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2：

甘肃省经济研究院2023年度经济研究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经济研究经费

主管部门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甘肃省经济研究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7.13 147.13 147.13 10 99.98%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00 50.00 50.00 — 99.94% —
上年结转资金 97.13 97.13 97.13 — 100.00% —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进行全省经济形势、投资形势分析，完成全
省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全省重点产
业发展思路和对策研究，黄河高质量发展研
究、双碳战略对策研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研究、省发改委临时安排的重点研究任务 ，
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研究、信用信息等课题研

究任务。

甘肃省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经费项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突出强科技、强工业、强
省会、强县城行动的项目，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和省发展改革委决策部署 ，聚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 ,持
续做好全省经济形势投资分析预测 ,深入开展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能源资源、数字经济和信用信息等方面的课题研

究，2023年。2023年省经济研究院专项课题研究的选题在各室 、中心积极申报的基础上，主动征求省发展改革委领导

和相关处室意见，经院务会讨论、院党委会审定，于3月底正式立项，并召开了开题报告会，院学术委员会全程指

导；7月底进行了中期督查，院学术委员会逐项对课题进行了点评 ，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对策建议；截至2023年底，

共完成专项课题研究数量为 26项，共召开两轮评审验收会，第一轮评审验收提交 14项课题，有3项不通过，第二轮评

审验收提交15项（包含上轮没通过的 3项），有5项不通过，第三轮评审验收会于 2024年3月底进行，剩余5项课题全部

修改后提交并通过评审。其中《后疫情时代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甘肃省“一带一路”大数据分析报告4篇
》两项课题在公开刊物和报纸上发表 ，在内刊《甘肃高质量发展研究》上发表文章超6篇，发挥了智库支撑作用，提

升了省经济研究院对外影响力和知名度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目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
重）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资金投入

(10分）

预算资金
执行率

（10分）
预算资金执行率 100% 99.98% 10 9.99 

偏差原因：预算资金执行计划不够严谨。
改进措施：积极制定更严谨合理的资金预

算。

产出指标
（40分）

数量指标

（15分）
专项课题研究数量（个） >=20项 26 15 15

质量指标

（12.50分
）

课题验收通过率（%） =100%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12.50分
）

课题研究报告实际完成率

（%）
>=80% 68% 12.5 8.1

 偏差原因：影响本项指标扣分主要原因为
本年度研究课题于2023年3月才完成立项，
本年度研究工作于年末才完成，导致未按
计划在10月前完成所有研究项目工作不匹
配，影响全年课题研究进度。改进措施：
各职能部门在课题研究过程严格按照时间
任务进度要求，按时完成课题研究，课题
组积极组织中期督查，最终按年度计划按

时完成验收评审工作。

成本指标
（20分）

成本指标

（20分）

课题研究成果数（个）  >=10个 11 10 10
课题研究项目成本（万元） <=50 49.97 10 10

效益指标

（2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4分）
课题研究成果转化情况（%） >=80% 52.84% 4 1.96

偏差原因：影响本项指标扣分主要原因为
年度研究项目时间推迟，影响全年课题研
究进度，虽成果中有16个课题形成成果转
化并提交省发改委，完成的比例与转化率
>=80%不匹配，形成偏差。改进措施：在完
成初稿或修改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与
委内相关处室对接，切实提高课题研究的
针对性和质量水平，力争委内提级管理课
题均获得委领导肯定性批示或省上领导批
示，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加大
成果转化力度，不断扩大省经济研究院对

外影响力和知名度。

社会效益
指标

（4分）
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针对性提出
相关对策建

议

针对性提出相关对策
建议

4 4

生态效益
指标

（4分）
对环境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8分）

对外影响力和知名度 到位 到位 2 2
保障措施 健全 健全 2 2
协调性 协调 协调 2 2

专业技术力量配备情况 提高 提高 2 2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10分）

内部人员满意度
>=80%或满

意
基本满意 5 5

外部人员满意度
>=80%或满

意
基本满意 5 5

总分 100 100 93.55 优秀



附表3：

甘肃省经济研究院2023年运行维护费项目支出
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运行维护费

主管部门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甘肃省经济研究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2.50 96.13 94.83 10 0.99 9.8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2.50 96.13 94.83 — 0.99 —

上年结转资金 0.005 0.005 — 1.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3年度“运行维护费项目”项目计划为： 保障信
息大厦年度正常运行和维护。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和甘肃省

电子政务外网的运行环境安全。 2023年信息大厦各部门认
真履行职责，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人员管理，调动大
厦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全力配合协同完成大厦全楼消防

改造的任务，保证了大厦的安全、稳定运行。

  2023年度“运行维护费项目”实施主要围绕保障信息大厦年度正常运行开展，2023年信息大厦管理采用线上钉钉办公新模式，根据

新管理模式制定了《保安岗位工作标准及流程》《日常维修巡检规定》等规章制度；实现了从人员考勤、工作汇报、办公用品领用等
信息化管理；大厦全体员工全力配合协同完成了大厦年度重点工作全楼消防改造的任务，保障了大厦的安全与稳定；积极配合机关事
务局对大厦进行详细测绘，配合房地产管理局的抽调检查，制定《甘肃信息大厦安全保卫及消防安全责任书》；2023年大厦出租房屋
19间；10楼、12楼宿舍，全年办理入住19人，退房10人；全年多次对宿舍进行安全检查，更换宿舍及浴室损坏设施设备；协调安排大

厦自行车车棚改造、后茶楼门头改造；供暖季开始增加维修班巡楼次数，确保供暖期间的安全；维修班还兼任大厦消杀工作，每天中
午消杀确保大厦在卫生防疫方面安全有效；对大厦各门牌号重新定制安装，整理大厦所有房屋钥匙。安装3、4、5、6层管道阀门；安
装消控室、保安室、4楼机房走廊摄像头，重新布置网线增加网络设备。大厦管理处重新填写《高层消防档案》《自查自改火灾隐患整
改方案》及《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方案》。2023年5月全面更换大厦内灭火器，组织消防演练，完成消防检查。2023年6月20日消防
改造开始，拆除12楼宿舍与宾馆之间的挡板，保证疏散通道畅通；为杜绝火灾隐患对大厦14层租赁户进行整改，严禁在大厦使用液化

气做饭；大厦财务对大厦所有项目重新整理，记录入账，对大厦租赁户做详细台账，按时收取租赁户各类款项。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目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资金投入
(10分）

预算资金执行率
（10分）

预算资金执行率 100% 98.60% 10 9.81 

偏差原因：预算资金执行计划不够严谨。

改进措施：积极制定更严谨合理的资金预
算。

产出指标
（40分）

数量指标
（10分）

租赁场地面积 =6400平方米 5440平方米 10 8.50 

偏差原因：2023年度部门场地应出租面积
为6400平方米，实际出租面积为5440平方

米，未全部出租，主要原因为有2家签订
合同后退租、剩余未租赁面积部分场地停
止出租后未再续租，后续因消防改造暂未
出租。改进措施：加强租赁面积管理，对

未出租面积做好出租、续租工作。

质量指标
（15分）

租赁场地条件达标率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15分）

租赁场地到位及时性 及时 100% 15 15

成本指标（20分）
成本指标

<=112.50万元
（20分）

维修维护费 <=5万元

94.3283万元

5 4

偏差原因：预算资金执行计划不够严谨。
改进措施：积极制定更严谨合理的资金预

算。

委托业务费 <=4万元 5 4

劳务费 <=90万元 5 4

取暖费（办公区域） <=13.5万元 5 4.77

效益指标
（20分）

经济效益指标
（6分）

保障电子政务外网运行外部支
持

满意 100% 6 5.5

偏差原因：部分运维人员的工作主动性和
积极性方面存在提升空间。改进措施：通
过整合每位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使其
提升工作热情。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

设立更为合理的考勤制度，以提醒员工保
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社会效益指标
（3分）

场地出租使用率 >=70% 100% 3 3

生态效益指标
（3分）

对环境的影响 可控 100% 3 3

可持续影响指标（8

分）

档案管理 良好 100% 2 1.77

偏差原因：未制定本单位的档案管理制
度，主要原因是以往按国家法律法规执

行，故未制定。改进措施：加强档案管理
制度的建立，完善档案归档流程，并建立
标准的档案室，将单位重要资料定期归档

管理。

人力使用情况 100% 100% 2 2

部门协调性 良好 100% 2 1.46

偏差原因：部分运维人员的工作主动性和
积极性方面存在提升空间。团队间的沟通
和协作关系有待加强，工作纪律方面，也
需要不断强化学习，进行提升。改进措

施：对大厦运维人员进行管理，通过整合
每位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使其提升工
作热情。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设立更
为合理的考勤制度，以提醒员工保持良好

的工作状态。

信息化管理真覆盖率 提高 100% 2 2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

受益对象满意度 >=95% 91.85% 10 10

总分 100 93.81 优秀



附表4：

甘肃省经济研究院 2023年甘经网、信用中国（甘肃）、中小企业融资信用平台等平台运维费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表

项目名称 甘经网、信用中国（甘肃）、中小企业融资信用平台等平台运维费

主管部门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甘肃省经济研究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20.00 320.00 271.87 10.00 0.85 8.5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20.00 320.00 271.87 — 0.85 —

上年结转资金 —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信用中国（甘肃）、中小企业融资信用平台等平台
运维费——目标1：信用信息归集扩面增量提质，拓展深

化信用信息共享和应用。2：保障甘肃省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甘肃信易贷平台和信用中国（甘肃)网站正常安全运
行。

  2.甘经网：
    保障平台网站正常运行，保证平台网站数据安全、网

络安全。信用信息归集扩面增量质量，拓展深化信用信息

共享和应用，提高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部门人员能
力水平。

3.投资在线：
1、加强数据分析。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方法 ，

强化项目投资相关监测预测水平，提升全省投资发展的分

析研判能力。
2、做好技术与业务支撑。技术方面，会同技术单位做好

平台升级、纠错、故障处理、安全保障。业务方面，一是

做好与平台及项目相关的政务服务 、“放管服”、营商环
境、数字政府领域材料报送等，二是与数字政府、中央平

台、住建等省直部门、各市州县区的衔接，三是国家审批
、跨市州、PPP、打包拆分等特殊项目的协调处理。

3、进一步拓展审批服务。针对极简项目和突发应急项目

等特定项目，采用简化、合并、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改
进申报审批流程，   进一步提高申报和审批效率。

4、谋划4.0平台。重点方向是智能客服服务中心、重大项
目虚拟指挥中心，建立稳经济、促发展惠企政策库，地方

分厅大屏展示系统，标签管理系统，知识服务引擎系统等

。

  甘肃省经济信息网：2023年省经济研究院注重网站运维安全 ，制定了《甘肃经济信息网值班管理办法》，并严格按照要求，安排工作人员值

班，做好值班日志记录；注重信息发布内容审核，根据网络信息安全工作要求，在网站发布信息时，严格履行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健全信
息内容人工审核措施和机制，发布了《关于加强网上栏目发布信息内容审核的通知 》，切实做到“人工审核，先审后发”；注重网站内容及时

更新，为确保网站信息的及时性、新颖性，提高网站内容的丰富度，各室、中心承接了网站的不同栏目，从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搜集、采编信
息，并按不同栏目、不同周期进行更新，保障网站内容及时、鲜活；注重健全制度体系。着力加强甘肃经济信息网网站工作制度建设 ，规范网

站运作，重点在网站信息发布、审核方面强化制度保障，确保网站安全；先后制定了《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应急处置预案》《值班管理制度

》等制度，使甘肃经济信息网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化 、制度化。甘肃经济信息网共设14个栏目，分别为时政要闻、经济动态、发改视点、投资分
析、监测预测、高质量发展、甘肃招标、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研究院动态、甘肃省情、文件汇编、扶贫攻坚、数字经济。2023年3月，对甘

肃经济信息网安全设备进行了采购和更新 ，进一步保障了甘肃经济信息网网站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提升了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和技术对抗能力 。
目前通过数据推送共享方式新增接入 “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甘肃中工国际平台”、“中招国际招标平台”等招标平台，提升了不同

平台间的招标信息共享能力和全省招标公示类信息的服务效能 。2023年新增“2023全国两会”、“三抓三促行动”等热点专题，全方位多角度

宣传相关热点事件。甘肃经济信息网2023年全年发稿量达300371条。同时不断加强对“甘肃经济信息网”及其承载的业务系统进行维护，确保
了平台的正常运行。为宣传甘肃，服务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在省内有较强影响力和权威性 。

省级社会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中国（甘肃）”网站：2023年加强省级社会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中国（甘肃)”网站运维管理，进一步优化“
双公示”信息报送系统，完善日监测、周报告、月通报、季评估工作制度；全省“双公示”信息每月报送量从10万条上升至30余万条，同比增

长200%，全年网站访问量110万人次，累计1445万人次；查询量43万次，累计315万次。依法依规公示各类公共信用信息 1394万条。平台累计归

集各类信用信息总量达17.86亿条。向省直相关部门和各市州共享失信被执行人 、信用修复结果、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等信用信息 2652万
条，向非政府机构共享信用信息765万条。对全省62万户企业开展全覆盖、标准化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推送有关部门和市州助力开

展分级分类监管。建立投资项目信用评价体系，创新提出“信用备案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和网站内容安全工作要求 ，制定“信用中国（甘

肃）”网站内容发布审核实施细则，优化内容发布流程，实行“一发一审”，严把信息发布关口，全年转载各类新闻资讯4906篇。加强网站内
容实时监测，采购网站内容云监测和错敏词稿前检测服务 ，实现错敏信息的实时监测，完成整改空白栏目2个、历史存量错敏词831条、错链外

链260条，删除涉敏信息39条、不可用链接562条；5月份上线以来，共拦截非法访问580万次，有效封堵信用信息被爬取漏洞，极大提升了数据
安全性和用户体验。采购平台网站安全服务，通过漏洞扫描、渗透测试、Web安全检测和重大节日安全保障等全面保障平台网站安全 。

甘肃省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 （简称“甘肃信易贷”平台）：2023年完成“甘肃信易贷”平台对接国家政务门户17个部委的35项普惠

金融数据，与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联动实现企业实名认证 。专线直连16家省级银行，将平台功能嵌入农业银行、甘肃银行、兰州银行内部系统
直接办理业务。设计印制发放“甘肃信易贷”平台宣传折页，创作培训宣传片。

甘肃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2023年办理秒批秒办企业投资审批类项目 5124个，核准类项目245个，备案类项目10552个；投资项目平台
生成信用备案证9700个，各市州共梳理发布信用承诺事项 98项，完成区域评估21项，代办服务20198项；投资在线平台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

关注用户22881人；“标准地超市”入库标准地79宗8053亩，完成出让45宗4669亩；2023年入库省列重大项目2059个，省列重大项目287个，重

大前期项目206个，黄河战略项目364个，兰西城市群项目90个，重点产业项目799个，以工代赈项目227个，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5.9%，增速比全国高2.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7位；2023年编制《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展趋势监测月报 》11期、编制《中央预算内、专项债券、

重点投资项目监测调度月报》9期，开展《面向投资项目的智能监测预测系统研究 》《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预测模型研究 》等专项课题研究，
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平台赋能，提升了投资监测预测能力，提供了更为完备的业务与数据支撑服务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目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

重）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资金投入

(10分）

预算资金执行率

（10分）
预算资金执行率 100% 85.00% 10 8.50 

偏差原因：预算资金执行计划不够严谨。改进措施：积极

制定更严谨合理的资金预算。

产出指标

（40分）

数量指标

（10分）

甘肃经济信息网发稿量（条） >=30000条 61439 5 3.99 

偏差原因：年初目标制定不合理导致偏离。改进措施：年

初制定绩效目标时依据上年历史数据及本年度工作计划 ，
合理制定年度绩效目标，并做好年度实施工作。

归集信用信息总量（条） >=15亿条 17.86亿 5 5

质量指标

（15分）

甘肃经济信息网系统故障率（%） <=1% 1 7.5 7.5

重要业务应用系统稳定率（%） >90% 1 7.5 7.5

时效指标
（15分）

平台可用性（%） >=99.90% 100 7.5 7.5

信息发布、审核及时性 及时 及时 7.5 7.5

成本指标
（20分）

成本指标
<=320万元

（20分）

网站及平台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万元） <=36万元 33.52 4 3

偏差原因：预算资金执行计划不够严谨。改进措施：积极
制定更严谨合理的资金预算。

委托业务费（万元） <=148万元 146.56 4 3

维修（护）费（万元） <=9万元 8.52 4 3

差旅费及劳务费（万元） <=30万元 27.74 4 3.99

办公、印刷、电费、取暖等其他（万元） <=97万元 55.52 4 4

效益指标

（20分）

经济效益指标

（5分）
各平台赋能全甘肃范围，影响显著 满意 100% 5 5

社会效益指标
（5分）

甘肃经济信息网网站年访问量（万次） >=20万次 40.70万次 1.25 1.25

首贷户成功授信数量（户） >=200户 256 1.25 1.25

信用信息共享 促进 促进 1.25 1.25

信用信息应用率（%） >=99% 100% 1.25 1.25

生态效益指标

（5分）
对环境的影响 可控 100%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5分）

档案管理 良好 100% 2 1

偏差原因：未制定有对应相关档案管理制度，主要原因为

以往按国家法律法规执行，故未制定单独专项档案制度。
改进措施：加强项目制度建设，根据每年不同项目内容制

定与项目相关的人员、资金、档案等制度，并有效监控和
实施。

人力使用情况 100% 100% 1.5 1.5

部门协调性 良好 100% 1.5 1.5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0分）
受益对象满意度 >=95% 91.85% 10 10

总分 100 93.48 优秀



附表5：

甘肃省经济研究院2023年度数字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基地运维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数字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基地运维费
主管部门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甘肃省经济研究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08.72 304.36 302.59 10 99.42% 9.9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4.36 304.36 302.59 10 99.42% —

上年结转资金 304.36 — 0.00% —

年度总体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3年度总体目标为，在甘肃打造首个数字丝绸之路国际
文化传播基地，树立甘肃数字丝绸质量国际文化传播服务品
牌，助力甘肃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做好数据保
障对甘肃一带一路网（https://ydy1.gansu. gov. Cn）和小
语种国家舆情分析系统正常运维，确保网站 24 小时无故障
。省经济研究院实施的2023年度“数字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
播基地运维费”项目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期准
备工作，主要目标为进行公开招标选择运维供应商及监理单
位；第二阶段合格运维单位、监理单位及职能部门进行甘肃
一带一路网（https://ydy1.gansu. gov. Cn）和小语种国家
舆情分析系统运维、监理、指导监督工作，做好周、月、季
度总结。第三阶段由省经济研究院组织督导组进行工督导检
查，做好网站软硬件运维保障，确保网站正常运转。

    2023年度“数字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基地运维费”项目于2023年08月启动，2023年09月10日甘肃一带一路网
（https://ydy1.gansu. gov. Cn）正式上线运行，省经济研究院委托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第一次公开招标因有效投标人不
足三家，第一次招标予以废标后于2023年09月进行二次招标，丝路国信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246.60万元中标，并于2023年09月26日
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基地建设项目维护(第二次)项目政府采购合同》，2023年11月03日省经济研究院通过竞争性磋商
方式与成都久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6.68万元成交并开展对本项目运维工作的监理工作，于2023年11月22日签订《甘肃省经济研
究院数字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基地建设项目维护监理服务合同》。并由省经济研究院“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研究室进行具体
监督管理，运维公司完成网站运维，监理公司实施监理，截至2023年12月，共发布中文稿件5257篇，英文稿件3838篇，俄文稿件2875
篇，视频稿件40篇，图片300张，专访13篇，专题5个，舆情系统内共更新数据640多万条。网上部署了CDN防攻击防篡改系统，保证网
站系统安全运营。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目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

重）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资金投入
(10分）

预算资金执行率
（10分）

项目支出预算资金执行率 304.36 302.59 10 9.94 
偏差原因：预算资金执行计划不够严谨。改进措施：积极制

定更严谨合理的资金预算。

产出指标
（40分）

数量指标（15
分）

"一带一路"小语种国家舆情分析系统采集语
种数（种）

>=3种 1种 5 5

甘肃一带一路网年均发稿数（件） >=3650件 2600件 5 3.75

偏差原因：因平台运维初期，2023年仅四季度开始运
维，主要工作还在对网站完善更新中，偏向于网站完

善，影响本年度部分稿件发稿量。改进措施：对本项目
管理中加强运维单位管理，监督稿件的发稿量及发稿质
量，并按国家、甘肃省的发展要求及时地发布稿件，以
保证网站的有效运行，并让网站发挥政府网站的作用。

维护甘肃一带一路网版系统数（种） >=3种 3种 5 5

质量指标（10
分）

发布稿件质量达标率（%） =100% 100% 5 5

网络系统故障发生率（%） <=5% 5% 5 5

时效指标（15
分）

稿件发布及时性 及时 80% 5 4

偏差原因：因平台运维初期，2023年仅四季度开始运
维，主要工作还在对网站完善更新中，偏向于网站完

善，影响本年度部分稿件发稿量。改进措施：建议职能
部门在对本项目管理中加强运维单位管理，监督稿件的
发稿量及发稿质量，并按国家、甘肃省的发展要求及时
地发布稿件，以保证网站的有效运行，并让网站发挥政

府网站的作用。

系统故障处理及时性 及时 100% 5 5

语种采集及时性 及时 40% 5 2

偏差原因：平台运维初期，部分如：开放服务版块下的
“国别信息”内容数据更新不及时情况，主要本版块属
本网站新版块，还在完善中。改进措施：职能部门在对
“‘一带一路’小语种国家舆情分析系统”管理中，对
运维公司的工作做好实时监督，保证系统良好运行。

成本指标
（20分）

成本指标（20
分）

维护成本（万元） <=247万元 <=247万元 10 10

监理成本（万元） <=7万元 <=7万元 5 5

人工成本（万元） <=46万元 <=46万元 5 5

效益指标
（20分）

经济效益指标
（10分）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对接（个） >=10个 10个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5分）

带动甘肃就业人数（人） >=5人 3人 5 3

偏差原因：2023年运维期间仅有四季度三个月时间，在
三个月内主要以网站初期维护，本年度在带动就业工作
上仅能实现方案与对接工作，后期将完成带动就业人数
。改进措施：在本项目运行过程中就带动甘肃就业人数

方面加大力度，按年初计划完成任务工作。

可持续影响指
标（5分）

档案管理、人力使用情况、部门协调性
良好，健全，

完整
良好，健全，

完整
5 3

偏差原因：本项目运维工作属初期工作，制定在完善中
。改进措施：尽快按工作进度完善相关制度。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10分）

受益对象满意度（%） >=80% 92% 10 10

总分 100.00 90.69 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