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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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众创空间建设及费用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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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0.00 2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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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

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

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200 

外聘运营人员工资 92 

一站式服务大厅 69.13 

各类创业大赛、培训、评审等活动经费 3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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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分） 

财务制度健全

性 
健全 3 好 3 

补贴政策执行

规范性 
规范 5 好 5 

各级财政应承

担资金到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监督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好 2 

责任惩戒机制

健全性 
健全 2 好 2 

产出目标

（20 分） 

一站式服务大

厅建设 
=1 个 4 =1 个 4 

完成创新创业

培训任务 
=50 人 4 =50 人 4 



开展创新创业

活动 

=40 场

次 
4 =38 场次 3 

承办创新创业

大赛 
=1 场 4 =1 场 4 

外聘运营人员 =8 人 4 =8 人 4 

结果目标

（28 分） 

东吴科技领军

人才项目 
=1 个 7 =1 个 7 

项目孵化 =55 个 7 =53 个 5.73 

优秀大学生创

业项目 
=2 个 7 =2 个 7 

创新创业大赛

荣誉奖 
=10 个 7 =10 个 7 

影响力目标

（6 分） 

长效管理制度 =5 个 3 =5 个 3 

绩效管理制度 =2 个 3 =2 个 3 

合计 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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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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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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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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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众创苏州市大学生众创空间是在苏州市政府支持下，在苏州市职业大学

设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区域化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太湖众创获评国家、省、

市、区四级众创空间（科技），省、市、区三级大学生创业园（人社），省大

学生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教育），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工信），

省星级服务平台（一星），苏州市众创空间知识产权保护单位，吴中区人才载

体和科技服务平台，在苏州职业院校大学生双创平台建设上实现了多个第一

和唯一。 

项目总目标 

推进项目培育“主题化”、活动开展“品牌化”、服务功能 “集成化”，着力

构建“3510”创业服务生态圈。重点打造文创、科技、电商 3 个主题孵化群，

让创业者在 10 分钟内享受到“创、学、住、食、娱”5 位一体的一站式、全

方位、专业化服务。 

年度绩效目标 
建成大学生众创一站式服务中心，申报东吴领军人才项目，保持一定数量的

项目规模，开展一定数量的创新创业活动。 

项目实施情况 

1、外聘运营人员：太湖众创确立以市场化为导向，实行管运分离的运行机制。

苏州市职业大学成立了以书记为第一组长、校长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分工

负责的“苏州市大学生众创空间管委会”作为管理机构。苏州学园教育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聘用 8 名人员组成专职运营团队，建有完整的

岗位职责制度，各部门人员均具有专业的业务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人员

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各部门之间通力协作，保障服务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专职人员有 6 人具备创新创业导师资格，4 人具备江苏省技术经纪人资格。 

2、一站式服务大厅建设：建设分两部分陆续完成。一是学园大厦 1 楼大厅升

级改造工程，1 楼大厅在去年完成了整体改造，整体面貌得到全面升级。 

3、各类创业大赛、培训、评审等活动：太湖众创高度重视在孵项目参加各类

创新创业比赛，积极宣传和组织在孵项目参加比赛，为其提供赛前辅导，辅

导内容包含商业模式梳理、商业计划书撰写、演示稿设计、演讲技巧、比赛

视频展示，对重大参赛项目还提供一对一专家辅导。 

项目管理成效 

1、运营团队培训及能力得到提升：根据太湖众创发展需要，为快速建立一支

热情、专业、高效、务实的团队，2020 年狠抓公司考核制度完善、员工素质

教育与企业文化建设。通过 KPI 管理考核明确员工工作目标与结果导向，同时

加强学习、内训、与交流促进员工能力提升，树立典型激发员工爱岗敬业的

活力与热忱。 

2、资金使用更加规范：项目资金下达后，太湖众创第一时间根据相关文件要

求，制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要求实现预算执行率与专款专用率达到“双

百”的目标。本项目资金使用严格遵循财务管理制度，各笔资金由项目负责

人及相关领导对相关结算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按合同、按程序付款，

以此明确财政资金的使用范围，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3、服务功能更加完善高效:通过对一楼大厅及一站式服务中心升级改造，提升

了太湖众创整体品牌形象，让大学生创业者更全面的了解载体服务和办事流

程。 

4、载体荣誉方面，完成苏州市 2019 年度创业孵化基地绩效考核，荣获 A 级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同时，连续两年获得 A 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被评为“双

A 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5、项目孵化方面，根据太湖众创项目引进机制和发展要求，接待来访入驻咨

询项目 73 个，经审核，22 家企业/项目成功入孵。其中文创项目 9 家，科技



项目 6 家，电商项目 7 家。截至 2020 年 12 月，载体在孵项目共 53 个，其中

新增创业项目 22 家，对符合条件的 31 家在孵企业/团队进行续签考核，其中

成功毕业的有 9 家，另外 22 家完成续签。 

6、项目获奖情况，在 2020 年 1 月以来，太湖众创运营部组织在孵企业/项目

参加各类省市级创业比赛 5 场，共获得各类荣誉 4 项（树说漆艺团队苏州文

化旅游创意大赛入围奖、中国互联网+大赛省赛二等奖、“2020 匠心传承•筑梦

姑苏”传统技艺人才创意创客大赛优秀奖；融盛三维团队荣获 Design+2020 中

国虞山奖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特等奖一项。 

7、承办市级大赛方面，承办了“创客天堂”2020 苏州创客大赛行业分赛（高

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专场行业赛）。 

8、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辅导 6 家在孵项目申报 2020 年江苏省优秀大学生

创业项目，最终 2 家在孵项目被评为“2020 年江苏省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 

9、东吴领军人才项目，辅导 1 家在孵企业完成东吴创业领军人才项目申报，

获得“东吴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指导 1 家在孵企业申报苏州市姑

苏科技创业天使计划项目，最终入选“苏州市姑苏科技创业天使计划项目” 

10、2020 年累计开展创新创业类活动 38 场，服务企业数量：100+家，累计服

务人次：12676+/人次。受疫情影响，取消线下活动，开展线上财、税、法、

知识产权分享会直播等活动 4 场，举办双创系列活动 2 场，开展创业实战训

练营活动 4 场，创客党建+活动 5 场。同时根据不同的活动类型打造了 4 个品

牌活动“师说”大讲堂、“悦•时间”读书会、“新工匠”创客党建+、金梧桐

MAKER 运动。全年累计开展创新创业类活动 38 场。 

11、建立长效管理制度 5 项，涉及入孵申请、孵化管理、安全生产、教师领

衔创业管理、导师服务管理，同时，为提升运营团队及第三方创业服务商的

服务质量，制定绩效管理办法 2 项。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管理运营团队核心能力还有待提高。 

2、项目指标设定科学性，合理性还不够。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加强运营团队核心能力建设，增加运营团队核心能力培训，在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日常运营、孵化管理工作等能力上加大培训力度，更好的提升太

湖众创的服务能力。 

2、进一步加强项目进度管理 

综合考虑项目实际情况，合理设定预算执行率指标目标值。为保证项目绩效

评价指标目标值的合理性，各项目负责人应深入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通过项

目流程梳理综合考量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影响因素，科学设定各

类指标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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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