度

（35）

（C1-1）断面监测完成率 5 5

（C1-2）断面监测及时情况 5 5

（C1-3）小微水体监测完成率 5 5

（C1-4）小微水体监测及时情况 5 5

（C1-5）水质监测结果达标率 5 5

（C1-6）水质监测报告是否达到合同要求 5 5

（C1-7）水质监测报告报告完成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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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结果目标实现程度

（10）

（C2-1）对地表水项目实施单位监督验收情况 5 5

（C2-2）社会效益是否可持续 5 4

(C3)能力建设及可持续

影响（10）

（C3-1）长效管理情况 5 5

（C3-2）服务对象满意度 5 4.5

C1-1 断面监测完成率

断面监测完成率=118/126*100%=93.66%。差异原因系 2021 年度

水质监测以自然年度为时间单位进行汇总分析，服务合同于每年预算

额度审批后签订，通常合同约定服务时间为当年 2-3 月，故二者由于

时间跨度存在差异，导致检测河道范围有细微的增减。根据评价标准

该指标评分为 5 分（满分 5 分）。

C1-2 断面监测及时情况

每月度能够按时完成采样监测分析的工作量，按照合同要求开展

应急监测，准确准时填报数据上报表格。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分（满分 5 分）。

C1-3 小微水体监测完成率

小微水体监测完成率=42/42*100%=100%。全额完成小微水体监测

任务。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 分（满分 5 分）。

C1-4 小微水体监测及时情况

对重点监测的 13个项目每半年完成 1次监测，进行采样分析并

判别黑臭河道。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分（满分 5 分）。

C1-5 水质监测结果达标率

以年度报告为最后结果，以三年环境计划为考核要求，83个区

考断面及 35 个其他河湖的断面平均质量达标率为（91.5%+94.1%）

/2=92.8%。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 分（满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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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 水质监测报告是否达到合同要求

根据项目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了监测断面范围、监测项目及监

测频率。水质监测报告需包含以下内容：监测断面达标考核、黑臭河

道判别及调查分析与评估。评价组查阅了项目受托方提交的年度报告

并与合同内容进行比较，确认受托方按照合同要求完成报告。按根据

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分（满分 5 分）。

C1-7 水质监测报告报告完成率

项目合同对数据汇总表完成数量做了约定：数据汇总表每月编制

一次，此外半年数据分析表和全年数据分析报告各 1 次。评价小组获

取了年度报告汇总的所有月度原始数据。水质监测报告完成率达到

100%。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 分（满分 5 分）。

C2-1 对地表水项目实施单位监督验收情况

该指标关注项目实施过程中生态局是否落实复检、抽查等监督验

收情况，保证受托方实施项目的客观性、真实性。

生态局以受托人最后提交的水质监测评估报告为验收成果，要求

报告能够反映普陀地表水水质特点和变动情况。报告编制完成及时提

交给招标人。生态局能够把握监测数据真实性，加强对提供服务方的

监管，保持调研与学习，在全年监测过程中生态局派出人员进行复检

或是跟随监测，完成监测工作后与普陀区环境监测站共同校队并形成

书面记录。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 分（满分 5分）。

C2-2 社会效益是否可持续

该指标关注是否对受托方实施单位制定了长效考核计划，用以反

映项目实施后，区内断面水质改善情况，水环境总体污染情况。

水质监测项目的实施对区内断面水质的预警、反馈、及时整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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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一定积极性的作用。人民群众对水环境的观感大多较为满意。

但目前来看，对河道水质的改善作用还比较局限，如何将水质监测以

及水质整治改善结合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提高成本效益率。根据评

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4 分（满分 5 分）。

C3-1 长效管理情况

用以反映项目能否长期运行，作为经常性项目的切实必要性。

该项目每年常态化运行，是水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起

到非常重要的预警作用。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5分（满分5分）。

C3-2 服务对象满意度

该指标反映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开展的满意度。

生态局已完成该项目的验收，水质得到有效监测，分析结果用于

后续改善水质监测方案，但对水质整治改善工作的作用存在局限性。

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4.5 分（满分 5 分）。

四、评价意见

（一）主要经验

（1）立足工作计划，着眼于“水环境”大目标下的具体任务，

夯实实事。普陀区第八轮（2021—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项目清单中对于水环境保护目标下划分了具体项目计划。

地表水监测作为开展水环境保护行动的基础工作之一切实并有保障

地完成，对于河道的养护、后续水质改善提供了理论依据。

（2）加强水质跟踪与监测预警，定期开展水质监测及数据分析

汇总，及时掌握重点河道断面水质情况，督促相关河道监管部门及时

查找原因，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3）把握监测数据真实性，加强对提供服务方的监管，保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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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与学习，在全年监测过程中生态局派出人员进行复检或是跟随监测，

完成监测工作后与普陀区环境监测站共同校队并形成书面记录。

（二）存在的问题

（1）预算单位绩效管理工作较为薄弱，对绩效目标的制定、自

评等工作认识不到位。一是绩效核心内容体系不完善，指标设计的质

量和层次有待提高，表现在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原绩效目标不够明晰，

无法与项目实施的核心内容对应，无法明确量化、细化到项目实施成

果。二是绩效评估衡量方式简单，导致评价内容不够全面，相关绩效

自评价工作比较粗浅。表现在预算单位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产出指

标中，未对质量、成本等重要指标作出具体目标设置，导致自评不完

善，与实际完成的工作存在脱节情况。

（2）预算单位在遴选第三方项目实施单位的招标过程中存在尚

待优化的地方。根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采购执行及订立合同”

第五条中规定“经财政局采管办核定为集中采购的采购项目，由区采

购中心组织采购事宜，单位相应业务部门配合协助。经区采管办核定

为分散采购的，若明确采购方式，业务部门按照已明确的采购方式进

行采购；若未明确采购方式，业务部门将按照拟采购项目的特点选择

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或单一货源采购。”该项目采购项目实施单

位实行竞争性磋商，未查见选用该种采购方式的书面文件及原因，政

府采购选用流程不够明确。

（三）建议改进措施

（1）提升绩效指标编制针对性，做好核心绩效指标的细化、量

化工作。根据项目实施的成果及实施要求，从时效、产出的数量及质

量等多方面进行设置，明确评分规则，规范填报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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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各级预算指标均能全面、科学地评价本部门项目资金运用情况，

从而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的运行效率，做好绩效自评价工作。

（2）规范实施政采流程，确保服务供应商符合招标质量、经济

效益要求。建议业务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未明确采购方

式的项目要根据项目特点选择合适的采购方式，选择过程要经过申请、

讨论并形成书面记录，建立完整的招标工作档案，以备检查，确保招

标工作的规范性。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报告摘要
	一、项目概况
	二、绩效评价情况
	（一）评价结论
	（二）预算执行情况
	（三）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
	（二）存在的问题
	（三）建议改进措施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报告正文
	引言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的背景和目的
	（二）项目情况说明
	（三）项目绩效目标
	（四）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五）项目完成情况
	（六）项目的相关方及其关联
	（七）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二）评价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四）绩效评价实施情况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四、评价意见
	（一）主要经验
	（二）存在的问题
	（1）预算单位绩效管理工作较为薄弱，对绩效目标的制定、自评等工作认识不到位。一是绩效核心内容体系不完
	（2）预算单位在遴选第三方项目实施单位的招标过程中存在尚待优化的地方。根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采购
	（三）建议改进措施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