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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

（一）（一）（一）（一）项目概况项目概况项目概况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珠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

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合作协议》，全面提

升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及南海海洋气象防灾

减灾能力和公共气象服务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市气象局

按省气象局的要求建设珠江三角洲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

预警中心项目。

2.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建设期 2011-2015 年五年，市级配套资金 2500 万

元，其中 2014-2015 年，共下达资金 665.58 万元；2016 年

年度预算安排 895.6 万元，用于采购珠江三角洲中小尺度灾

害监测预警项目（一、二、三、四期）及惠州市中心城区内

涝预报预警平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气象灾害交

互式指挥调度系统、现代化探测建设采购、气象科普教育采

购八个方面。

（二）项目绩效目标（二）项目绩效目标（二）项目绩效目标（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全面提升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及南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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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和公共气象服务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

2.项目绩效年度目标

（1）增强惠州市气象综合探测能力；

（2）提高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和可控性；

（3）提升预警应急、主动响应的能力；

（4）完善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发布体系；

（5）优化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指挥协同合作机制；

（6）提升气象科普和防灾减灾能力。

（三）（三）（三）（三）项目资金项目资金项目资金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安排和使用情况安排和使用情况安排和使用情况

2016年预算金额895.6万元，实际到位资金895.6万元，

资金到位率 100%，实际按进度支付 856.1 万元，支出率

95.6%。

2016201620162016年年年年资金使用情况表资金使用情况表资金使用情况表资金使用情况表

实施内容 支付金额（万）

中心城区暴雨强度公式修订及计算图标编制、中

心城区内涝预报预警平台

654,000.00

2015年气象现代化探测建设采购项目（重新招标） 822,000.00

珠三角中小尺度气象预警中心（三期）采购项目 3,679,000.00

珠三角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中心项目-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一期采购项目-软件开发

358,500.00



4

珠三角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中心项目（二

期）采购项目

437,000.00

珠三角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中心项目-气象

灾害交互式指挥调度系统项目

959,800.00

珠三角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中心项目-气象

灾害交互式指挥调度系统项目

233,650.00

珠三角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中心项目——

惠州市中心城区内涝预报预警平台采购项目

1,417,000.00

合计 8,560,950.00

二二二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综合评价

2016 年度惠州市珠江三角洲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

警专项资金绩效综合得分为 88.1 分，绩效等级为良。

2016201620162016年度惠州市珠江三角洲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专年度惠州市珠江三角洲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专年度惠州市珠江三角洲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专年度惠州市珠江三角洲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专

项资金项资金项资金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绩效评价评分表绩效评价评分表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指标

权重
(%) 三级指标 权重(%) 评分

绩效

影响
50

前期准备 20
论证决策 7 7
目标设置 7 4
保障措施 6 4

资金管理 15
资金到位情况 3 3
资金支付情况 5 4.8
支出规范性 7 7

事项管理 15
实施程序 10 9
管理情况 5 3

绩效

表现
50

经济性 5 预算(成本)控制 5 5

效率性 10 预期建设项目完

成率（%）
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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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指标

权重
(%) 三级指标 权重(%) 评分

设备采购数量

（%）
2 2

各项电子气象技

术系统建成率

（%）

2 2

项目完成时间进

度
3 2

效果性 30

设备运行水平 5 5
中小程度气象灾

害预警准确度
6 6

气象数据信息采

集效果
4 4

全市气象综合信

息服务体系完善

度

6 6

部门之间相互沟

通、联动能力提升

度

4 4

可持续发展 5 4
公平性 5 服务对象满意度） 5 4

合计 100 88.1

注：综合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低、差五个等级，其中：优秀（得分≥

90）、良好(90>得分≥80)、中(80>得分≥70)、低(70>得分≥60)、差（得分<60）。

（一）主要绩效（一）主要绩效（一）主要绩效（一）主要绩效

1.共建成 11 个本地化气象平台，有效提升气象科技现代

化水平。依托省气象局核心技术，与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

所和省气象台等单位合作，侧重引进广东省气象局和深圳市

气象局先进平台和技术，共建成惠州市国家省市县一体化业

务平台、惠州市中心城区城市内涝预报预警平台、惠州市定

量降水预报系统、惠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警平台、

惠州市气象灾害应急调度平台、惠州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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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平台、惠州市应急指挥决策辅助系统、惠州市气象公众网、

惠州台风网、惠州天气 APP、惠州天气微信等 11 个本地化气

象平台，有效提升了气象科技现代化水平，平台建设和应用

得到中国气象局许小峰副局长、余勇副局长，广东省气象局

许永锞局长、庄旭东局长、惠州市刘小军副市长等领导的充

分肯定。

2.有效提高了对气象灾害及其次生灾害的监测能力，有

效提高了预报准确率，提高了对气象灾害预警提前量和准确

率。项目采购了滴谱仪等先进设备，开发建设预报预警系统，

提高了对台风、暴雨、强对流、高温、寒潮、大雾等气象灾

害的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能力。

3.气象信息发布渠道多样化快捷化，公共气象服务能力

明显提升。惠州市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效用初步

显现,实现预警信息分区、分类、多渠道一键式发布，通过

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电子

显示屏等多种渠道发布预警信息。

4.完善全市气象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气象信息显示屏内

容分发系统和会商会议系统通过与预警发布中心视频矩阵

进行对接和融合，提高调度指挥效能。

（二）（二）（二）（二）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存在问题

1.1.1.1.项目绩效目标不够量化，不利于后续跟踪与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不够量化，不利于后续跟踪与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不够量化，不利于后续跟踪与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不够量化，不利于后续跟踪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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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绩效目标、考核指标不够明确，没有细化。项目

的实施内容包含了珠江三角洲中小尺度灾害监测预警项目

采购、惠州市中心城区内涝预报预警平台、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预警系统、气象灾害交互式指挥调度系统等共十一个子项

目。虽然每个子项的实施内容均设有一个总体目标，但是过

于笼统。由于本项目的各子项不是单一的、独立的，而是通

过整体的联合实施共同发挥它灾害预警的作用。通过对材料

的审核，项目没有相应的绩效目标，未在数量、质量、成本

和时序等方面进行细化或定量表述，难以检验项目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与产出效果。

2.2.2.2.个别工程未个别工程未个别工程未个别工程未完成建设和完成建设和完成建设和完成建设和验收验收验收验收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通过对 11 个子项的招标、验收材料审核，目前 1 个项

目未完成，2 个项目未验收。现代化探测建设采购该项目未

完成，该项目设备需均布点在惠城区内，因设备选址问题和

前期准备时间长，项目完成情况未达到预期；气象现代化机

房设备项目与气象科普教育采购在试运行阶段，需设备调试

完毕后才能验收，因此这两项目未验收。

3.3.3.3.管理制度未完善，内部控制有待加强管理制度未完善，内部控制有待加强管理制度未完善，内部控制有待加强管理制度未完善，内部控制有待加强。。。。

从材料核查情况来看，惠州市气象局在项目建设实施过

程未开展有效的检查、监控，评价材料中无项目月度进度报

告。作为建设单位，在建设计划、组织、监督督促中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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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责任，在本项目中市气象局缺少了监督一环，使建设

过程不够明晰，不能进一步了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存在问

题；同时，内部控制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未有明确合理的

职责分工，项目负责人、项目组员等个人承担的职责和任务

没有明确材料标示，容易造成责任不明、相互推卸等问题。

4.4.4.4.项目后续维持经费不足，可持续性欠缺项目后续维持经费不足，可持续性欠缺项目后续维持经费不足，可持续性欠缺项目后续维持经费不足，可持续性欠缺。。。。

项目总合同金额 2484.6 万元，现已支付 87.8%，其中采

购合同大部分均为仪器设备采购，费用额较高，如“现代化

探测建设采购”274 万、“采购市县预警平台设备”369 万

等。目前大部分设备仍在合同质保期内，质保期满后每年对

设备的维护费用均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目前市气象局对

设备的日常维护缺欠了解，未进行后续维护方案的编制。对

设备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会造成初期的故障率高，设备零

部件的过早过度磨损，影响设备运行精度，甚至会造成设备

总体故障率高，故障周期变长等问题。

三三三三、意见建议、意见建议、意见建议、意见建议

（一）完善绩效目标设置，提升目标编制的质量（一）完善绩效目标设置，提升目标编制的质量（一）完善绩效目标设置，提升目标编制的质量（一）完善绩效目标设置，提升目标编制的质量。。。。

在目标设置方面，项目单位可通过以下方法进行设置。

一是基于建设任务，设定年度目标。在申报时，市气象局可

根据建设内容在从数量、质量、成本和时间四个方面，通过

四个方面对绩效指标进行分解和细化，如本项目在数量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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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的显示屏数量、需要采购的设备数量，在时间上可根

据每个子项的时间节点进行设定。二是通过引入规范、技术

指标对目标进行设置。项目建设实施过程，可参照相关的行

业规范。规范会对项目的质量、规格作出特定的要求，如公

路建设、城市规划建设、水环境治理都有相应的技术规范。

绩效目标设置方面，本项目可设置接待科普人数、接待人群

满意度、中小程度气象灾害预警准确度、设备在线率等指标。

通过明确预期效果、实施规划、具体要求措施，从源头上增

强预算的可执行性。

（二（二（二（二））））抓紧尚未完成的建设任务抓紧尚未完成的建设任务抓紧尚未完成的建设任务抓紧尚未完成的建设任务，，，，做好未验收项目的材做好未验收项目的材做好未验收项目的材做好未验收项目的材

料归档料归档料归档料归档。。。。

对现代化探测建设采购项目，应抓紧惠州市综合气象观

测数据图形化处理与输出展示平台开发，日后面对同类型项

目，应采用事前规划，提前介入的方式，力争缩短前期工作

时间。对气象现代化机房设备（一期）和气象科普教育采购

项目，因设备需要时间调试，调试完毕后才验收，因此这两

项目未完成验收。建议项目单位应及时反馈仪器设备应用过

程中的问题，做好反馈工作，提前做好验收材料，缩短项目

实施周期。项目单位可参照《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

（GB/T50328-2014）的指导，加强建设工程文件的归档整理

工作，统一建设工程档案的验收标准，建立完整、准确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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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档案，工程文件可按建设程序划分为工程准备阶段的文

件、监理文件、施工文件、竣工图、竣工验收文件 5 部分进

行整理。

（三）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管理（三）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管理（三）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管理（三）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管理。。。。

健全的各项制度只有落实到位，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

用。项目实施单位应强化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的内控体系，

加强项目建设的事前、事中监控，建立过程监控与督查机制，

做好项目实施进程的监管记录，将各项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可根据《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在项目的管理过程中，主管

部门应对项目制定具体的工作进度计划，应定期或不定期对

项目开展工作质量的检查监督。同时，项目负责人应切实履

行管理职责，加强对项目的监管和指导；定期开展专项和全

面检查，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主管部门要重视对单位开展

绩效考评，促进工作开展，提高工作效率。

（四）加紧维护方案的编制，保障项目经费可持续性（四）加紧维护方案的编制，保障项目经费可持续性（四）加紧维护方案的编制，保障项目经费可持续性（四）加紧维护方案的编制，保障项目经费可持续性。。。。

通过对比邻市和市场价格，仪器设备类每年的维护经费

约为采购合同的 5%，建议被评单位统计每年的项目维护费

用，做好后续维护方案的编制；此外，气象科普教育采购子

项的实施是一个宣传气象灾害防范意识的良好平台，从实施

情况分析，目前仍有提高利用的空间，可逐步拓展受众群体，

真正落实科普教育的目标。若条件允许，建议将仪器设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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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维护经费和科普教育保障经费纳入部门年度预算中。


	一、项目基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