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节能监察中心

项目名称： 上海科学节能展示馆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节能设备和展品的收集、设计、制作，节能知识普及教育宣传和宣传品发放，日常维护、运
行、管理。

立项依据： 市领导意见和批准。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创建公益性免费开放的节能新技术、新产品交流平台的展示馆。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人财物投入。中心投入20余人参与上海科学节能展示馆维护运行工作。上海科学节能
展示馆运行维护制度健全，包括：游客参观须知、讲解员岗位职责、展项管理办法、档案管
理办法、宣传品管理制度、物业保安保洁工作管理制度、空调运行管理制度、大人流接待预
案、消防应急预案等。2.职责分工。中心人员兼职展馆文案、活动、接待、外联、维修等
5个岗位，联合有关专业第三方机构共同开展相关工作。3.实施流程。展馆运行接待包括
：电话接听登记、讲解人员安排、团队对接、现场讲解、数据统计、照片及记录存档等环节
。展项更新流程包括：展馆巡查、会议讨论、供应商遴选、签订合同、项目推进等环节。各
类活动流程包括：方案策划、主办单位对接、现场布置、举办活动、活动总结等环节。4.
质量控制。上海科学节能展示馆维护运行纳入中心党政班子决策议事范围，与各项业务工作
同步安排、管理、考核。市科委每年亦对展馆维护运行和科普工作情况进行考核。5.风险
管理。上海科学节能展示馆各项经济运行事宜，全部参照中心财务管理制度。对可能出现的
安全风险，展馆制定了玻璃顶棚管理要求、大人流接待预案、消防应急预案等制度预案。

项目实施计划：
1、1-2月，对各绩效目标进行人员和任务统筹安排。2、3-11月，稳步推进各项产
出、效果指标。3、12月，对全年绩效情况进行总结，核算满意度指标。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实施上海科学节能展示馆项目，实现与企业、学校、社区、兄弟场馆的全面合作，达到
弘扬节能理念、普及节能知识、推广节能产品、树立节能典型等方面的绿色生态效益。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869,2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869,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025,1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0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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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开馆天数 >=250天

接待人数 >=50000人次

举办节能宣传活动 >=12次

志愿者培训人数 >=100人次

质量
展项完好率 >=98%

展项更新率 >=10%

时效 应急处置及时性 >=95%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节能宣传活动覆盖人数 >=20000人次

环境效益 单位面积综合能耗 <=30千克标煤/平方米*年

满意度 参观人员抽样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 投入工作人员数 >=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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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节能监察中心

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落实及核查；淘汰落后机电设备（产品）工作落实及核查；能源利用状况
报告；节能培训；节能降耗和应对气候变化法规标准、政策机制研究。

立项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第二十
条、第二十一条；工信部节〔2010〕171号；工节〔2009〕第67号，工信厅节
〔2010〕188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第五十五、六十条; 上海市
节约能源条例 第五十五、五十八条;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2011年节能减
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沪府发〔2011〕12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 第五十三、五十四条；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 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 上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2011年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沪
府发〔2011〕12号）；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万家企业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实施方案的通
知（发改办环资【2012】1923号）；沪发改环资【2014】139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产品单耗是评价企业能效水平的核心指标，有利于督促超耗能企业进行节能技术改进和
产品结构调整优化；2.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是造成企业能效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
，淘汰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有利于提高设备能效水平；3.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报告制
度，是政府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进行跟踪、监督、管理直接有效的手段，也是政府
每年落实节能工作的重要途径，对加强和改善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实现节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4.重点用能单位节能培训是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岗位设置及
备案制度实施的前题，通过系统化的专业培训可提高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综合素质，提升对
本单位能源利用状况分析、评价、提出改进措施并组织实施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对普及节能
意识和提高节能能力有重要促进作用。5.进一步推进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和节能低碳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人财物投入。中心全部32人均投入执法办案工作，资金资产全面保障。管理制度包括
：市内差旅费管理制度、培训费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制度、职工考勤及休假
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职工考勤及休假制度、行政执法车使用管理制度等。2、职责分
工。监察一科负责工业领域，监察二科负责非工业领域，监察三科负责节能月报汇总分析和
节能息化平台运行，政策法规科负责执法办案法制保障和质量流程监督，宣传培训科负责中
心对外和对内执法办案相关培训事宜，办公室负责为执法办案工作提供办公、设备、车辆等
基本保障。3、实施流程。中心执法办案一般流程包括：“四步法”执法准备，即依据准备
、数据准备、培训准备、文书准备等。“六步骤”现场监察，即现场告知、企业介绍情况、
查阅资料、现场监察、结果确认、案件处理等。4、质量控制。中心执法办案建立四审工作
制度，严控工作质量。监察承办人员负责现场监察、文书制作工作，科室负责人对监察过程
进行复核，政策法规科对文书质量进行监督，最后统一由主任室对所有监察情况进行质量把
控。5、风险管理。执法办案工作中，执行“四不准规范”，明确禁止吃拿卡要的工作纪律
。在执法办案相关的日常活动中，持续加强预算、支出、采购、资产、项目、合同等方面内
控管理，严防“人财物”的风险点。

项目实施计划：
1、1-2月，对各绩效目标进行人员、时间节点和工作任务统筹安排。2、3-11月，
稳步推进各项产出、效果指标。3、12月，对全年绩效情况进行总结，核算满意度指标。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实施执法办案费项目，开展“国家专项为、上海专项为面、日常监察为点”的节能监察
执法办案工作，实施节能监察、节能培训并举，达到对各领域各环节的节能事中事后监管。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008,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008,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764,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7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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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执法办案数量 >=300次

开展执法类培训 >=20期

提供节能决策咨询报告 >=12期

质量 监察软件更新率 >=90%

时效 投诉处置及时性 >=95%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重点用能单位执法覆盖数量 >=300家

环境效益 单位面积综合能耗 <=20千克标煤/平方米*年

满意度 被监察单位人员抽样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 投入执法人员数 >=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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