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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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专项资金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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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6 650.78 5541.5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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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58 5149.50 392.08 392 0.08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标准化企业创建、评复审

奖励经费
1222 1222

安全生产第三方核查服务 1794 1799.42

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奖励经

费
1800 1796.8

市考试中心项目 325 331.28

合计 5141 5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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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款专用

率
100% 4 100% 4

资金节约

率

15%及其以

下
2

3.68%及其

以下
2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8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100% 4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100% 2

政府采购

规范性
规范 2 100% 2



产出目标

危化品企

业本质安

全专项核

查企业数

=80 家 2 80 家 2

一级、二级

标准化企

业创建奖

励数

=249 家 2 249 家 2

危化品企

业设备完

整性评估

企业数

=5 家 2 5 家 2

购置考试

中心实操

设备数

=25 台 2 25 台 2

开展重点

领域专项

治理工作

=27 项 2 30 项 2

工矿企业

储存、使用

危险化学

品企业深

度核查企

业数

=600 家 2 600 家 2

购置理论

考场考试

用电脑数

=100 台 2 100 台 2

危化品企

业深度检

查指导企

业数

=20 家 2 21 家 2

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

业第三方

审计企业

数

=28 家 2 28 家 2

冶金熔融

铸造重点

企业深度

核查工作

调研报告

份数

=1 份 2 1 份 2



核查区外

危化品企

业家数

=202 家 2 202 家 2

工矿行业

有限空间

作业企业

深度核查

企业数

=100 家 2 100 家 2

开展市政

府挂牌督

办重大隐

患整改治

理，年内完

成挂牌督

办项目数

=90 项 2 94 项 2

结果目标

控制较大

生产安全

死亡事故

起数

=7 起 5.2 2 起 5.2

亿元 GDP 死

亡率
=0.05% 5.2 0.0489% 5.2

消除影响

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

安全的事

故隐患

=90 个 5.2 94 个 5.2

提升危化

品企业安

全管理能

力，二级标

准化达标

率

=75% 5.2 75% 5.2

构建“教考

分离”的考

试考核体

系

构建 5.2 100% 5.2

影响力目标

促进平安

苏州建设
全面落实 2 100% 2

带动市

（县）、乡

政府采取

措施消除

重大隐患

500 项 2 734 项 2



健全完善

各级党委、

政府领导

“党政同

责、一岗双

责”和“三

个必须”安

全生产责

任体系

全面落实 2 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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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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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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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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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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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加强全市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和考核,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重大
隐患排查整改和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加强执法能力及基层能力建设,购买
第三方服夯实安全生产监管基础.有效压降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等方面的工

作奖励和项目补助。

项目总目标 夯实全市安全生产基础，促进平安苏州建设

年度绩效目标
全市事故压降，杜绝重大事故,控制较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发生.较大以上

生产安全死亡事故起数不超过 7起

项目实施情况

一、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围绕“两个不放松”和“务必整出成效”的要

求，落实关于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大灶”攻坚阶段总体部署，

提高工作站位，强化工作举措，根据《苏州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按照专项整治“深化提升年”要求，抓实重点任务、成果

提升“两个清单”，推动整改提升、强化责任落实、形成长效机制，全力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2021年
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明确了 30个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工作，涉及 112条具

体任务，已全部推动落实。

二、重大隐患整改治理挂牌督办。根据《苏州市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监督管理挂牌督办制度（试行）》，2021年，全市三级政府挂牌督办重
大隐患项目共有 829项，其中，苏州市级 94项，县级市（区）级 335项，
镇（街道、开发区）级 400项。目前，除昆山 1项县级市（区）级隐患
按计划跨年度完成并正在推进整改外，全部按照要求完成整改。通过挂

牌督办，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消除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故

隐患，带动县级市（区）镇（街道、开发区）采取措施消除重大隐患，

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隐患。

三、一级、二级标准化奖励企业。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安全生产标准化创

建工作，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一、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工

作，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切实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根据《关于

印发<苏州市安全生产标准化一、二级企业创建达标奖励办法>的通知》
（苏安监督二〔2016〕44 号）精神，对全市 249家一、二级标准化达标

企业进行奖励，共计奖励 498 万元。
四、工矿企业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深度核查。根据《安全生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苏州市矿山、冶金等工矿企业使用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苏州

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招标确定了 6家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对企业风
险识别、危化品管理制度、设备设施管理、危化品存储使用管理、标准

化运行等内容深入开展核查，突出对 16项整治重点事项重点核查，使用
经费 283.7万。项目已按期完成。

五、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企业第三方核查

根据《安全生产法》、《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

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苏州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招标确定

了苏州新世纪金帆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和苏州新世纪检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2 家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对企业有限空间辨识、有限空间作业制度
规程、设备设施安全措施、防护物资、标准化运行等内容深入开展核查，

突出对警示标识、专项安全培训、作业审批制度执行，应急救援预案和

演练进行重点核查，使用经费 62.18万。项目已按期完成。 六、冶金熔
融铸造重点企业深度核查工作调研报告

为深入掌握冶金熔融铸造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管理现状，苏州市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招标确定了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对冶金熔融铸造重点企业开展专项核查，核查各企业安全管理状况，收

集企业基础管理信息，分析问题隐患情况，汇总开展调研分析，使用经

费 311.9万，项目已按期完成。
七、危化品企业设备完整性评估服务 2021年 10月至 11月，委托思创安
全技术咨询（常州）有限公司，按照基于风险的设备完好性管理要求，

组织 30人次专家，按照制定的服务计划对 5家投产时间较长的危化品企
业开展了设备完整性评估检查。

八、化工园区外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评估暨分类整治指导服务

2021年 10月至 12月，委托苏州科信安全评价有限公司、中国化学品安



全协会、江苏中泰检测检验有限公司、江苏中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家
公司，依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应急〔2020〕
84号）《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应急〔2019〕78
号）,按照制定的服务计划对全市共 202家区外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了安

全风险评估。

九、危化品企业深度检查指导服务。2021年 1月至 9月，依照《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深度检查指导工作指南》（苏应急〔2019〕1号）《江苏省化
工（危险化学品）企业深度检查指导表》，委托苏州市安全生产中介机构

协会，按照制定的服务计划对全市 21家化工（危化品）重点企业开展了
深度检查指导。

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第三方审计服务。自 2021年 4月起，委托江苏
中泰检测检验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按照制定的服务计划对全市 28家危险

化学品仓储、带储存经营企业开展了第三方审计。

十一、危化品企业本质安全诊断治理专项核查服务。2021年 1月至 11月，
委托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对照《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治理导则》和《江苏省本质安全诊断治理基本要求》，按照制定的服务计

划对 80家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了本质安全诊断治理专项核查服务。

项目管理成效

一、健全完善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个必

须”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协调制定各级领导班子 2021年安全生产重点工
作清单并推动落实。以巩固深化“一年小灶”成果、深入开展“三年大

灶”为牵引，以工业企业风险报告、危化品使用安全专项治理、安全发

展示范城市创建三项重点工作为抓手，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做

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二、全市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大灶”，全面落实

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项目推进实施取得积极成效。2021年，全市
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37起，死亡 111人，同比分别下降 42.2%和 27.9%，
其中，工矿商贸领域发生事故 46起、死亡 68人，同比分别下降 26.98%

和持平，较大事故 2起死亡 6人，重大事故 1起死亡 17人。
三、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的相关规定，对达到招标的项目，依法公开招

标。通过冶金熔融铸造重点企业深度核查工作调研报告，根据地区产业

特点开展冶金熔融铸造重点企业调研分析，理清突出问题、共性问题和

薄弱环节，进一步深化开展冶金熔融铸造重点企业安全监管工作打下了

基础

；通过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企业第三方核查和工矿企业储存、使用危

险化学品企业深度核查，真实反映出各企业安全管理情况，严格督促有

限空间作业和工矿企业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实现安全监管台账完备齐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切实有

效，设备设施安全完好，危化品储存、使用和有限空间作业管理规范有

序，引导企业强化自查自纠，整治隐患堵塞漏洞，强化措施提升企业本

质安全水平，有效预防和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通过一二级标准化企业

奖励。扎实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提档升级工作，鼓励和引导企业开

展标准化一级企业创建，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进一步不断

改进安全生产条件，切实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水平，进一步健



全和完善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上新台阶。

四、各项目严格按照程序要求，合理安排项目检查计划，落实监管人员

职责和专家任务，确保检查质量。2021年，检查评估危化品企业 336家，
发现否决项 38条，发现隐患问题 6083条，其中重大隐患 27条。检查发
现的重大隐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动火作业、进入受限空间

等特殊作业管理问题；二是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三是爆炸危

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四是未按规定设置检测报

警设备。从隐患排查统计数据来看，安全基础管理问题最为突出，主要

包括《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融入安全风险评估制度未包含重

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相关内容、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考核标准等

问题。工艺安全管理问题主要包括生产中出现工艺实际操作参数超出工

艺指标范围，部分企业无法调取工艺报警记录；部分企业化工仪表设置

不全,联锁设置达不到相关规范标准要求等问题。设施设备问题主要包括
对安全设施的维护不重视，安全设施未纳入检修计划；企业的防腐蚀防

泄漏管理不到位，现场管道、阀门、设备未做定期防腐，锈蚀严重等问

题。电气仪表问题主要包括仪表控制柜的屏蔽线连接不规范、可燃气体

有毒气体报警器的设置不规范等问题。检查反映企业基础管理问题和现

场问题偏多，企业现场管理有待加强。2021年，危化品企业排险除患工
作有序开展，企均重大隐患大幅下降，隐患问题存量持续减少。隐患整

改闭环流程管理进一步加强，通过市局督办、企业整改、属地闭环、市

局复核等流程，认真督促落实整改，从严执法监督，进一步提升整改闭

环效率。通过采取考评、审计、降级、退出等手段，推动危化品企业标

准化提质增量。截止 2021年底，全市化工（危化品）二级以上标准化达
标率 75%，通过一级标准化评审企业 3家。危化品安全生产基础进一步夯

实，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一、各地各企业对开展安全报告工作重要意义认识还不够，对较大风险

辨识不全面，安全基础管理能力待进一步加强。

二、部分检查存在“重资料，轻现场”的情况，检查时间安排不合理。

三、有的第三方报告流于表面数据分析，没有举一反三上升到企业的管

理问题，对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如何提高及安全管理水平如何提升没有针

对性的举措建议。

四、尽管通过巩固深化“一年小灶”成果、深入开展“三年大灶”，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但事故总量依然较高，重点行业领域风险

报告工作还需推进，安全风险底数有待进一步摸清。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持续加强对各地区党委政府安全生产专项考核，认真督办整改消除

一批重大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继续深入推动工业企业风险

报告工作。

二、对检查企业根据其大致分布、规模等基本情况，合理安排检查计划，

给现场检查留足充分的时间。

三、需加强第三方服务的专家配备和专家专业组成，提升报告编制人员

能力，进一步提升报告编制水平。

四、树立“零事故”理念和目标追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落实

党委政府领导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单位主体责任，深化提升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强化重点领域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全面压降生产安



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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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