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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平台三期建设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省纪委监委办案科技装备效能试点要求，在市纪

委监委的坚强领导下，县纪委监委深入推进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

平台三期建设项目建设，强化反腐败工作,实现拓展发现问

题线索途径，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对纪检监察案件的有力支

撑。2023年“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平台三期建设”项目经费

45万元，当年支出4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平台三期建设”项目为当年项目，

总体目标与阶段性目标一致，目标为加大反腐力度，强化

反腐败工作，加大问题线索处置力度，拓展发现问题线索

途径，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对纪检监察案件的有力支撑。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

全面梳理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项目实施、政策落实、

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等、侧重分析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平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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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建设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全面总结经验，查找问题，

分析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为优化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绩效评价对象为望江县纪委监委。

绩效评价范围为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平台三期建设项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

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

率性和有效性，严格遵循既定程序，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

(2)公开公正。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

可靠，依法公开。

(3)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产出绩效进

行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密切对应关

系。

2.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项目金使用特点进行指标细化和分值设定，设置

了《2023年度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平台三期建设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从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

进行评价，说细说明项目绩效指标情况。详见绩效目标表。

3.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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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价结合资金特点，主要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

法和公众评判法。通过对产出、效益、满意度等核心指标

的采集、分析、对比，评价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4.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主要参照计划标准，对于已经制定计划目标

的指标，直接用实际情况与计划情况相比进行评价。本次

评价采用百分制，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差”四个

等级。得分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

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评价组制定了指标体系、问卷调查等，明确了评价目

的、方法。评价组严格按照评价方案，通过调研座谈、相

关文件的学习、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指标评

分和报告撰写等环节，顺利完成了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附相关评分表)

评价组按照评价方案确立的总体思路，对照评价指标

体系，根据项目实施情况，采用百分制量化评分。通过综

合评价得出：2023 年度一体推进三不腐项目绩效评价得

分为100分，评价等次为“优”。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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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平台三期建设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综合得分表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平台三期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具体

指标设置及分析详见下表：

评价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标准分值 10 10 50 30 100

评价得分 10 10 50 30 100

得分率(%)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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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平台三期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012-中共望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实施

单位

012001-中共望江县纪律

检查委员会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

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

执行

数

分

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5.00 45.00 45.00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

拨款
45.00 45.00 45.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大数据三期项目建设，实现望江县智慧大数据平台

框架定型、功能定标、模式定范。

完成大数据三期项目建设，预算批

复45万元，预算执行45万元，预算

执行率100%，完成年初设定绩效指

标，达到年初设定绩效指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实际

完成

值

分

值
得分

偏差原

因分析

及改进

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模块 ≥14块 14块 10 10

质量指标 建设质量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建设完成率 ≥985 985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建设成本
≤45万

元

45万

元
20 2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经济发展 提升

达成

预期

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社会效益 提升

达成

预期

指标

5 5

生态效益

指标
政治生态 改善

达成

预期

指标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持续发

挥效益

达成

预期

指标

10 10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98%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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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打破数据壁垒，构建智慧监督体系。一是梳理需求清

单，夯实数据基础。根据模型需要，制定数据采集需求清单，对

接财政、农业农村、数据资源管理等部门，对全县资金数据进行

集中整合，同时将公安、民政、司法等部门政务数据采集到本地

服务器，为平台运行提供数据支撑。截至目前，累计归集 36 个

部门 469 项 8.35 亿多条业务数据，涵盖人员、资金、事项等权

力运行信息。二是研发监督模型，问题自动预警。系统梳理惠民

补贴、涉农资金、营商环境等重点监督领域 26 个，围绕监督领

域重点问题开发监督模型 118 个，对数据进行比对碰撞，自动生

成预警问题，实现日常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2023 年以

来，共核查预警问题 15538 条，查实问题 715 条，党纪政务处分

42 人，组织处理 40 人，追回资金 27.8 万余元。三是惩治“蝇

贪蚁腐”，发挥监督实效。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通过“问题核查+专项治理”的方式，对违纪违法人员形成有力

震慑。

（二）深耕智慧巡察，助力巡察提质增效。一是创新“码”

上巡察，发动群众监督。在大数据平台基础上搭建“智慧巡察”

平台，集成巡察公示、巡察举报、巡察调研等 3 个板块，群众扫

描二维码即可参与“智慧巡察、‘码’上监督”。在对雷池镇巡

察期间，巡察组收到供水企业乱收费问题的举报，立即向雷池镇

党委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2 天就让群众用上了“放心水”。截

至目前，已覆盖 8 轮巡察、3 个巡察组、88 个被巡察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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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举报 97 件。二是发挥预警优势，突出靶向治理。平台自动

比对生成预警问题，及时推送“智慧巡察”平台，实现巡察“靶

向”监督。通过残疾证数据比对发现 17 名现任村干存在“假残

真证”和残疾等级不符等问题，推动注销、冻结或重新评定残疾

证 74 人。针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领域，比对发现大号村 1 名农

户申报补贴时虚报面积 128.39 亩，巡察组现已追回补贴资金

13064.98 元。三是紧盯问题核实，推动整改到位。智能比对巡

察整改情况，聚焦预警问题、上传材料和整改数据，挖掘巡察整

改不彻底问题。针对公租房领域，巡察组结合 120 个预警问题实

地走访核实，发现存在动态管理混乱、租金收取不及时等问题，

督促住建部门在全县开展公租房领域专项整治，收回不符合分配

条件的保障房 103 套，追回欠缴租金 288 余万元。

（三）优化营商环境，探索政务服务监督。一是梳理事项清

单，明确监督范围。上线“营商环境监督”模块，系统梳理行政

许可、行政执法、公共服务等 41 家县直单位 1805 个事项，采集

政务服务办件数据 215 万余条，开发进驻管理、事项管理、服务

办理、涉诉办理、监测评价、申报材料、统计分析等 7 个板块。

二是办件智能预警，实现全程监督。设计办件超期、审批通过率

低、未一次性告知、办件区别对待等 6 个监督模型，通过督办、

预警、核实，对办件从申报到办结全流程监督。截至目前，累计

预警问题 58 个，查实问题 14 个，约谈责任科室负责人 3 人次。

设立 40 个营商环境监测点，通过微信小程序定期参与营商环境

评议，收到评议结果 261 条，投诉 31 条，已全部办结，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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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三是建立长效机制，问题分类处置。制定政务服务预

警问题办理工作规则，采取“首次预警督办、多次预警核查、查

实追责问责”的方式，对办件超期、不满意、不通过等问题实时

督办，对故意刁难、未一次性告知等问题现场核查，形成强力震

慑，督促责任单位改进作风。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建模工具欠缺。平台在公告发布、材料上传、信息查询

等基础功能具有一定优势，但是缺少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数

据比对工具，针对巡察具体业务赋能增效不足，未能有效解放巡

察组人员负担。

二是监督广度不够。目前大数据监督的重点主要在资金、公

职人员和政务服务等领域，但因为缺少数据支撑，对医疗、教育

和项目等领域的监督不够深不够实，距离基层公权力监督全覆盖

还有一定距离。

七、有关建议

一是完成智慧巡察升级。加快推进智慧巡察平台升级，提供

全流程查询、建模、分析功能。研发数据清洗、自主建模、整改

分析等智能工具，将线下采集数据和线上抓取数据碰撞验证，增

强预警问题可查性。开发财务、项目、审批等自动化分析模型，

通过“一站式”清洗分析，一键生成问题线索，为巡察组驻点了

解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巡察工作质效。

二是强化营商环境监督。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平台、

监督监测平台、通报曝光平台、容错纠错备案平台”，针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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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件过多、未一次性告知、故意刁难等问题的单位，重点开展

专项整治。实现督办一批、整治一批、处理一批，系统梳理共性

问题，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合理调整。实时监督全县政务服务办件

情况，将办件及时性、满意度、通过率等作为职能部门考核的重

要指标，为优化全县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三是深挖基层微腐败问题。全方位采集基层行权数据，比对

发现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提高专项治理精准度。围绕

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农村供水保障、安置房分配等领域，采集

信访舆情、监督检查、巡视巡察、审计和财会监督等领域问题数

据，找出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重点问题，理清监督锚点，明确

整治内容，提高核查效率和整治成效。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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