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项目名称 行政单位职业年金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01-01

项目概况

机关事业单位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缴纳职

业年金。单位缴纳职业年金的比例为8%，个人缴纳职业年金的比例为4%，由单

位代扣代缴。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其单位应当缴纳的职业年金由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根据单位提供的信息采取记账方式记账，且每年按国家统一公布

的记账利率计息，工作人员退休前，本人职业年金账户的累计储存额由同级财

政拨付资金记实，非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单位应当缴纳的职业年金实行实账

积累。

立项依据

沪府发（2015）29号《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决定>实施办法》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现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独立于机关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

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单位缴纳职业年金的比例为8%，个人缴纳职业年金的比例为4%，由单位代扣代

缴。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其单位应当缴纳的职业年金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中心根据单位提供的信息采取记账方式记账，且每年按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

率计息，工作人员退休前，本人职业年金账户的累计储存额由同级财政拨付资

金记实，非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单位应当缴纳的职业年金实行实账积累。各

级财政和上级主管部门应当为建立职业年金制度提供相应的经费保障。

项目总预算（元） 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工作人员退休前，本人职业年金账户的累计储存额由同级财政拨付资金记实，

非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单位应当缴纳的职业年金实行实账积累。各级财政和

上级主管部门应当为建立职业年金制度提供相应的经费保障。

项目总目标

各级财政和上级主管部门应当为建立职业年金制度提供相应的经费保障。确保

工作人员退休时，单位应当缴纳的职业年金由同级财政拨付资金记实。

年度绩效目标

工作人员退休前，本人职业年金账户的累计储存额由同级财政拨付资金记实达

到100%。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财政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产出目标

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月领取职业年

金到位率
100%

效果目标

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月领取职业年

金满意度
90%

单位缴纳职业年金到位率 100%

影响力目标

社会保障局和单位信息核对准确

率
100%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项目名称 跨行政区划环资、食药及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系统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深化上海法院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构建普通类型案件在行政区划法

院受理、特殊类型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的诉讼格局，拟开发以下模块：

一、人事调动管理；二、特殊案件集中管理；三、案件移送管理；四、司法统

计管理；五、质效评估管理；六、权限管理；七、数据采集模块；八、存储过

程升级；九、数据迁移；十、庭审事务管理；十一、庭审事务工作统计分析；

十二、即时通讯消息发送；十三、审判系统数据管理；十四、即时消息发送；

十五、外部系统接口。

立项依据

最高院“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法院改革任务、高院公布的《关于开展跨行政

区划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的公告》、《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2018)》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为继续推进和深化跨行政区域案件集中管辖改革，防止和排除不当干预、避免

司法管辖“主客场”等干扰因素，着力构建普通类型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

、特殊类型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的诉讼格局。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目前上铁法院在线运维保障的系统共有34个，除审判、执行、文书、庭审、内

网办公、消费系统和数据中心等核心应用外，还包括其他辅助支撑系统及高院

下发的分布式应用（附件二：在线运维系统清单）。这些系统的应用程序和后

台数据库均部署在一台IBM Power740小型机服务器上，从系统架构、安全性、

可靠性及易于日常运维管理等方面评估有必要将应用和数据库分拆在两台服务

器上进行部署，同时考虑到系统迁移的平稳过渡以及减轻系统校验测试工作，

建议将后台数据库单独部署至同类型服务器上，最大限度降低系统迁移带来的

风险。

项目总预算（元） 13968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3968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跨区安检集中管理系统、庭审事务管理系统、安检移送系统、司法统计管

理系统、质效评估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审判系统，即时消息系统的开发

升级工作，同时提供外部系统接口，保障数据迁移。

项目总目标

完成跨区安检集中管理系统、庭审事务管理系统、安检移送系统、司法统计管

理系统、质效评估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审判系统，即时消息系统的开发

升级工作，同时提供外部系统接口，保障数据迁移。

年度绩效目标

对新增受理的43类案件（附件一：新增受理案由范围）的流程节点管理、查询

汇总、司法统计、质效评估、案件移送和数据整合等要求。包括对涉及案件生

命周期中各类审判/执行流程节点和事件的核心业务系统、辅助支撑系统、数据

中心系统，以及对现有系统平台架构的升级改造工作。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财务竣工报告编制及时性 及时

施工安全事故发生情况 =0.00

中标人综合优势率 =0.00

产出目标

财政投入乘数 =2.00

信息传递速度 ≥10000.00kb

效果目标

信息化水平 ≥90.00%

影响力目标

人员到位率 =100.0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辅助人员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审判辅助人员是协助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专门工作人员。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统一招录，在法院审判工作中担任辅助工作，为法院工作运行提供有效维护

。

立项依据

《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办法》

《上海法院辅助文员薪酬分配方案》(沪高法[2014]406号)

《人员派遣合同》等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审判辅助人员经费是为保障审判辅助人员的生活需求，包括相应的薪酬、社保

、技能工资、加班工资等。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审判辅助人员编制为派遣制合同工，根据《上海法院辅助文员薪酬分配方案》(

沪高法[2014]406号)等文件规定以及《人员派遣合同》的约定，及时发放审判

辅助人员的薪酬、社保、技能工资、加班工资等。

项目总预算（元） 25872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587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按月发放基本薪酬，按季度考核结果发放奖金，按需求发放相关补贴

项目总目标

及时、足额发放人员薪酬、津贴，保障审判辅助人员的生活需求

年度绩效目标

及时足额发放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经费发放及时性 及时

　经费发放合格率 100%

经费发放完成率 100%

效果目标

辅助人员满意度 ≥85.00%

考核奖金发放合格率 　1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项目名称 行政案件司法大数据分析系统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围绕法院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为法院的审判业务和审判管理工作提供支

持，是目前全国法院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在2013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

在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下发了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其中

对司法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了以下要求：“高级法院建设辖区法院司法审

判信息资源库。推进基础信息资源建设，建设高质量的业务信息资源库，建立

健全各地区信息资源管理制度，提高信息资源管理能力，明确信息管理要求，

提高信息资源体系的完整性，逐步覆盖审判及各项业务活动中产生和获取的业

务信息，加强信息资源管理系统运行维护保障，确保信息安全”。10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法明传（2013）609号文，对案件数据集中工作提出了要求

，要求各省高级法院按照本省数据集中的进展，在2013年11月15日，2014年4月

1日，2014年7月1日三个时间点，向最高法院提供全省案件数据。这个要求，对

各省的数据集中和数据质量监控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促进了各省数据中心

建设的步伐。

立项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法明传（2013）609号文，对案件数据集中工作提出了要求

，要求各省高级法院按照本省数据集中的进展，依据《关于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集中管辖静安等四区行政案件相关工作的方案》中所明确的内容，将静安、虹

口、普陀、长宁四家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家区法院”）的行政审判庭

划入上铁法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简称：“上铁法院”）对应增加行政

审判第一庭、行政审判第二庭、行政审判第三庭、行政审判第四庭，四家区法

院不再保留行政庭。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近年来，随着上海法院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目前已经建成审判系统、办公

系统等多套信息化应用系统，可以全面辅助法院实际业务，并且在相关应用系

统推广使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业务数据，但是由于各系统独立性较强，在横

向上无法实现系统间业务数据的传输和共享，从而导致一个个信息孤岛的出现

。另外，在纵向上全省法院建设的审判业务系统在汇集三级法院审判业务数据

上相对比较薄弱，为后续的审判数据汇总及数据利用带来了不便。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充分考虑全市行政案件数据。在全面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全

市行政数据中心的部署需求，对平台的数据和应用在基础软硬件系统上的部署

方案进行设计，并考虑系统与上海市法院现有信息网络系统的结合，提供完整

可行的设计方案。系统建设必须合理实用。设计中对上海市法院数据中心的应

用和数据进行充分分析，根据平台特点，进行合理、实用的基础软硬件部署设

计。系统设计充分考虑扩展性，一方面在设备配置上留有一定的冗余空间，可

满足平台今后增加的数据和应用需求，同时大量采用高可扩展性的系统架构，

在系统需求升级时可进行平滑升级。

项目总预算（元） 12837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837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充分考虑全市行政案件数据。在全面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全

市行政数据中心的部署需求，对平台的数据和应用在基础软硬件系统上的部署

方案进行设计，并考虑系统与上海市法院现有信息网络系统的结合，提供完整

可行的设计方案。系统建设必须合理实用。设计中对上海市法院数据中心的应

用和数据进行充分分析，根据平台特点，进行合理、实用的基础软硬件部署设

计。系统设计充分考虑扩展性，一方面在设备配置上留有一定的冗余空间，可

满足平台今后增加的数据和应用需求，同时大量采用高可扩展性的系统架构，

在系统需求升级时可进行平滑升级。

项目总目标

为了提高行政案件办案质量及办案效率，围绕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

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按照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的总体要求，大力实施信息化领先发展和带动战略，大力推进以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提高城市

现代化水平，让市民共享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建设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行政案件

智能分析平台，提高铁路法院信息化应用水平。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行政案件智能分析平台建设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施工安全事故发生情况 =0.00

财务竣工报告编制及时性 及时

产出目标

财政投入乘数 =2.00

信息传递速度 ≥10000.00kb

效果目标

信息化水平 ≥90.00%

影响力目标

人员到位率 =100.0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