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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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交流与合作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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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 -56.00 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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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0 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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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国际职业资格 16.61 

中外合作办学 5.84 

国际学生交流 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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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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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性 

规范 4 好 4 

产出目标

（24 分） 

参加国际交

流项目（比

赛）次数 

=2 次 6 =2 次 6 

中外合作办

班数量 
=2 个 6 =2 个 6 

引入国际职 =3 个 6 =4 个 5.74 



业资格认证

数量 

参加国际职

业资格认证

人数 

=127 人 6 =202 人 3.73 

结果目标

（26 分） 
比赛获奖 =2 项 26 =3 项 26 

影响力目

标（6 分） 

完善《大学生

专业技能竞

赛管理办法》 

=1 部 2 =1 部 2 

制订《苏州工

业职业技术

学院国际职

业资格认证

指导实施意

见》（试行） 

=1 部 2 =0 部 0 

制订《苏州工

业职业技术

学院国际学

生管理办法

（试行）》 

=1 部 2 =1 部 2 

合计 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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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子项： 

一、国际职业资格 

    智能加工技术领域引入德国工商行会的 AHK 切削机械师认证瑞

典海克斯康 PC-DIMS 三坐标测量工程师认证标准；工业云计算与大数

据技术领域引入 Oracle Java 授权认证标准。 

二、中外合作办学 

    经省教育厅批准、教育部备案，与英国剑桥地区学院（Cambridge 

Regional College）合作，举办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全日制专科层次教

育。与南非中国文化和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合作招收和培养南非进修生

10 名。 

三、国际学生交流 

    组织学生参加金砖国家、俄罗斯、欧盟、东亚、美国、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组织的大数据、3D 打印、汽车、海峡两岸产业核心技能素

养(创新电子)竞赛等国际化比赛。 

项目总目标 
提升专业国际化水平，培养国际化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助力苏

州制造企业“走出去”。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招收和培养 20 名国际学生； 参加国际比赛获得二等奖以上奖项

2 个；引入专业国际职业资格认证 2 项。 

项目实施情况 

 2019 年下半年申请 2020 年专项经费 130 万元，2020 年初突发新冠

肺炎疫情，导致部分国际合作项目暂停或推迟，所以学校在 2020 年

中的时候申请调整专项经费为 74 万元，并相应调整了项目及绩效指

标。2020 年专项经费实际支出 74 万元，支付完成率为 100.00%。 

1.引入国际职业资格认证项目。根据学校高水平院校和“双高”建设

需要，2020 年立项支持软件与服务外包学院引入 Oracle OCJP 国际认

证，组织学生 41 人考证，通过 40 人，通过率为 97.56%；立项支持精

密制造工程系引入 AHK 职业资格证书，组织数控 17D1 班 40 人参加考

试，通过 39 人，通过率为 97.50%；立项支持精密制造工程系引入西

门子 NXCAD/CAM 认证项目,86 人参加考试，通过 80 人，通过率为

93.02%；立项支持精密制造工程系引入海克斯康 PC-DIMS 认证项目，

43 人参加考试，通过率达到 100%。 

2.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019 年与英国剑桥地区学院继续合作举办

机电一体化专业专科教育项目。2020 年 5 月经省教育厅批准，学校“机

电一体化技术”专科教育中英合作项目变更外方合作方为英国南埃塞

克斯学院。第 1 届学生如期顺利毕业，获得双证书，其中 2 位升入本

科院校升学，其他同学高质量就业。18 级和 19 级两个班完成正常教

学。 

3.组织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立项支持“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

与技术创新大赛”并组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基地”“工业物联网”2

个专业国际化项目成功人选教育部人文中心“未来技术技能与人文交

流人才国际训练基地”。其中“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团队 2020 年 11

月参加“2020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之佛山未

来技术技能国际挑战赛”，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2020 年 11 月参加



“2020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之机器学习与

大数据大赛国内赛决赛”，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2020 年 11 月参加“俄

罗斯 2020 金砖国家未来技术技能远程国际挑战赛”，获得中国赛区第

一名，并列世界第一的好成绩。 

2019-2020 年，学校携手紧密合作企业“京东方”及其旗下高创（苏

州）电子有限公司，学徒制共育高创（南非）留学生项目。合力探索

以共同研制和实施“6+6”联合分段培养方案、共同推行校企双带头

人和校企双班主任制度、共同组建“9+9”校企混合式教学与管理团

队。经过为期一年的校企联合培养，2020 年 9 月 7 日，9 名南非留学

生顺利获得结业证书和实习证书，并顺利返回南非。  

项目管理成效 

   1.引入国际职业资格认证项目。引入 Oracle OCJP 国际认证、AHK

职业资格证书、西门子 NXCAD/CAM 认证项目、海克斯康 PC-DIMS 认

证项目，组织 210 人参加考试，202 人通过，通过率达到 96.19%。 

    2.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17 级机电一体化中英合作班学生 6 月

份如期顺利毕业，获得双证书，其中 2 位升入本科院校升学，其他同

学高质量就业；18 级和 19 级两个班完成正常教学。 

    3.组织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组织参加“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

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获得一等奖 3 项；高创（南非）学徒班 9 名

南非留学生顺利获得结业证书和实习证书，并顺利返回南非。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因疫情等原因，“双高”计划之“提升国际化水平”部分四级项目未

启动或者暂停。其中因疫情原因，没有比赛的项目有：创新电子等产

业核心技能素养系列大赛项目、智能制造专业（群）国际化技能大赛

项目、开展国（境）外技术服务和技能培训项目等。另外，校企开发

《电子信息专业国（境）外员工和高技能人才培训方案》项目，计划

放在后 3 年，所以尚未立项，拟于 2021 年与校企共建“（南非）应用

人才中心”等专业国际化平台载体，开展国（境）外技术服务和技能

培训项目同步启动。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学校层面：强化项目的绩效管理与顶层设计，进一步充实学校“双

高”建设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明确责权利等，以文件形式下发。 

2.部门层面：强化项目的目标管理与流程规范，将年度具体项目、市

立专项经费与要求等以部门文件的形式在年初即下发，要求各院系根

据 2021 年度专业国际化项目及其专项经费使用计划和要求，列入本

单位年度重点工作，按照项目（团队）负责制、系院副主任责任制、

月进度管理制、年终绩效评估制等专业国际化项目“四制”要求合力

推进，并严格按时间节点、合法合规合理地组织实施，确保年度绩效

目标顺利达成。 

3.院系层面：强化项目的过程管理与技术指导，项目负责人、分管副

主任、院系领导等各司其责，层层把关，合力推进，确保项目及专项

经费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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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