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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结果分析。该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有：①根据参评项目评分情况，完成参评项目绩效评估分报告。报

告要逐一分析每个参评项目在每一个指标上的得分情况、成绩与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②在参评项目分

报告的基础上，汇总完成地区参评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绩效评估总报告；③全面总结评估工作经验，研究分析存在

的问题，提出下一步继续开展评估工作的思路与建议。 

具体实施流程如图2所示。 

 

(二)关键方法说明 

1.数据采集方法 

指标基础数据采集首先采取调查问卷法，各参评单位按期填报调查问卷，通过比对和梳理参评项目建设单位

在提交问卷的同时所报送的立项审批文件(含经审批的项目需求说明书、项目建设合同等)和项目验收文件复印件

或扫描件等证明材料，对调查问卷中的合规性数据进行核查，并梳理出现场核实的重点和问题。 

2.现场核实方法 

首先由项目建设单位简要介绍项目建设和系统使用情况，并按照指标要求汇报数据填报情况。然后专家组根

据汇报内容，结合前期对填报问卷和相关材料的比对梳理结果，提出质询，项目建设单位逐一举证和演示来进行

回复。各专家分别结合问卷填报和现场质询核实的情况，对各项指标进行初步评分，并在评分表上签字确认。 

3.综合评分方法 



全部参评项目初步评分结束以后，对每一位专家的打分情况进行汇总，召开专家组内部会议，对所有参评项

目按照指标逐一进行讨论，对个别评分差异较大的指标，由各位专家充分阐述意见后，由专家组组长结合专家意

见确定最终得分(一般采取专家加权平均法计算最终得分)，最后汇总得出参评项目的总分。 

五、应用案例：基于H省的实践 

(一)评估实施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管理，提高电子政务系统应用成效，H省201 3年正式启动全省电子政务工

程项目绩效评估。受H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国家信息中心成立专项课题组开展该省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绩效评

估工作。按照前文提出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流程，圆满完成了评估工作任务。 

根据参评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绩效评估得分情况，结合H省电子政务工程项目建设现状，将绩效得分分为“优

秀”(90分以上)、“良好”(7590分)和“及格”(6075分)三个等级。本次参评的12个项目中，“优秀”等级

2个，占比16.67%；“良好”等级8个，占比66.66%；“及格”等级2个，占比16.67%。参评的12个电子政

务工程项目绩效评估平均得分为82.58分，总体处于“良好”等级。其中，参评项目管理绩效、产出绩效、效果

绩效得分率分别为83.36%、77.69%、82.16%。总体上看，管理绩效和效果绩效表现较好，得分率均高于

80%,这与参评绩效总体处于良好等级是一致的。产出绩效得分率则相对较低，需要进一步改善。课题组针对每

一个参评项目分别出具了评估分析报告，并对该项目的指标得分情况、主要成效、问题及改进建议进行了详细说

明。 

(二)实践经验 

本次绩效评估工作组织有序、实施高效，在较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评估任务，并验证了上文提出的指

标体系和方法流程，有以下几点工作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第一，建立了统筹协调、分工明确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本次评估工作是在H省工信厅的领导下，由H省

信息中心组织实施的，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作为第三方负责具体执行工作，各参评部门高度重视、全力配合，指

派一名熟悉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工作的同志担任填报员，负责调查报告的填报和联络等工作，整个流程配合默契。 

第二，开展了动员培训，充分调动参评各方的积极性。为组织好评估工作，H省工信厅发布了《关于开展

2013年H省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绩效评估工作的函》，召集各参评项目单位有关人员参加培训，提高了参评部门对

绩效评估工作的认识，确保了较高的数据填报质量，为评估结果客观真实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本次绩效评估指标设计充分借鉴了国内外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绩

效评估指标体系，同时结合H省特色和电子政务项目发展现状，是一套既能客观反映项目建设绩效，又能引导项

目健康发展的核心指标体系。专家评审组一致认为，该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第四，探索了一套操作性较强的评估方法流程。为了保证评估过程的客观性，工作组建立了一整套包括数据

采集、现场核实与评分在内的评估工作方法流程。实践结果证明，这样的评估方法和流程总体上具有较强的可操

作性。 

(三)问题及下一步改进重点 

同时，通过实践也发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评估对象选取还需进一步细化，由于参评项目的类别不一，造

成评估标准不宜把握、评估结果差异较大；二是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还需进一步完善，个别指标设计和值域设置

尚不完全符合参评项目实际情况，特别是部分定性指标评分标准过于固化，还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为此，下

一步将重点在如下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一，对参评对象进行分批分类。电子政务工程项目涵盖范围广，不仅包括应用系统建设项目，还有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以及软硬件升级改造类项目等，不同类型项目的指标考核重心和要点都各不相同，在选择参评项目

时应有所区分。此外，同一年度参评项目要注意投资规模大体一致，避免过于悬殊。如果存在项目投资规模悬殊

的情况，也可考虑按项目投资规模划分等级，在指标考核要点和难易度方面进行区分。 

第二，指标体系需进一步优化。①本文提出的指标体系主要适用于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建设项目，对于其他类

型建设项目尚需进一步完善指标;②项目合规性指标需进一步细化，明确考核要点，以便更好指导和引导各部门

项目立项建设管理；③财务考核指标需强化，项目审批和经费拨付关系紧密，且资金多少与绩效也极为相关，需

进一步细化财务指标，以规范项目经费使用，防止工程领域腐败情况发生；④效果指标要更明晰，目前效果指标

的主观定性成分较多，需要结合项目建设目标，进一步划定这类指标的考查细则，适当约束专家组打分的自由空

间，确保效果指标更贴近实际。 

第三，工作机制需进一步探索。①建立较为稳定的专家组。在绩效评估工作启动之初就组建专家组，特别是

在参评对象选取、指标体系设计和现场核实评分等环节，充分发挥专家组集体决策的智慧，确保关键环节科学可

靠、评分结果真实准确。②建立健全绩效评估结果应用机制。建议将各参评项目评估结果择机通报，并将评估结

果作为建设单位申请下一年度信息化工程项目或申请财政运维经费的重要参考。③探索建立绩效评估长效机制。

通过不断积累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绩效评估工作经验，完善评估工作保障机制和流程，探索制定地方电子政务工程

项目绩效管理办法，引导和推动电子政务工程项目建设健康有序进行；同时注重评估结果的长期跟踪、对比，以

反映各部门电子政务工程项目后续绩效改进情况及存在的短板，切实提高电子政务项目建设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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