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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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农村产权交易建设项目 项目年份 2022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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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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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700 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合计 700 700

苏州农村产权交易建设项

目
7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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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目标

立项程序

规范性
规范 1 100% 1

立项依据

充分性
充分 1 100% 1

绩效指标

明确性
明确 1 100% 1

绩效目标

合理性
合理 1 100% 1

预算编制

科学性
科学 1 100% 1

资金分配

合理性
合理 1 100% 1

过程目标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8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100% 4



资金到位

率
100% 1 100% 1

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4 100% 4

管理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100% 2

产出目标

市级平台

运营数
=1 个 3.43 1 个 3.43

市级平台

（含工业

园区、姑苏

区、高新

区）交易合

同金额

=25 亿元 3.43 24.81 亿元 3.3

机房、设备

维护保养

次数

=4 次 3.43 4 次 3.43

县级市

（区）平台

运营数

=7 个 3.43 7 个 3.43

市级平台

外出调研

场次

=2 次 3.43 2 次 3.43

县级市

（区）分中

心交易合

同金额

=36 亿元 3.55 44.72 亿元 3.55

市级平台

（含工业

园区、姑苏

区、高新

区）交易成

交笔数

=1800 笔 3.43 1467 笔 0.26

系统异地

以及本地

数据库备

份次数

=12 次 3.43 12 次 3.43

县级市

（区）分中

心交易成

交笔数

=34000 笔 3.43 40391 笔 3.43

培训考试

通过率
=90% 3.43 97% 3.43



培训镇街

道覆盖率
=90% 3.43 97% 3.43

系统巡检

周期
=1 次/月 3.43 1 次/月 3.43

效益目标

意向受让

方使用移

动端业务

办理的流

程数

=5 个 3.43 5 个 3.43

通过竞价

达成的资

产平均增

值率

=18% 3.43 25.68% 3.43

资金结算

效率提高

程度

=25% 3.43 25% 3.43

满意度目标
受益人员

满意度
=95% 3.43 99.64% 3.43

合计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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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和“过程”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2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效

果”、“满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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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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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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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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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苏州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正常运营，对苏州市吴中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苏州市相城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苏州市吴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昆山市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常熟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太仓市农村产权交易中



心、张家港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七个区县分中心日常运转经费支持，对

苏州农村产权交易业务系统维护及升级优化。

项目总目标

建设全市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构建提升市、县级市（区）、镇（街

道）三级平台统一管理、协作联动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促进农村

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苏州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正常运营，对苏州市吴中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苏州市相城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苏州市吴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昆山市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常熟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太仓市农村产权交易中

心、张家港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七个区县分中心日常运转经费提供支持，

对苏州农村产权交易业务系统进行维护及升级优化，确保业务系统正常

稳定运行，改善资金结算效率，实现全流程移动端覆盖，提升服务便利

化水平。

项目实施情况

（一）持续推进线上交易，促进资产保值增值 2022年 1-12月，全市农村

产权交易成交 41858笔，同比去年减少 9%；成交金额 69.53亿元，同比

去年减少 18%；共组织电子竞价会 770场次，平均增值率达 25.7%，增值

总额 2860万元。由于受疫情形势影响，农村产权交易要素市场流通不通

畅，基层人员忙于防疫工作，市农交中心今年市场化业务受影响较大。

农村产权所有权转让项目成交 11笔，成交金额 19.79亿元，同比去年减

少 46.45%。（二）探索试点创新业务，拓宽平台交易模式探索推进农村工

程招标进场，与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达成联合挂牌进场合作机制。

在昆山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该项业务率先在昆山市范围内实施，并

建成顺畅的操作流程和专家抽取机制、明确了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分

工职责。本年度完成项目 1宗，中标价 3857万元；在途项目 2 宗，总合

同估算价 1502万元。同时，为确保市场规范运行、提高运转效率，市农

交中心多措多举拓展平台交易模式。一是统一合同模版。以镇为单位建

立符合当地需要的多套交易合同模板体系，提高资产租赁合同的规范性

和数据化。二是创新打包交易新方式，采用项目包的方式对多个同类标

的物进行打包立项，实现了多标的一次操作即可完成项目全流程，大大

减轻了基层工作量。三是实现租金分期收缴计划，并将收取结果和状态

等数据实时交互到三资监管平台资金结算模块。四是开拓了交易结算新

方式，市中心、相城分中心均开通并完成了数字人民币结算，市中心还

开通了农行跨境人民币保证金专户，并完成了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股

权转让业务。（三）推进交易市场建设，规范交易工作管理 1.加强信息化

建设。打造纵横互通的信息化数据共享平台，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提

升交易服务的效率。一是无缝对接相关监管部门平台，实现集体资产的

动态管理、全程监管。二是全力配合省、市平台对接，制定省、市平台

开发联调计划。三是提升了系统稳定性，对前、后台的登录进行了可靠

性升级。四是优化了项目公告推广，可通过移动端、PC端进行分享推广。

五是完善了线上交易系统，全面推行网上“不见面”交易，助推农村产

权智慧交易。2.组织业务培训。本年度组织开展了农村产权交易业务线上

培训会，对苏州市辖 3个区 17个镇街道 40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易业务

规范和所有权转让业务的培训和指导，进一步提升农村产权交易工作水

平。3.开展农村产权交易年度评测。市农交中心制定了“农村产权交易年

度评测指标”。通过日常工作监测、实地调研、系统数据比照等途径对各



市（区）分中心的运行情况进行评测，形成考评报告。

项目管理成效

1.拓宽了集体增收路径。从 2017年到 2022年，全市农村产权交易年成交

金额从 8.3亿元增长到 69.53亿元，增长势头迅猛。通过组织电子竞价，

各类集体资产平均增值率为 19.02%，增值总额为 15679 万元，直接提升

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收益。与此同时，参与的交易主体大幅扩展，目

前农村产权交易系统中有 9.68万个注册用户，主要包括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企业、个体工商户、普通农户等。随着交易主体的扩大，资产

交易增值率将持续提高。2.推动了资源优化配置。我市农村产权交易品种

从之前的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以及厂房、商铺的出租，发展到现在涵

盖土地、房产、摊位、设备、股权、无形资产等各种动产与不动产项目。

2022年，集体资产所有权转让额为 19.79亿元，通过股权转让，推动社

会资本助力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结构多元化转型，实现了集体经济组织内

部管理效能的提升。3.强化了“三资”监管机制。全市四级联网平台（市、

县、镇、村四级）的设立和线上交易系统的应用，改变了以往村集体资

产主要在村、镇两级管理系统内部循环的现状，使得交易全程网上运行、

过程阳光透明，有效杜绝了私下交易、暗箱操作。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交易品种较为单一。目前苏州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的交易品种以集体经

营性资产出租、农村养殖水面发包、承包地流转等为主，对比国内其他

地区门类和品种偏少。农村工程建设招标项目进场难度较大，存在规则

未出台、监管不明晰、系统不完善、场地人员紧缺的问题。中央文件中

多次提及“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但顶层设计上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设置了严格

的限制条件。2、市场化程度不高。当前各农交中心的主要职能是项目登

记与审核、交易流程的组织，涉及市场化业务较少。按照政策要求农交

中心对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免收交易服务费用，承接的租赁交易服务目

前也不收费，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财政给予补贴。随着机构的发

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财政扶持或将逐步退出，平台必须转变观念，在

做好公益化服务的同时积极探索盈利模式，加快推进市场化转型，实现

可持续发展。3、平台功能发挥不充分。一是基本功能方面，当前平台线

上发布的资产资源公告数虽大，但是续租资产占比较大（78%）、竞租资

产占比偏低（22%），并且公众、潜在承租户知晓网站、获取招租信息的

渠道单一，缺乏充分的市场主体进入，导致价格发现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资产资源的增值有限，市场活跃度有待提升。二是特殊功能方面，在引

进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领域的咨询策划能力不足，在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方面经验欠缺，不能发现和满足交易主体个性化需求。三是综合

服务方面，平台在法律咨询、资产评估、抵押融资等方面尚未引入第三

方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提供的综合增值服务有限。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做大做强农村集体所有权转让，助力集体经济组织转型升级为服务苏州

农村高质量发展，逐步实现平台市场化运作，农交中心将充分发挥平台

的资源汇聚功能，多措并举拓展平台交易范围和交易模式。一是丰富交

易品类，盘活、唤醒各类资产资源如大型农机具、存量拆除、采购等进

入市场。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推进闲置

宅基地、闲置农房等资源资产进场，增加农民财产收益和集体经济收入。

二是大力推动镇级资产进场交易，实行集体资产交易平台与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联合挂牌机制，充分发挥各板块农交分中心的属地优势，开拓市

域一体资产处置合作新模式，构建农村产权交易统一大市场，焕发乡村

振兴新动能。三是进一步细化项目分类，扩大所有权处置项目。加强调

研和指导，根据发展出现的新需求来进行功能定位和制度设计，优化业

务流程，提高交易效率。2. 拓展农村工程进场服务，智慧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一是配合昆山市农业农村局更大范围推进农村集体工程招标进场，

为需要公开招标但不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采购项目提供信息平台、

交易场所和相应服务。二是与各地纪监、农业农村、公共资源招标管理

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分区域逐步推动农村小微工程进场。三是提升农村

工程建设项目市场化和规范化程度。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与各部门监管

平台互联互通基础上，提供项目登记管理、招标文件编制、信息发布、

评标评审专家库、结果公示等平台服务。四是围绕进场项目引入高质量

金融服务，有效提高农村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农村工程的建设服务质

量，助推美丽乡村建设。3. 围绕农村产权交易链条，延伸金融与科技配

套服务基于农村产权交易构建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加快完善市农村

产权交易平台金融服务功能。一是深入挖掘农村产权交易数据资源，为

金融服务机构提供适配的客户群体，提升服务精准度，探索将金融服务

嵌入农村产权交易业务环节。二是以交易链为基础提供平台鉴证和处置

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围绕农村产权交易产生的金融需求推出专属产品，

稳健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三是在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

门的指导下建立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模式，有效防范和化解农村产权融资

风险，破解农村产权处置难题，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从而闭

合农村产权流转与金融支持服务链的“最后一环”。四是依靠农交平台汇

聚土地资源、技术资源、资金资源的特性，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科

技载体、社会资本多方共赢的农业科技产业化落地模式，提供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

（标注：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