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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随着气象大数据资料的增多，决策服务产品的细化，仅

依托当前的气象灾害监测警报平台已无法满足快速、高效地

完成决策气象服务材料的需求，在政府决策者分析、判断与

调度分配等迅速实现防灾救灾的任务上存在时间滞后的问

题，极大影响决策效率。对此，融合气象大数据，建立突发

性、极端性和异常性灾害天气所需的一体化、智能化、快捷

化的监测与决策系统是保障广州社会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以

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关键举措。

（二）项目目标

该项目绩效目标是为了实现基于大数据的广州市气象

灾害智能监测系统建设，在WebGIS地图上实现气象监测资

料可视化和预警分析，为广州市气象台和各区气象局预报员

提供气象资料的分析和决策视图，提高预报能力和准确率；

将关键气象数据推送到广州市政务云上，构建用于与广州市

应急管理局举行天气会商的气象灾害决策子系统，实现数据

及时共享。

（三）项目内容

该项目是为融合气象大数据，建立突发性、极端性和异

常性灾害天气所需的一体化、智能化、快捷化的监测与决策

系统，完成基于大数据的气象灾害智能监测子系统和基于政



务云的气象灾害决策子系统的建设。

（四）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立项情况

依据《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市气象局 2020

年市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方案审核的意见》，广州市气象台

2020年基于大数据的气象灾害智能监测与决策系统（项目编

号：GZIT2020-B2-530）立项申报金额为 260.00万元，批复

金额为 214.70万元。

2.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情况

项目主体建设内容于 2020年 6月 2日通过广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招标，招标采购预算金额为 178.77万

元，中标单位为广东省气象台（南海海洋气象预报中心），

中标金额为 178.00万元。项目合同签订于 2020年 6月 28日，

在 2020年 7月 1日正式开工，2021年 4月 1日完成项目初

步验收，2021年 10月 14日完成项目合同验收，2021年 12

月完成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最终验收。

项目配套服务中监理服务通过直接委托的方式，委托方

为广东省计算技术应用研究所，合同签订于 2020年 7月 14

日，金额为 4.75万元。

项目配套服务中安全评估服务在 2021年 6月 11日通过

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卖场进行竞价的方式完成采



购，成交供应商为广东颐点科技有限公司，成交价格为 4.68

万元，合同签订于 2021年 8月 2日。

项目配套服务中验收测评服务在 2021年 6月 11日通过

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卖场进行竞价的方式完成采

购，成交供应商为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成交价格

为 4.50万元，合同签订于 2021年 8月 2日。

项目配套服务技术咨询服务通过直接委托的方式，委托

方为广州数鹏通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签订于 2020年 5月 9

日。

3.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建立有效检查监督管理机制等情

况

该项目按照《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管理办法》《广州市

气象台合同管理制度》《广州市气象台采购工作管理规定》

《广州市气象台采购工作管理规定》《广州市气象部门自行

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广州市市级预算绩

效目标管理办法》和《广州市气象台报销管理办法（修订）》

等制度执行，严格把控预算编制、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绩

效考核等各个环节，确保财政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合规、合法、

有效的要求。2021年度预算完成率为 98.1%，预算资金使用

情况自评 8.09分。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为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和方法

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实现预算和绩效管

理一体化，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本次评价采用单位自评，部门复核的办法进行。其中部

门复核邀请了上级单位三位气象领域的专家，分别对项目绩

效指标完成情况、项目决策过程、项目过程、以及自评工作

质量等几方面给予评价复核。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本项目评价在审阅项目单位报送的自评材料和现场考

察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专家听取项目负责人自评报告后，经

过质询，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复核表打分，并评定等级。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本项目 2021年度绩效指标自评总分为 98.09，三位专家

打分分别 98.354、97.854、97.854，评定等级为“优”，具

体详附件。

（二）项目绩效分析



表 1 项目 2021 年度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数量 系统开发数量
完成气象灾害智能监

测子系统和决策子系统
各 1 个

产出时效 数据延迟时间
共享的数据延迟的时

间

延迟不超

过 5 分钟

满意度指

标
用户满意度

应急联动部门决策用

户对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及

数据使用情况（考察操作

系统/设备的人员对系统

操作易用性） 满意度

≥85%

1.基于大数据的气象灾害智能监测与决策系统项目完成

了气象灾害智能监测子系统和决策子系统建设，实现了灾害

性天气的智能识别和自动提醒，并在广州市气象台及广州市

各区气象局应用。通过政务云打通了通信壁垒，与应急管理

部门实现了数据和平台共享，为气象灾害的精准防御指挥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如 2021年 6月 24日暴雨过程中，在市防

总参与联合值守的人员，通过部署在政务云上的系统，监控

到花都区赤坭、狮岭二镇雨势十分猛烈，及时向市防总报告

了相关情况并做出预测，市防总立即对花都区进行了指挥调

度，及时转移了危险区域人员 429人，避免了人员伤亡，发

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具体可见图 1三防快报文件所示。



图 1三防快报文件

2. 基于大数据的气象灾害智能监测与决策系统项目建

设的系统能够在 5分钟之内将气象数据快速共享至各个区局

和应急管理部门，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决策服务提供快速

的数据支撑，提高预警和决策效率。具体效益应用证明见图

2广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应用证明、图 3黄埔

区气象局应用证明、图 4花都区气象局应用证明。



图 2广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应用证明

图 3黄埔区气象局应用证明



图 4花都区气象局应用证明

3.基于大数据的气象灾害智能监测与决策系统项目建设

的系统针对广州市气象台、区气象局、广州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发布中心总计 40人进行了系统使用体验效果的满意度调

查，调查结果为满意度 90.0%，完成大于 85.0%满意度的指

标。

（三）支出效益分析

项目支付进度严格按照要求执行，根据最低费用选择

法，广州市气象台开展效益分析，在各备选方案中计算有形

成本。经对比，本项目已采用最佳方案执行，达到节约财政



经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目标。具体进度安排和资金

使用情况如下表 2所示：

表 2资金支付进度情况表

序

号

合同（费用）名称/工

作内容

合 同 （ 费

用）金额

（万元）

支付进度
2020 年 资

金（万元）

2021 年 资

金（万元）

1
技术咨询合同（合同编号：

GZSQXT-20200901）
4.75

第一笔

2020.05.14
4.75

2

广州市气象台 2020 年基于

大数据的气象灾害智能监

测与决策系统采购项目合

同书（合同编号：

GZSQXT-202009）

178.00

第一笔

2020.06.28
133.38

第二笔

2021.04.14
35.72

第三笔

2021.12.31
8.9

3

广州市气象台 2020 年基于

大数据的气象灾害智能监

测与决策系统项目委托监

理合同书

4.75

第一笔

2020.08.05
3.00

第二笔

2021.12.31
1.75

4

广州市政府信息化服务云

平台资源服务合同书（合同

编号：GDGZA2012381CGN00）

6.70
第一笔

2020.12.01
6.70

5

广州市政府信息化服务云

平台资源服务合同书（合同

编号：GDGZA2117314CGN00）

6.70
第一笔

2021.12.26
6.70

6

广州市气象台信息技术服

务（广州集采）定点服务采

购合同（合同编号：

HT—2021-00697877）

4.50
第一笔

2021.08.27
4.50

7

广州市气象台信息技术服

务（广州集采）定点服务采

购合同（合同编号：

HT—2021-00701030）

4.68
第一笔

2021.08.27
4.68

8 招标代理费 1.70
第一笔

2020.06.28
1.70

9

专家费

0.30
第一笔

2021.05.19
0.30

10 0.08
第二笔

2021.07.21
0.08

11 0.08
第三笔

2021.11.09
0.08

12 总计 212.22 / 149.52 62.70



四、存在问题或不足

满意度调查工作有待加强。服务对象满意度是考察项目

绩效及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项目开展了系统体验满意度调

查，但仅收集了 40份调查表，调查数量不足，未能充分反

映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情况。

五、相关建议

建议项目单位开展范围更大的满意度调查，结合实际工

作，可同时采用线上、线下调查形式，扩大样本量，更加有

效地收集系统使用者的反馈意见。与此同时，加强对数据的

分析，从满意度较低的方面入手，发现该项目存在的问题，

并有针对性地予以改善。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