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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18 年度隧道养护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受无锡市财政局委托，无锡众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5 月，组织实施了 2018 年度无锡市隧道养护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根据《无锡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

构参与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规程》、《无锡市财政局委托第三

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和《关于开展 2019 年无锡

市本级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按照“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绩效导向”的原则，围绕 2018 年度

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通过采取“实地调

研、数据采集、汇总数据、全面核实、综合评价”相结合的

形式，对 2018 年度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实际使用管理

及取得具体绩效等情况，全面开展综合评价，并形成本专项

资金的绩效评价报告。 

一、专项基本情况 

（一）专项背景 

  随着无锡市城市建设飞速发展、道桥建设步伐不断推

进，无锡市区范围内隧道应运而生。为了加强隧道养护，保

障隧道正常运行，充分发挥隧道在城市快速通道中的作用，

全面落实隧道日常养护经费摆上议事日程。2010 年，《无锡

市公建中心关于隧道管养费用列入年度城市维护费用的请

示》经市领导批示〔2010〕117 号办文单同意，每年在城市

维护费中安排隧道养护经费，专项用于市区隧道养护购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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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资金。 

（二）项目概况 

2007年，太湖隧道建成通车，意味着我市第一条隧道诞

生。2008 年起，随着快速内环的形成，青祁隧道、金城隧道、

惠山隧道以及构通城区与太湖新城的蠡湖隧道等隧道群应

运而生，总里程长度达到 11.90 公里。2009 年，隧道保洁服

务通过实行公开招投标，确定保洁服务单位；2016 年，机电

和监控养护实行公开招投标，确定养护服务单位。至此，无

锡市隧道养护全面推向社会，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实行政

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委托专业机构实施隧道监控、机电养护

及专业保洁工作。 

（三）专项依据  

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主要依据《无锡市公建中心关

于隧道管养费用列入年度城市维护费用的请示》及市领导批

示〔2010〕117号办文单而设立的。 

（四）组织管理 

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属于政府性专项资金，由无锡

市公建中心负责使用管理。 

1.管理职责明确。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的具体负责

部门为无锡公建中心内设机构隧道（地下工程）部，其主要

职能是根据无锡市市政府要求，具体承担隧道保护区域内的

通行管理和车辆通行秩序维护以及隧道及其附属设施管理

和隧道维修、养护等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专项资金实行了专

项归口管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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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模式明确。通过实行公开招投标，确定养护服务

单位。监控养护由江苏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实施，机

电养护由无锡市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中标实施，隧道保洁

由无锡长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实施，隧道养护项目全部

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五）专项使用内容 

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内容主要为： 

1.隧道监控日常养护项目内容，主要包括隧道、下穿、

地下人行通道及隧道控制中心所涉及的监控设备进行日常

运营管理、定期保养维护、设施与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及隧道

内各类突发应急事件的处理。 

2.隧道机电日常养护项目内容，主要包括隧道、下穿、

地下人行通道及隧道控制中心的照明系统、机电设备、路面、

墙面、吊顶、顶部防火板、防撞墙等日常维护保养和维修工

作，以及变电所、雨水泵房值班及维护项目的管养。 

3.隧道保洁项目的内容，主要包括保持隧道环境整洁。 

4.大修理项目，主要指已过保质期的设备及损坏的设施

更换维修费用、设备的年度服务费用、大型的工具费及设施

技术改造费用等。 

5.隧道保险费、水电费等。 

6.其他运营经费，编号隧道控制中心物业管理费、车辆

使用费、管理及办公费用、管理处人员费用等。 

（六）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1. 专项资金预算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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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年初预算安排

3675.33 万元，其中，大修理项目预算 452 万元，经市政府

投资评审管理处项目最高限价审核，大修理项目结余 44 万

元，2018年 10月 16 日无锡市公建工程建设中心向朱市长书

面请示，调整 2018 年隧道大中修计划，增加实施三个大中

修项目，金额 44 万元，大修理预算资金总额未作调整。专

项资金预算调整率为 1.20%。 

2. 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当年实际支出

3404.4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2.63%（详见表 1）。其中：

大修理项目的预算金额 452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278.53 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61.62%，实际大修理项目已全部竣工，因

工程竣工财务决算的审核报告未完成，资金未支出。 

表 1  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实际支出金额 

隧道监控日常养护 986.65 986.65 

隧道机电日常养护经费 978.51 978.51 

水电费 750.00 648.06 

隧道大修经费 452.00 278.53 

隧道保洁 324.36 324.36 

其他运营费用 136.86 135.83 

隧道保险 26.95 26.95 

应急费用 20.00 25.59 

合计 3675.33 34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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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项绩效目标 

根据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预算绩效论证申报资料

显示，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为： 

1.安全设施完好率达到 100%； 

2.隧道保洁冲洗率达到 100%； 

3.普通设施完好率达到 95%； 

4.隧道设施诉求处置率达到 100%； 

5.隧道养护考核质量全部达到合格。 

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一）绩效评价思路 

1.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 2018年度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全面了解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掌握专项

资金扶持项目取得的实际绩效情况，为无锡市公建中心组织

项目实施、使用管理专项资金，为无锡市财政局提高专项资

金使用绩效提供参考性建议。 

2.评价范围 

2018年度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范围，主要

是 2018 年度隧道机电日常养护经费、隧道监控日常养护、

隧道保洁、隧道保险、隧道大修经费、水电费、应急费用、

其他运营费用等 8 个项目涉及资金 3675.33万元。 

3.评价依据 

（1）主要文件政策 

《无锡市公建中心关于隧道管养费用列入年度城市维

护费用的请示》及市领导批示〔2010〕117号办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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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文件依据 

①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预算绩效论证申报资料； 

②无锡公建中心年度预决算报告； 

③《无锡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隧道管养专项考核办法》； 

④《隧道养护管理标准文件》； 

⑤《隧道运营管理标准文件》。 

（3）年度绩效目标（见上） 

4.评价方向  

由于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用于隧道机电日常养护

经费、隧道监控日常养护、隧道保洁 3个项目的资金量占专

项资金总量的 62.29%，且该类项目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项

目。因此，本次绩效评价方向，改变了专项资金传统的评价

方向，主要从政府购买服务的角度出发，重点围绕“需要花

多少钱购买服务、花钱购买的服务质量如何”两个方面开展

绩效评价。 

5.评价内容 

根据 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方向，

围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内容，按照无锡市财政局绩效评价相

关要求，在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中，重点核实评价了以下

主要内容： 

（1）“需要花多少钱购买服务”方面 

隧道机电日常养护、隧道监控日常养护、隧道保洁 3 个

项目养护工作量的确定、养护人员的配备依据、养护成本的

构成等情况，核实到底需要花多少钱购买隧道养护服务。 

（2）“花钱购买到的服务质量”方面 

隧道机电日常养护、隧道监控日常养护、隧道保洁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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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购买服务时，是否提出了预期达到的养护目标、是否制

定跟踪检查的要求和日常考核的标准、是否实行了日常检查

考核等情况；核实外包服务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养护效果，政

府购买隧道养护服务取得了哪些相应的养护绩效。 

（3）大修理项目方面 

主要重点关注隧道施工前的初始设计要求，是否明确了

相关项目的修理周期，大修理项目的范围如何界定的；2018

年实施的大修理项目是否符合大修理周期要求、是否属于大

修理范围；大修理设备更新是否实行了政府采购、是否进行

了性价比较。 

6.评价方法 

为了全面完成 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工作，根据绩效评价一般采用的评价方法，针对无锡市隧

道养护专项资金的使用特性，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评

价方法。 

（1）目标对比法。主要对照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

年初申报预算时提出的年度绩效目标，与经过核实确定的实

际完成值进行比对，以此衡量评价专项资金是否实现了预期

的目标效果。 

（2）成本核算法。主要针对隧道机电日常养护、隧道

监控日常养护、隧道保洁 3个项目实施内容，核算实际的费

用成本情况。 

（3）社会调查法。主要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形式的社会

调查，广泛了解掌握市民对隧道相关设施运行、保洁状况、

行驶畅通等满意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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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家评价法。聘请专家组织对隧道机电日常养护、

隧道监控日常养护、隧道保洁 3个项目实际管养成本费用进

行论证，形成管养外包项目费用的建议。通过数据采集、汇

总，形成评价基础资料后，组织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聘请

的专家，进行专家集中会审，最终得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

结论。 

（二）评价的组织与职责分工 

1.人员配备情况 

根据 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具体

工作量，组成绩效评价工作小组： 

组长：蒋瑜，全面负责制定工作方案、指标研制、访谈，

参与重点评价内容的现场评估，报告撰写； 

副组长：尚勤，全面负责项目的开展、进度跟踪，具体

负责重点内容评价，数据核查和社会调查； 

组员：王佳琦、冯焱、孙旭东、郁萍具体负责数据核查、

现场抽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2.聘请专家情况 

根据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特性，聘请了无

锡市人大常委会原城乡建设委主任王安岭、原研究室主任祁

际平为本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专家，全程指导本次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 

（三）评价的过程 

根据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本次绩

效评价主要经过以下几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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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调研访谈。赴市公建中心等部门先行开展前期调

研，获取项目立项资料、相关政策性文件，了解绩效评价的

内容、目的及资金范围等，与隧道（地下工程）部沟通了解

隧道养护购买服务的具体情况，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奠定基

础。 

2.现场实地核实。根据隧道养护购买服务的 3个大类项

目及大修理项目，全部到达实地进行现场核实。 

围绕“需要花多少钱购买服务”方面，核查了养护监管

单位与养护服务单位签订的购买服务合同，隧道机电日常养

护、隧道监控日常养护、隧道保洁 3 个项目养护成本的构成

情况。特别是对隧道机电养护、隧道监控养护两个项目招投

标人员配备的需求、养护人员实际配备的情况、养护成本实

际构成情况等，进行了核实、测算，重点解决到底要花多少

钱购买隧道养护服务。 

围绕“花钱购买到的服务质量”方面，对于养护单位，

主要核查了隧道机电日常养护、隧道监控日常养护、隧道保

洁 3 个项目购买服务时，是否提出了预期达到的养护目标、

是否制定跟踪检查的要求和日常考核的标准、是否实行了日

常检查考核等情况；核实外包服务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养护效

果，政府购买隧道养护服务取得了哪些相应的养护绩效；应

急抢修的反应时间是否在 3小时以内的情况等。对于监管部

门，主要核查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考核办法的制定、日常

巡查监管的记录、实际实施考核的记录、市民投诉问题实际

处理的情况等。 

大修理项目方面，主要重点核查隧道施工前的初始设计

要求，是否明确了相关项目的修理周期，大修理项目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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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的；2018 年实施的大修理项目是否符合大修理周期

要求、是否属于大修理范围；大修理设备更新是否实行了政

府采购、是否进行了性价比较等情况。 

3.设计评价指标。主要是根据 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

专项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设置了《无锡市 2018 年度隧道

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并按照评分标准逐项评分，

最后得出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分值结果。 

4.开展社会调查。为了通过开展问卷调查，能够全面了

解掌握市民对隧道养护管理情况的满意度情况。本次绩效评

价社会调查，采用了网上调查问卷和网下现场调查问卷二种

方式。网上调查问卷回收 635份；网下调查问卷回收 200 份。

基本达到了社会调查的预期效果。 

5.聘请专家评价。针对实际核实后测算的隧道监控养

护、隧道机电养护成本，组织专家进行审定。根据前期现场

审核、社会调查等结果情况，聘请无锡市绩效评价专家进行

综合评价，在充分肯定 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使

用绩效的同时，揭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并提出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 

（四）评价指标、权重和标准设计 

按照无锡市财政局绩效评价指标框架体系的要求，针对

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设计了《无锡市

2018 年度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详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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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无锡市 2018 年度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2018 年目

标值 

2018

年完

成值 

打分标准 

1、专项管理 35    

11、使用情况 

111 预算调整率（％） 4 ≤10%  
≤10%得满分，每大于 1%扣 1分，扣

完为止。 

112 预算执行率（％） 4 ≥95%  
≥95%得满分，每小于 1%扣 0.5 分，

以此类推。 

113 明细支出合理性 7 支出合理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 分，扣完为止 

12、规范运作 

121 
项目实施配套办

法 
6 健全  

没有制定各种办法不得分，缺一项办

法扣 1 分，缺一项要素扣 0.5 分 

122 
项目运转程序规

范 
7 符合规范  发现一起不符合规定扣 3 分 

123 
项目实施跟踪管

理 
7 符合规范  

没有相关记录，发现一起扣 1 分，没

有事后检查考核记录发现一起扣 0.5
分 

2、项目绩效 65    

21、项目产出 

211 安全设施完好率 4 100%  

按 2018 年完成值与 2018 年目标值的

比率区间评分，≥100%且≤140%，得

满分；85%-100%或 140%-200%，按比

例扣分；≤85%或≥200%，得 0 分 

212 隧道保洁冲洗率 4 100%  同上 

213 普通设施完好率 4 95%  同上 

214 
隧道设施诉求处

置率 
4 100%  同上 

215 
隧道养护考核质

量 
4 合格  

3 家养护单位和物业管理单位考核得

分全部合格的，得 4 分；有 1 家不合

格，扣 1 分，以此类推。 

216 
养护考核实施情

况 
8 100%  

考核办法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占 4 分；

严格按照考核办法组织考核，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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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大修理任务完成

率 
5 100%  

按 2018 年完成值与 2018 年目标值的

比率区间评分，≥100%且≤140%，得

满分；85%-100%或 140%-200%，按比

例扣分；≤85%或≥200%，得 0 分 

218 日常巡查率 6 100%  

执行日常巡查但无巡查记录或记录不

完整的，得 3 分；执行日常巡查且有

完整记录的，得 6 分。 

22、项目效益 

221 应急抢修及时率 5 100%  

按 2018 年完成值与 2018 年目标值的

比率区间评分，≥100%且≤140%，得

满分；85%-100%或 140%-200%，按比

例扣分；≤85%或≥200%，得 0 分 

222 养护费用符合度 8 95%   

按 2018 年完成值与 2018 年目标值的

比率区间评分，≥100%且≤140%，得

满分；85%-100%或 140%-200%，按比

例扣分；≤85%或≥200%，得 0 分 

223 
监管考核效果情

况 
8 符合要求  

现场抽查监控养护和机电养护的工作

效果，每个项目占 4 分，100%得满分，

85%-100%按比例扣分；≤85%得 0 分 

224 市民满意率 5 90%  
达到 90%的，得 5 分；没有达到的，

按比例扣分。 

总分 100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一）业绩综合情况  

无锡市隧道养护项目属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对照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的相关要求，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

金在 2018年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在： 

购买服务要求基本达到：2018 年，隧道监控、机电养护

能够按照不同类别、不同等级和不同技术级别进行相应养

护，总体达到了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及相关要求。购买服务

监管趋于常态：2018 年，基本能够做到开展日常巡查，坚持

按照《无锡市隧道养护考核办法》明确的要求，每季组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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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监控养护、隧道机电养护、保洁工作进行检查考核评分，

形成评判养护责任单位实施服务情况的主要依据。购买服务

目标全面实现：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预算绩效

论证申报资料中提出的 5 个绩效目标全部完成。大修理项目

如期完成：2018年度安排实施的隧道软件平台及信息化系统

升级改造等 19个年度大修理项目全部如期完成。 

2018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在取得上述成效的同

时，在以下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实施服务方面：监控养护项目中存在了监控养护项目擅

自转包，在未报告甲方的情况下，江苏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大为”）将监控养护项目转包给无锡大

为智能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大为”）。 

服务效果方面：监控养护项目中存在隧道出入口设置的

岗亭配备人员离岗率比较高，离岗比例达到了 32%。机电养

护项目中存在着隧道地面坑洼现象时有发生、隧道顶（墙）

面漏水现象维修滞缓、隧道顶面存在脱落现象等安全隐患；

隧道保洁项目中，存在了隧道路面保洁不够及时，保洁服务

存在缺陷。 

服务考核方面：存在了日常监管数据存在缺失，市民投

诉未与考核挂钩等现象。 

大修理项目方面：主要存在了大修理项目与日常维修项

目的界定，没有形成书面标准依据；隧道配置的所有设施设

备，还尚未建立使用周期标准，年度实施大修理项目的依据

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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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价，针对 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使用情

况评分为 78.55 分，评价结果等级为“良好 ”。详见《无

锡市 2018年度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附件1）。 

（二）主要绩效指标分析  

1. 投入与过程类指标分析  

（1）资金使用权重 15 分，实际得 13.50 分。 

①预算调整率：年初预算 3675.33 万元，年度新增三个

大修理项目金额 44 万，预算调整率为 1.20 %。该指标权重

4 分，按照评分标准，实际得 4分。 

②预算执行率：年度预算数为 3675.33 万元，实际支

出 3404.4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2.63%。该指标权重 4分，

大于 95%得满分，每小于 1%扣 0.5分，按照评分标准，扣 1.5

分，实际得 2.5分。 

③明细支出合理性：该指标权重 7 分，按照评分标准，

扣 0 分，实际得 7 分。 

（2）规范运作权重 20 分，实际得 11.50 分。 

①项目实施配套办法：2018年正式行文的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该指标权重 6 分，按照评

分标准，扣 4分，实际得 2分。   

②项目运转程序规范：监控养护项目转包未向公建中心

申报擅自转包，该指标权重 7分，按照评分标准，扣 3分，

实际得 4 分。 

③项目实施跟踪管理：该指标权重 7 分，实施跟踪管理

的记录不完整。按照评分标准，扣 1.5分，实际得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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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产出类指标分析 

项目产出类指标权重 39分，实际得 32 分。 

（1）安全设施完好率：该指标权重 4 分，按照评分标

准，扣 0 分，实际得 4分。 

（2）隧道保洁冲洗率：该指标权重 4 分，按照评分标

准，扣 0 分，实际得 4分。 

（3）普通设施完好率：该指标权重 4 分，按照评分标

准，扣 0 分，实际得 4分。 

（4）隧道设施诉求处置率：该指标权重 4 分，按照评

分标准，扣 0分，实际得 4分。 

（5）隧道养护考核质量：该指标权重 4 分，按照评分

标准，扣 0分，实际得 4 分。 

（6）养护考核实施情况：该指标权重 8 分，市民投诉

未结合到考核办法中，按照评分标准，扣 2分，考核办法没

未严格执行，按照评分标准，扣 2 分，合计扣 4分，实际得

4 分。 

（7）大修理任务完成率：该指标权重 5 分，按照评分

标准，扣 0分，实际得 5 分。 

（8）日常巡查率：该指标权重 6 分，日常巡查记录不

健全，按照评分标准，扣 3分，实际得 3 分。 

3.项目效益类指标分析 

项目效益类指标权 26 分，实际得 21.55 分。 

（1）应急抢修及时率：该指标权重 5 分，按照评分标

准，扣 0 分，实际得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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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养护费用符合度：该指标权重 8 分，按照评分标

准，监控养护费用符合度 90.56%，扣 0.16 分；机电养护费

用符合度 86.42%，扣 0.29分，总扣分 0.45分，实际得 7.55

分。 

（3）监管考核效果情况：该指标权重 8 分，监控养护

和机电养护每个项目占 4分。实地检查中发现岗亭 7人离岗，

离岗率 31.82%；警示灯 1 次不亮，抽查不符率 50%。监控养

护项目扣 4分，合计扣 4 分，实际得 4分。 

（4）市民满意率：根据网上和网下社会调查问卷的结

果，市民满意率为 99.88%。该指标权重 5 分，按照评分标准，

扣 0 分，实际得 5 分。 

四、主要成效 

无锡市隧道养护项目属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2018 年，

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部门根据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管理工作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加强对实施服务责

任主体的监督管理，达到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预期目标。主

要体现在： 

（一）购买服务要求基本达到 

2018年，隧道机电养护能够按照不同类别、不同等级、

和不同技术级别进行相应养护；隧道监控能够坚持每月按照

养护计划，做好蠡湖隧道、金城隧道等 CCTV 系统、PLC设备

等的日常检查和维护，基本都达到了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及

相关要求。据隧道监管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资料显示，2018

年，隧道发生各类事故 212 起，能够在 30 分钟以内及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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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达到了 151 起，占比 71.23%。监控养护责任单位全年

实行故障维修近 200 次，机电养护责任单位全年实行故障维

修近百次。 

（二）购买服务监管趋于常态 

无锡市隧道养护项目监管部门在制定了《无锡市隧道运

营管理标准应急预案》、《无锡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隧道大

修专项管理规程》及《无锡市隧道考核制度》的基础上，2018

年基本能够做到开展日常巡查，坚持每月召开例会，通过听

取监控养护责任单位、机电养护责任单位、保洁责任单位实

施养护情况汇报，检查服务单位履行服务的情况，并逐步形

成制度化；按照《无锡市隧道养护考核办法》明确的要求，

每季组织对隧道监控养护、隧道机电养护、保洁工作进行检

查考核、逐项评分，形成评判养护责任单位实施服务情况的

主要依据。 

（三）购买服务目标全面实现 

2018 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预算绩效论证申报资

料中提出“安全设施完好率”、“隧道保洁冲洗率”、“普

通设施完好率”、“隧道设施诉求处置率”、“隧道养护考

核质量”5 个预期实现的绩效目标，实际结果为“安全设施

完好率达到 100%”、“隧道保洁冲洗率达到 100%”、“普

通设施完好率达到 95%”、“隧道设施诉求处置率达到 100%”、

“隧道养护考核质量全部达到合格”，体现了年度购买服务

项目绩效目标全面实现。 

（四）大修理项目都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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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2018年度安排实施的隧道软件平

台及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等 19 个年度大修理项目，在统筹

安排、资金保障、精心组织下，全部在年底前如期完成，为

全面保障隧道设施设备完好、隧道正常畅通运行创造了条

件。 

五、主要问题 

2018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在取得上述成效的同

时，在以下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实施服务方面 

1.监控养护项目 

（1）监控养护项目擅自转包 

在绩效评价实施现场核实过程中，我们分别着重查看了

无锡市公建中心与“江苏大为”签订的《无锡市隧道监控养

护合同》、与无锡市工业安装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无锡市

隧道机电养护合同》以及《无锡市隧道群监控养护管理委托

协议书》、《无锡市隧道群机电养护管理委托协议书》。在

无锡市隧道群监控养护管理委托协议书》中第六条“合同的

签订及终止”条款中第 2 小点约定：“未经甲方同意，乙方

擅自转包给他人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实际上，“江

苏大为”和“无锡大为”签订了合作协议，以每个季度不同

的合作价格，将中标的 9,866,487.81元/年费用的部分监控

养护项目以 636万元转包给“无锡大为”组织实施，且“江

苏大为”并未以书面形式向甲方请示转包或和其他单位合作

的事宜。因此，该行为是在未经甲方同意的情况下转包，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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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严格遵守合同的行为。 

（二）服务效果方面 

1.监控养护项目 

在开展现场核实时，我们分别查阅了《隧道监控养护手

册》、《隧道机电养护手册》等反映养护要求的依据，实地

查看了蠡湖隧道、青祁隧道等多个隧道，现场暗访隧道养护

实际效果的情况。实际发现了以下两种现象： 

（1）岗亭人员存在离岗现象 

在暗访过程中，我们两次对隧道出入口的岗亭进行查

看，共计查看 22个岗亭，在岗人数应为 22人，实际现场查

看在岗人数为 15人，离岗人数 7人，离岗比例达到 31.82%。 

（2）警示显示不能及时反映 

为了现场测试隧道警示灯是否及时显示的情况，我们分

别在青祁隧道、蠡湖隧道停车两次且时长超过 5 分钟(隧道

内车辆滞留 2 分钟以上应警示灯显示)，其中：蠡湖隧道中

停车所在车道并没有及时亮起红色警示灯，说明警示显示及

时反映不够。     

2.机电养护项目 

为了全面了解监管部门对市民投诉反映问题的实际处

置情况，我们查看了 2018 年度市民投诉反映受理记录。在

全部 36 起投诉问题中，经过甄别筛选，发现与隧道监控养

护、机电养护、保洁服务相关联的问题有 10 个，主要表现

在： 

（1）土建养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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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隧道顶面漏水和脱落现象：市民蒋女士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电话反映“滨湖区金城隧道内由西往东方向，顶上

有滴水漏水现象，且存在一个星期左右”；市民付先生于 2018

年 10 月 17日电话反映“滨湖区蠡湖大桥隧道从南向北入口

处处，隧道顶部的板有脱落情况，存在安全隐患”。 

（2）机电养护方面 

存在照明灯多个不亮现象。市民田先生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电话反映“梁溪区太湖大道隧道由东往西道路照明灯和

红星桥下太湖大道的照明灯多个不亮”。 

3.隧道保洁项目 

存在隧道路面保洁不够及时现象。如市民来电反映“蠡

湖隧道由北往南方向三分之二处，靠右侧两条车道内有动物

尸体，已一周未作处理”。 

对于市民实时发现且电话即时反映的以上问题，隧道监

管部门明确了市民投诉事项处理流程，即“收到市民投诉热

线转来的投诉事项后，通过电话通知相关维养单位进行处

理，维养单位处理好后电话通知公建中心人员现场察看后，

再通过投诉平台对投诉人进行回复。”但是，从规范管理的

角度来看，由于没有设置《市民投诉事项记录及处理单》，

维养单位处理情况、修复现场察看情况都没有留下相应痕迹

记录，不利于责任追究。 

（三）服务考核方面 

作为评价监管部门实施具体服务监管考核的重点内容，

我们主要现场查看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养护考核办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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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巡查记录台账、每月列会记录、季度考核记录等所有与之

相关联的资料台账。发现了在实际实施监管中，监管部门的

监管职能没有履行到位。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现象： 

1.日常监管数据存在缺失 

2018年，隧道监管部门在实行每季度定期对养护单位考

核评分的同时，采取了日常巡查监管的形式，加强了对购买

养护服务质量效果的监管，在确保达到养护服务质量方面起

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监管数据严重缺失，仅提供了

2018年养护单位巡查扣分通知单，未见购买服务以来相关巡

查记录、未见物业管理检查相关记录，服务外包项目的日常

巡查监管的记录台账不够健全、完整，缺乏系统性、连续性，

表明了监管没有全部履行到位。 

2.市民投诉未与考核挂钩 

通过查看季度考核表、市民投诉记录台账等资料后发

现，平时市民反映的各种现象，都是反映隧道养护质量及效

果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是最能够说明养护质量和养护效果

最充分的依据。但是，恰恰都没有在季度考核表中体现，说

明市民投诉反映的问题没有与季度考核评分挂钩联系。 

（四）大修理方面 

1.大修理制度内容不健全 

隧道配置的所有设施设备是隧道养护购买服务以外的

项目，是由隧道管理主体部门自行组织实施的项目。在绩效

评价过程中我们着重查看了大修理管理办法、2018 年度大修

理项目计划及实际实施的大修理项目明细及使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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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现隧道养护管理的大修理项目标准化体系不够完善。

主要表现在：大修理项目与日常维修项目的界定，没有形成

书面的标准依据；隧道配置的所有设施设备，没有明确各类

设备的具体使用年限标准。 

六、相关建议 

为了进一步规范隧道养护购买服务行为，不断提高隧道

养护专项资金使用绩效，针对 2018 年度隧道养护购买服务

项目中反映在实施服务、服务效果、服务考核等方面存在的

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了监管行为尚未完全规范化，提出如下

建议： 

（一）严格加强监管，切实规范监管行为 

无锡市隧道养护项目是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加强

服务质量的监管、服务效果的考核是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

跟踪管理的重点内容。因此，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监管的重要

环节是加强服务质量的监管和服务效果的考核。针对 2018

年度，隧道监控养护、机电养护、保洁服务在项目实施方面、

服务效果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建议作为全市隧道监管部

门，严格加强日常监管，切实规范监管行为，优化检测考核

办法，全面提升监管效果。 

1.完善专项管理规范 

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是实施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的前

提；提高专项资金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是实施专项资金绩效

管理的基础。建议隧道监管部门尽快制定《无锡市隧道养护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配套办法及实施细则，围绕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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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范围内容、养护单位的服务标准、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

日常巡查的形式及频次、日常巡查的内容及要求、专项绩效

管理等内容，全面明确相应要求，形成专项资金操作性规范

及管理依据。准确测算大修理项目资金，科学编制大修理项

目预算，以提高大修理项目预算编制准确性为突破口，全面

提高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的准确率。 

2.规范日常监管行为 

实行日常监督检查，是对一个时点内的购买养护服务质

量的验收，反映了一个时点内购买养护服务取得即时效果的

情况。鉴于隧道监控养护、机电养护、保洁服务都是即时实

施的行为，针对目前日常巡查没有形成规范记录依据的现

象，建议继续重点加强日常巡查监管，特别是充分发挥手机

的作用，运用影像实时记录手段，将每次巡查、检查的结果，

全部形成书面记录资料，确保检查考核结果的真实性、时效

性。 

市民投诉反映情况直击的问题最真实，反映了市民认真

负责的精神，体现了一种正能量，实质上也起到了义务监督

员的作用。因此，这种精神应该大力鼓励和弘扬，并重视对

待。建议监管部门尽快设计《市民投诉事项记录及处理单》

（参考样本见附件 3），并按照记录处理内容，如实填写，

形成记录台账，既能够为养护单位年度考核提供重要依据，

也以此达到规范管理的要求。 

3.优化检查考核办法 

日常巡查与季度考核的结果，都是衡量隧道监控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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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机电养护、隧道保洁服务等项目是否取得购买服务效果

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市民电话反映的问题，更能够真实反映

实际养护的效果。从某种角度来看，日常巡查的作用效果相

对于季度检查考核的作用效果更加能够贴近实际，市民反映

的问题更加符合即时实际。因此，建议实行日常巡查、市民

反映问题与季度考核相结合的考核办法，将日常巡查的结

果、市民反映的问题都融入到年度考核体系中，并提高日常

巡查结果、市民反映问题在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进一步

体现检查考核的科学性、合理性。 

4.增强履约行为约束 

针对隧道监控养护单位自行转包养护项目的现象，建议

监管部门重申履约纪律，告之养护服务单位严格按照购买服

务合同规定要求，在项目中标后，未经同意，不得自行转包

项目；必须将投标承诺的服务人员名单提交养护服务购买

方，如果需要变更服务人员，须经过委托方同意，并将该内

容在合同中明确。如果一旦发生类此现象，一律作为违反合

同处置，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养护服务单位的监管。 

（二）建立标准体系，积极完善大修理体系 

隧道监控、机电设施设备大修理项目的实施效果，事关

隧道监控、机电设施设备能否确保投入正常运转并发挥相应

作用的问题。因此，在隧道监控、机电日常养护的同时，有

必要安排专项经费，保障大修理项目实施落实到位。鉴于隧

道监控、机电设施设备已经投入运行时间较长，且面对每年

极其有限的大修理资金，建议隧道管理责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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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尽快完善日常维修项目与大修理项目的界定边际，

将属于易损易耗的、使用周期在较短时间内的零件、配件，

纳入日常维修项目范围，其费用经过详细测算后确定费用额

度，由养护单位以年为周期实行定额包干；对于除此以外的

修理项目，纳入大修理范畴，按照大修理项目要求实行管理。 

二是根据隧道监控、机电每类设施设备的理论使用年

限，结合实际使用结果，制定隧道监控、机电设施设备使用

周期年限标准，为设施设备实行大修理提供充分依据。 

三是建立大修理项目库，根据每类设施设备使用周期年

限，建立定期大修理项目库；并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项

目实行排序；每年依据大修理项目可用资金额度，安排实施

年度大修理项目。 

四是将完善的日常维修项目与大修理项目的界定标准、

制定的监控、机电设备使用周期年限标准，尽快形成规范性

的文件，作为日常操作的依据。 

七、关于提交探讨的问题 

围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的方向和重点，按照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管理的要求，在本次绩效评价过程中，

我们着重对购买养护服务成本进行了跟踪，侧重关注了隧道

监控养护、隧道机电养护、隧道保洁服务项目的购买服务成

本问题。通过查看招投标文件，了解监控养护、机电养护、

保洁服务项目养护人员的实际采购需求；隧道监管部门分别

与养护单位签的养护合同；收集监控养护、机电养护两个单

位实际配备人员名单、工资发放清单等资料；分别对两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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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提供的人员清单，逐个进行电话核实；赴隧道出入口岗亭、

控制中心等现场，实地核实了实际在岗人员情况；比对南京、

扬州等地隧道养护费用等等了解、核实，总体上，感觉到我

市隧道养护服务外包的价格水平比周边城市价格水平呈现

了“控制严、费用少”的特点。但同时存在的一些现象，值

得引起关注和思考，提交相关部门共同探讨。 

1.基本情况 

无锡市隧道养护项目中的监控养护、机电养护、保洁服

务三个项目，2016 年实行公开招投标，进入 2016--2018 年

三年承包服务期，根据服务项目内容修正情况，经过调整后

确定招投标底价。 

（1）监控养护项目： 2008 年开始，承养单位都为江苏

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据获得的资料，2012年签订了两个

合同，其中：太湖大道监控管养费 316.02 万元，人员核定

67 人;其他隧道监控管养费 642.03 万元，人员核定 141人；

两个合同总额 958.05万元，核定人数 208 人。2013 年-2015

年间合同金额不变。2016 年-2018 年的招标合同价为

9866487.81 元/年，根据了解，主要按以前年度的养护金额

为依据，原单独申请的备品备件款改为列入在监控养护项目

中，所以，监控养护价格比以前年度的合同价有所提高。 

（2）机电养护项目：2008 年开始，承养单位都为无锡

市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据获得的资料，2012年机电合同

价 288.64万元，人员配备 56 人；土建合同价 605.13 万元，

人员配备 117 人。合计总的养护费 893.77 万元，总人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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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173 人。2013 年-2015 年间养护金额未变。2016 年-2018

年，实行政府招投标，养护费合同价 978.51 万元/年，新增

84.75万元，根据了解，主要按以前年度的养护金额为依据，

原单独申请的备品备件款改为列入在机电养护项目中，所以

增加了养护费。 

（3）保洁项目：2012 年-2015 年，承养单位为无锡市

越泰保洁服务公司，保洁养护金额都是 590 万元/年。2016

年-2018 年通过政府招投标，中标额 324.36 万元/年，承养

单位为无锡长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重新招标的服务内容作

了调整：一是原合同中，路面为每天一次清扫，新合同将路

面分为两种，隧道路面 1 次/每月，人行通道路面 1 次/天；

二是新合同中增加了太湖大道隧道墙面 1 次/月。费用由原

来的 590 万降到 324.36 万。 

2.定价机制 

2012年，监控养护、机电养护项目是按照配备人员测算

购买服务价格，保洁项目是按照保洁内容及工作量测算价

格。2016--2018年服务周期中，监控养护、机电养护改为按

照养护工作内容及工作量测算服务价格，保洁项目仍然是按

照保洁内容及工作量测算价格。 

3.存在现象 

（1）隧道监管部门委托实施的监控养护项目、机电养

护项目招标文件和提供服务的监控养护单位、机电养护单位

投标文件，都是以养护工作项目数量及对应的单价确定最终

养护成本费用，而养护单位实际发生的养护费用成本基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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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人员工资性支出构成的劳动力成本为主，成本测算与实

际发生的成本口径不一致。 

（2）监控养护项目在隧道出入口设置了 26个监管岗亭，

实际配备了 86 名相应的安保人员，每年产生的人力成本在

300 万以上。这些安保人员主要是发挥封道、开道及应急预

处置等作用，而封道、开道的作用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如

利用巡检人员定时进行封道、开道工作或安装自动化装置代

替。该岗位的投入产出比低下。 

（3）隧道监控设备的安装、监控软件的设计，“江苏

大为”都是直接参与者；隧道机电设备的安装，无锡市工业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是直接参与者。因此，后期的养护工作从

理论上来看，由这两家公司承接比较妥当。但是，也会随之

带来一定的弊端。如养护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缺乏相应的市

场竞争；这两家公司长期承接隧道监控、机电的养护，养护

监管单位与养护服务单位之间容易形成一种依赖的关系，不

利于项目的监管。 

（4）我们按照两家养护单位提供的人员名单，进行了

养护费用符合度的测算。按完成这些养护任务所配备的人员

的人工成本和其他成本的基础上，考虑了合理的利润和税费

（5%的管理费用和 5%的利润以及 6.72%的税费）。测算结果：

隧道监控养护项目的合同价为 986.65 万元，测算的所需费

用为 897.97 万元，符合度为 91.01%；隧道机电养护项目的

合同价为 978.51万元，测算的实际成本为 859.51万元，符

合度为 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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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关建议 

核准购买服务成本，是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管理必须

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化多少钱购买服务”的根本问题。

建议 

（1）隧道监管部门在下一轮新的外包周期实施前，从

现在开始化两年时间，即组织隧道监控、隧道机电、保洁服

务等养护成本的调研摸底，全面掌握第一手数据资料；根据

《无锡市隧道监控养护手册》、《无锡市隧道机电养护手册》

明确的养护内容及要求，进行精心测算，编制每个养护项目

的定额标准；再根据养护项目实际工作量，按照制定的定额

标准，确定养护成本价格；在此基础上，加上税收、管理费

及适当利润等刚性支出，形成相对科学合理的购买养护服务

的价格机制。保洁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建议参考环卫行业

的费用成本，分别测算单位面积人工清扫费用成本和单位面

积机械清扫费用成本，单位面积墙面冲洗费用成本；在此基

础上，按照隧道清扫的实际面积，计算实际服务成本，再加

上税收、管理费及适当利润等刚性支出，形成相对科学合理

的购买保洁服务的价格机制。 

（2）全面隧道智能化管理是隧道管理的发展趋势，鉴

于隧道监管部门已经制定了隧道软件平台及信息化系统方

案，已经将隧道智能化设想纳入整体方案，并提出了具体实

施步骤，建议隧道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参考养护单

位已经设计投入试运行的监控和机电养护管理智能系统，结

合现有隧道出入口岗亭设置存在的投入产出比较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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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现代化智能化手段替代人工管养的角度出发，逐步取消

隧道出入口岗亭值班进行通盘考虑，进一步完善方案，形成

一个政府掌握核心技术的、体现隧道管理全方位和全过程

的、运用物联网技术的无锡市隧道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在

相关部门资金全力扶持的情况下，加快设计及实施步伐，尽

快实现隧道管理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全力打造无

锡市现代化隧道管理的品牌。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保洁服务项目 2016 年-2018年服务周期内，中标服务单

位为无锡长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2019 年中标服务单位为无

锡地铁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由于绩效评价范围是 2018

年，原服务单位无锡长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已经退出隧道保

洁服务行列，该公司不予配合调查，因此无法获取保洁服务

实际构成成本。 

附件： 

1、《无锡市 2018 年度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

表》； 

2、《市民满意度调查问卷及汇总》； 

3、《市民投诉事项受理及处理单》； 

4、《无锡市 2018 年度隧道养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表》。 

无锡众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绩效评价项目组                    

                        二 0一九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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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无锡市城市建设飞速发展、道桥建设步伐不断推进，无锡市区范围内隧道应运而生。为了加强隧道养护，保障隧道正常运行，充分发挥隧道在城市快速通道中的作用，全面落实隧道日常养护经费摆上议事日程。2010年，《无锡市公建中心关于隧道管养费用列入年度城市维护费用的请示》经市领导批示〔2010〕117号办文单同意，每年在城市维护费中安排隧道养护经费，专项用于市区隧道养护购买服务的资金。
	2018年，无锡市隧道养护专项资金年初预算安排3675.33万元，其中，大修理项目预算452万元，经市政府投资评审管理处项目最高限价审核，大修理项目结余44万元，2018年10月16日无锡市公建工程建设中心向朱市长书面请示，调整2018年隧道大中修计划，增加实施三个大中修项目，金额44万元，大修理预算资金总额未作调整。专项资金预算调整率为 1.20%。
	2. 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