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智联普陀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具体实施处（科室）： 信息化科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当年预算数（元）： 57,432,8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0,40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57,394,271.00 预算执行率（%）： 99.93%

项目年度总目标：

2018年以来，为有效提升全区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区科委根据区委、区政府要求开展“智联普陀”项
目，为“智联普陀城市大脑”提供坚实的基础网络支撑。2021年度“智联普陀”项目包括“智联普陀无
线专网”、“智联普陀光纤专网”、“智联普陀运营中心”和“智联普陀第三方专项评估”等四个子项目。
项目年度总目标是：紧紧围绕全区数字化转型工作布局，着力推进治理数字化、“一网统管”建设，加强“
智联普陀”各项目管理，为普陀区城区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撑。具体目标任务是： 1、按
计划实施智联普陀光纤专网、无线专网项目购买服务； 2、完成智联普陀运营中心信息化建设项目第三方
审价； 3、做好智联普陀基础网络第三方专项评估工作。

自评时间： 2022-02-21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2021年，区科委圆满完成“智联普陀”项目各项目标任务，主要绩效包括基础网络建设、神经
元建设、运营中心建设和第三方评估等四方面。 一、基础网络建设 （一）无线专网建
设 基于广电500M和700M频段的IoT及NGB-W两张新型城域物联专网已于2018
年8月底实现全区覆盖并开通使用，其中NGB-W专网宏站建成60处，IoT专网微站建成141处，
全部站点按照重点区域和均匀布点进行设计布局，可全方位覆盖整个普陀道路和重点区域。另外部署229
个室内型站点，用于民防、地下车库、商务楼宇内信号覆盖。目前“智联普陀”无线专网已常态化运行，网
络服务稳定可靠。根据第三方技术测试评估结果，IoT专网全区覆盖率达95%以上，NGB-W专网全
区覆盖率达93%以上，有效支撑了“智联普陀城市大脑”应用的拓展和深化。 （二）光纤专
网建设 按照区委区府领导关于全区政务光纤骨干网络集约化建设的工作部署，区科委委托上海市
信息管线有限公司开展“智联普陀光纤专网”项目建设。截至2021年底我区已完成2598处接入点位
的“最后一公里”接入工作，覆盖区政府核心节点、21个院外委办局、10个街道镇、27个实体片区、
15个派出所、167处居委会和670处社区智能安防点位，共建成792处街面光交箱，完成全部路面
骨干线路建设。有力支撑了智联普陀城市大脑、社区智能安防、社区治理云平台等全区性应用平台运行，初
步实现了雪亮工程、智慧公安、智联普陀、智能安防、区政务外网、区核心环网的多网合一。
二、神经元建设 区城运中心委托上海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根据委办和街镇需求，在全区1
0个街镇共安装110325个感知设施，其中在全区共性建设方面部署24种类型的感知设施，安装10
7630个感知设施，服务于64个不同场景；个性建设方面部署9种类型的感知设施，安装2695个感
知设施满足城市管理的多维度需求。2021年，区城运中心与消防、民防、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沟通协调
，将已建“智联普陀”5.6万个物联感知设施实时数据接入行业系统平台，实现数据服务精准化和监管运
作专业化，推动城市治理模式由被动应对向自动发现转变。 三、运营中心建设 智联普
陀运营中心信息化建设项目位于同普路602号区城运中心，建筑面积为11540.3㎡，其中精装修面
积4514㎡、简装修面积7026.3㎡。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大屏系统、综合布线、音视频及中控系
统、指挥保障等四部分。本项目建设的信息化系统是作为智联普陀运营中心的运行保障系统，对运营中心所
有的系统设备进行统一管理，对指挥调度过程中涉及的各种资源和相关内容进行统一管理，建成区、街镇、
各委办和片区多级运行为一体，常态和应急于一体的综合保障平台，为运营中心全面及时掌握运行状态、协
调指挥、快速处置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该项目在2020年10月28日通过终验，2021年6月本项目
第三方财务监理单位完成第三方审价报告。 四、第三方评估 项目建成后，区科委委托
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智联普陀光纤专网”及“智联普陀无线专网”两个网络购买服务项目实际服务使用情况
开展专项评估，每季度出具评估报告作为项目服务费用结算依据。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实地查勘及相关技术测
试、服务质量评估和第三方评估报告编写等。第三方专业机构每季度均按时提交评估报告，为两张专网服务
费用的结算提供了依据。

主要问题：

区科委会同区城运中心经过广泛调研，对“智联普陀”项目提出了两条主要问题：一是社会公众满意度未达
到全部满意，“智联普陀”项目为全区“一网统管”和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网络支撑，但社会
公众知晓率和满意度仍有待提升。二是项目使用者满意度未达到全部满意，在项目日常使用过程中还存在新
老平台标准、要求、操作不一致的问题，项目使用者满意度仍有待提升。

改进措施：

针对两方面主要问题，下一步区科委将做好以下三项措施：一是将项目需求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统一起来
，进一步完善物联感知网络，精准采集城市体征数据。二是加强项目宣传力度，扩大“智联普陀”项目在社
会的影响力和知晓度，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收集汇总群众反映的问题。三是加强项目使用
者调研力度，深入研究实际使用者意见建议的可行性，推出更多基层一线“管用、爱用、受用”的应用场景
，持续提升项目使用者满意度。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与
计划产出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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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出指标 标的实现程度。（对照
项目具体绩效目标和指
标）

45 45

2 服务完成率
用以反映服务完成情况
。

10 10

3 测评、评估完成率
用以反映测评、评估完
成达标情况。

10 10

4 服务验收合格率
用以反映服务验收合格
情况。

10 10

5 测评、评估完成达标率
用以反映测评、评估完
成达标情况。

5 5

6 测评、评估完成及时率
用以反映测评、评估完
成及时情况。

5 5

7 服务完成及时率
用以反映服务完成及时
情况。

5 5

8 效益指标

项目实施是否解决了项
目设立时要解决的问题
和要达到的效果（含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等，属于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的,应结合
实际收集社会公众满意
度信息）。（对照项目
具体绩效目标和指标）

35 35

9
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效
果

用以反映城市精细化管
理提升情况。

20 20

1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用以反映长效管理制度
情况。

15 15

11 满意度指标 20 18

12 社会公众满意度
用以反映社会公众满意
度情况。

10 9

13 项目使用者满意度
用以反映项目使用者满
意度情况。

10 9

合计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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