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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深圳市图元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海军、陈毓贞、林隆健、旷涛、童林、余良、黄晓伟、钟苑、郑驰、曾飞鹏、

周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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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由行业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以及《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

案》（深府〔2018〕47号）、《深圳市智慧城管建设十三五规划纲要》（深城管函〔2016〕660号）等

文件的出台，为解决深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运行十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并立足长远、面向未来，规范深

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建设和运行，推广应用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全面提升深圳市城市管理和公共服

务的水平，特制定本文件。 

制定《数字城管运行考核管理规范》，明确深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的考核实施主体、考核对象、

考核周期、考核内容和考核指标、方式和实施，有利于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运行考核管理的规范性，

进一步提升深圳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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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城管运行考核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运行考核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考核对象、考核周期、

考核内容、考核评价方法和考核实施与保障。 

本标准适用于运行深圳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的运行考核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428.1-2013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1部分：单元网格 

GB/T 30428.2-2013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2部分：管理部件和事件 

GB/T 30428.3-2016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3部分：地理编码 

GB/T 30428.4-2016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4部分：绩效 

GB/T 30428.5-2017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5部分：监管信息采集设备 

GB/T 30428.6-2017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6部分：验收 

GB/T 30428.7-2017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7部分：监管信息采集 

SZDB/Z 300.1-2018 数字化城市管理 第1部分：总则 

SZDB/Z 300.2-2018 数字化城市管理 第2部分：信息采集规范 

SZDB/Z 300.3-2018 数字化城市管理 第3部分：案件立案规范 

SZDB/Z 300.4-2018 数字化城市管理 第4部分：处置和结案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428.1-2013、GB/T 30428.2—2013、GB/T 30428.3-2016、GB/T 30428.4-2016、GB/T 

30428.5-2017、GB/T 30428.6-2017、GB/T 30428.7-2017和SZDB/Z 300.1-2018、SZDB/Z 300.2—2018、

SZDB/Z 300.3—2018、SZDB/Z 300.4—2018中确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信息采集员 Information Collector 

在责任网格内从事城市管理问题巡查、上报、核实和案件核查等工作的人员。 

3.2  

操作员 Platform Operator 

负责接收信息采集员和市民上报的问题，并向信息采集员派发、核实核查任务，立案、派遣给责任

处置单位的人员。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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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员 Inspector 

负责全市范围内城市管理案件的巡查 ，重点案件的核实、核查，检查信息采集员工作情况的人员。 

3.4  

岗位考核 Staff Assessment 

对信息采集员、操作员、督查员岗位工作业绩进行考核。 

3.5  

区域考核 Regional Assessment 

对区、街道、社区和单元网格等不同区域案件发生和处置情况进行考核。 

3.6  

满意度考核 Satisfaction Assessment 

公众对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案件处置、平台服务质量情况进行反馈和考核。 

4 基本规定 

4.1 已运行的市、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应具有运行考核评价功能。 

4.2 考核评价分为平台建设考核、平台日常管理考核和平台运行管理考核，应按一定周期进行。 

4.3 市、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根据本标准制定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运行考核管理办法，并将考核

结果及时对外发布。 

5 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市、区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信息采集员、操作员、督查员。 

6 考核周期 

6.1 考核周期包括周考核、月考核、季考核、半年考核、年考核等。 

6.2 可自行定义周期进行考核。 

7 考核内容 

7.1 平台建设考核 

7.1.1 应明确考核对象、考核内容、考核指标。 

a) 考核对象是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 

b) 考核内容包括人员队伍（信息采集员、操作员、督查员）建设、平台培训管理、运行场地建设、

平台数据普查管理； 

c) 考核基本指标由组织机构建设、人员队伍建设、运行场地建设、业务培训管理、平台建设情况、

数据普查与数据更新和市、区两级系统的对接组成，各项考核基本指标名称及说明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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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平台建设考核基本指标名称及说明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按照国家、深圳市数字城管标准、管理工作规定要求，市、区两级平台进行
1 组织机构建设 

机构建设和设置 

按照国家、深圳市数字城管标准，市、区两级城市管理组织机构应组建专职

的数字城管人员队伍（信息采集员、操作员、督查员），并制定人员队伍管2 人员队伍建设 

理制度和上岗要求。 

市、区两级平台须规划建设专门的平台运行场地（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3 运行场地建设 

以保证平台的正常运作。 

市、区两级平台制定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培训管理制度，对人员队伍进行培

训（线上、线下培训，培训时长、培训次数、培训考试等），要求达到规范4 业务培训管理 

操作和上岗要求。 

市、区两级平台建设必须按照住建部建设标准要求，规划建设无线数据采集

子系统、监督中心受理子系统、协同工作子系统、地理编码子系统、监督指

挥子系统、综合评价子系统、构建与维护子系统、基础数据资源管理子系统

及数据交换子系统 9大核心子系统和相关配套子系统建设；事件、部件分类

5 平台建设情况 

必须基于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分类和设计。 

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各区制定数据普查制度和数据更新、上报机制，以保证
6 数据普查与数据更新 

数据普查和部件持续更新工作的顺畅。 

市、区两级系统对接顺畅、实现城市管理数据共享、业务协同、考核评价等
7 市、区两级系统的对接 

服务。 

 

 

7.1.2 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扩展考核基本指标，示例参加附录 E。 

7.1.3 人员队伍建设 

7.1.3.1 信息采集员管理 

a) 应制定信息采集员管理制度，规范信息采集员的责任网格、人员数量配置标准、巡查频次、案

 

件上报信息数量要求； 

b) 信息采集员的具体要求应参照《SZDB/Z 300.2—2018 数字化城市管理 第 2 部分：信息采集

 

规范》执行； 

 

 

  

 

c) 信息采集员的工作时间是 8：00--21:00。 

7.1.3.2 操作员的管理 

 

a) 应规定操作员岗位工作职责和素质要求，建立操作员岗位考核机制； 

b) 应制定操作员管理制度，规定操作员在案件处理环节过程中的权限、操作步骤等内容； 

c) 操作员人员数量配置标准按照 7X24 小时，全天候运行（夜班要求两人以上在岗），进行配置；

d) 操作员对案件流程的操作规范要求应参照《SZDB/Z 300.3—2018 数字化城市管理 第 3 部分：

 

案件立案规范》、《SZDB/Z 300.4—2018 数字化城市管理 第 4部分：处置和结案规范》执行。

7.1.3.3 督查员的管理 

a) 市级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负责组建市级督查员队伍，规定督查员岗位工作职责和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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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市级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制定督查员考核管理办法。 

c) 区级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参照市级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制定的督查员考核管理办法、工作职

责和素质要求，根据实际情况组建区级督查员队伍、制定督查员考核管理办法。 

d) 督查员的工作时间按照 7X24 小时全天候运行。 

7.1.4 平台培训管理 

7.1.4.1 市级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要求操作员、督查员、信息采集员的线上培训时间每年最低不少于

30 小时，线下培训不少于 2 次。 

7.1.4.2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制定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培训管理规定，对信息采集员、操作员、

督查员进行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要求掌握基本的工作技能，并达到上岗要求。 

7.1.4.3 区级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对信息采集员、操作员、督查员的培训要求应参照市数字化城市管

理机构的培训要求执行，根据各区实际需要制定培训管理规定。 

7.1.5 运行场地建设 

7.1.5.1 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根据业务实际需要，科学规划场地布局和面积。 

7.1.5.2 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大厅、办公场所须进行完善的装修和硬件配套设施、场

地建设。 

7.1.6 平台数据普查管理 

7.1.6.1 区级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应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制定数据普查制度，定期开展数字

化城市管理平台的数据普查工作。 

7.1.6.2 各区应结合实际管理需求，进行实景影像、空中单点全景、2.5D、专题数据的普查。 

7.1.6.3 各区进行数据普查后，应将最新的普查数据库数据及时上报深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7.2 平台日常管理考核 

7.2.1 应明确考核对象、考核内容、考核指标。 

a) 考核对象是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 

b) 考核内容包括议事协调制度、数据交换管理； 

考核基本指标由操作准确率、操作超时率、案件督办管理、挂账案件量管理、信息采集情况、会议管理

履行情况、考核管理工作履行情况、数据交换管理履行情况组成，各项考核基本指标名称及说明见表 2。 

 

表 2 平台日常管理考核基本指标名称及说明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1 操作准确率 案件准确操作办理环节数占办理环节总数的比值 

2 操作超时率 案件操作超出规定时限的环节数占总环节数的比值 

3 案件督办管理 
申请延时时限超出综合时限或超时的案件进行督办，超过规定比率的，按照

考核管理规定处理 

4 挂账案件量管理 对案件挂账处理的，超过规定比率的，按照考核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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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平台日常管理考核基本指标名称及说明表(续)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5 信息采集情况 
信息采集员被发现在责任网格中越界、脱岗、漏岗、同一位置滞留过久等空

巡、空转、网格巡查覆盖率未达 100%的情况。 

6 会议管理履行情况 
市、区级平台制定数字城管工作会议制度，按照规定召开市、区级数字城管

内部工作会议，形成会议纪要，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7 考核管理工作履行情况 
市、区级平台制定市、区级数字城管考核办法、考核通报制度，将考评结果

及时对外发布、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8 数据交换管理履行情况 
市、区级平台制定《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传输交换管理制度》，规

范数据交换相关规定、操作步骤和具体执行。 

 

7.2.2 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展考核基本指标，示例参考附录 E。 

7.2.3 数据交换管理 

7.2.3.1 应设专人负责系统数据交换传输工作； 

7.2.3.2 应按规定时间进行数据传输，不影响系统业务的正常运行； 

7.2.3.3 应规范数据交换的操作、核查、校验步骤； 

7.2.3.4 数据交换如果发现问题或异常，须向数据交换管理部门进行通报； 

7.2.3.5 应制定数据交换质量考核制度，定期通报数据质量。 

7.3 平台运行管理考核 

7.3.1 应明确考核对象、考核内容、考核指标。 

a) 考核对象是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信息采集员、操作员、督查员； 

b) 考核内容包括满意度考核、区域考核和岗位考核； 

c) 考核指标由考核基本指标和考核比率指标组成； 

d) 考核比率指标应由同一考核周期的考核基本指标计算生成，以百分数表示，宜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e) 满意度考核基本指标由案件处置公众反馈满意度、平台服务质量满意度组成，各考核基本指标

名称及说明见表 3； 

表 3 满意度考核基本指标名称及说明表 

序号 指标名称 
考核等级与对应颜色 

考核等级 颜色 考核等级 颜色 考核等级 颜色 

1 案件处置公众反馈满意度 满意 黄色 不满意 黑色 无意见 白色 

2 平台服务质量满意度 满意 黄色 不满意 黑色 无意见 白色 

 

f) 区域考核、岗位考核基本指标由上报、立案、派遣、处置、核查和结案等阶段的指标组成，各

项考核基本指标名称及说明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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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区域、岗位考核基本指标名称及说明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1 案件上报数 信息采集员案件上报总量 

2 有效上报数 信息采集员上报案件且被立案的数量 

3 核实数 信息采集员核实案件数量 

4 按期核实数 信息采集员在规定时限内核实案件数量 

5 立案数 操作员对已上报的案件审核后符合立案条件，确定立案的案件数 

6 按期立案数 立案数中，操作员在规定的工作时限内予以立案的案件数 

7 准确立案数 立案数中，操作员按照工作要求立案无误的案件数 

8 派遣数 操作员对已立案的案件派遣给责任单位的案件数。 

9 按期派遣数 操作员在规定的工作时限内派遣给责任处置单位处置的案件数。 

10 准确派遣数 操作员按照派遣规则正确派遣给责任单位处置的案件数 

11 按期处理数 责任单位按处置规范要求，在处置时限内处理完成的案件数 

12 核查数 应核查数中，督查员已完成现场核查并回复的次数 

13 按期核查数 督查员在规定的工作时限内完成核查并回复的次数 

14 结案数 已办结归档的案件数 

15 按期结案数 在规定的工作时限内结案的案件数 

 

g) 区域考核、岗位考核考核比率指标名称及说明见表 5。 

表5 区域、岗位考核考核比率指标名称及说明表 

序号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1 有效上报率 信息采集员有效上报数/信息采集员上报数 X100% 

2 按期核实率 按期核实数/应核实数 X100% 

3 按期立案率 按期立案数/立案数 X100% 

4 准确立案率 准确立案数/立案数 X100% 

5 按期派遣率 按期派遣数/应派遣数 X100% 

6 准确派遣率 准确派遣数/应派遣数 X100% 

7 按期处理率 按期处置数/应处置数 X100% 

8 按期核查率 按期核查数/应核查数 X100% 

9 结案率 结案数/应结案数 X100% 

10 按期结案率 按期结案数/应结案数 X100% 

7.3.2 市、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展考核基本指标和考核比率指标，示例分别参见

附录 A 中表 A.1、附录 A中表 A.2。 

7.3.3 满意度考核 

7.3.3.1 满意度考核的对象是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 

7.3.3.2 满意度考核包括案件处置公众反馈满意度、平台服务质量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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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3 对案件进度、处置结果的反馈通过短信、微信、电话的形式进行反馈回访，考核结果分为“满

意、不满意及无意见”3个等级，分别采用“黄色、黑色和白色”表示。 

7.3.3.4 接通投诉热线，对市民进行满意度回访调查时，必须使用普通话和文明用语。 

7.3.4 区域考核 

7.3.4.1 区域考核的对象是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 

7.3.4.2 区域考核的考核基本指标宜为立案率、结案率、按期结案率、返工率。 

7.3.4.3 区域考核示例参见附录 B。 

7.3.5 岗位考核 

7.3.5.1 岗位考核的对象是信息采集员、操作员和督查员。 

7.3.5.2 信息采集员考核的规定指标应包括有效上报率、漏报率、按期核实率、按期核查率。 

7.3.5.3 操作员考核的规定指标应包括受理数、派遣数、按期立案率、准确立案率、按期结案率、按

期派遣数、准确派遣数。 

7.3.5.4 督查员考核的规定指标应包括问题上报数、有效上报数、GPS 在线率、步行轨迹里程、核实

数、核查数、按期核查数。 

7.3.5.5 岗位考核示例参见附录 C。 

7.3.6 考核结果表达 

7.3.6.1 考核结果宜根据综合指标值划分等级，采用统计表、专题地图、统计图等方式表达。 

7.3.6.2 市、各区宜根据本标准确定各等级的指标值域，且同一城市区域应保持一致。  

7.3.6.3 区域考核、岗位考核结果宜采用统计图和统计表，包括柱状图、饼图或趋势图等方式表达。 

7.3.6.4 区域考核结果宜采用统计表和专题地图方式表达。 

7.3.6.5 专题地图以相应的区域考核的对象（单元网格、社区、街道、行政区）为单元，宜采用不同

颜色表达各区域的考核结果。 

7.3.6.6 岗位考核结果宜采用统计表和统计图，统计图采用不同颜色的柱状图、饼状图、趋势图等方

式表达。 

7.3.6.7 考核结果分级示例参见附录 D。 

8 考核评价方法 

8.1 指标选取 

考核评价应根据考核对象不同，选择本章中相应的规定指标，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表1、表2、表3、

表4、表5中其他指标或扩展相应的指标。 

8.2 考核评价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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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评价分值宜采取综合计算的方法生产的综合指标值，综合指标的计算公式见《GB/T 

30428.4-2016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4部分：绩效评价》[定义7.2]，综合指标值计算示例参见附

录B和附录C。 

9 考核实施与保障 

9.1 考核实施 

9.1.1 考核实施主体应为市级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 

9.1.2 同一城市区域的考核实施主体采用的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表达方式宜保持一致。 

9.1.3 考核结果应按考核周期发布。 

9.1.4 区域考核的结果宜向各区发布。 

9.2 考核保障 

9.2.1 考核实施主体应遵循本部分规定，确定并公布考核对象、周期、指标和方法，保证考核结果的

准确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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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考核扩展指标与扩展指标比率示例 

A.1 考核扩展基本指标 

示例见表A.1。 

表 A.1 扩展基本指标示例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1 案件未处理数 派遣给责任单位的案件，案件结案时间落在统计周期内责任单位未能处置的案件数

2 超期处置完成数 应处置数中，责任单位完成处置所用时间超过规定处置时限的案件数 

3 超期未处置完成数 应处置数中，责任单位在考核周期内超过规定处置时限仍未完成处置的案件数 

4 核实按期派发数 操作员在规定的工作时限内完成的核实派发问题数 

5 核查按期派发数 操作员在规定的工作时限内完成的核查派发案件次数 

6 派发核查数 应核查数中，操作员实际派发核查的次数 

7 超期结案数 应结案数中，超过规定的结案时限后结案的案件数 

8 反复发案数 在同一区域发生的同一类型的案件数 

9 延期数 经核定同意责任单位延期办理的案件数 

10 返工次数 因未通过监督中心核查而发回责任单位重新处置的所有案件返回的次数之和 

11 挂账案件数 因责任不明无法派遣或因客观条件所限无法处置，暂时挂起的案件数 

12 同类案件平均处置时间 
责任单位完成某类案件处置的平均花费时间，等于该类案件完成处置所用时间之和

与已完成处置案件总数之比 

13 驳回数 责任单位申请退回，被监督指挥中心驳回继续处置的案件数 

14 巡查路线里程 信息采集员实际巡查的路线里程 

15 巡查应覆盖路线长度 信息采集员应巡查的路线长度 

16 个人工作量 监督指挥中心等工作岗位的个人工作量 

17 平均工作量 监督指挥中心等工作岗位的平均工作量 

18 环节操作数 操作员流程环节操作次数 

19 环节超时次数 操作员流程环节操作超时的次数 

20 GPS 在线时长 信息采集员上班时间内通过 GPS 定位的在线时长 

21 受理数 操作员接收、登记的信息采集员上报和监督举报问题总数 

22 监督举报数 监督举报的部件和事件问题数 

23 监督举报核实数 监督举报数中，经监督指挥中心核实立案的案件数 

24 超时核查数 信息采集员未在规定时限内核查案件数量 

25 超期结案数 派遣给责任单位的案件，统计周期责任单位超期回复的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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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扩展基本指标示例（续）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26 漏报数 督查员、领导巡查发现应上报而未上报的案件数 

27 返工数 未通过核查而发回责任单位重新处置的案件数 

28 公众满意度 统计周期内公众举报的案件结案后公众对处置结果给予回复评价意见 

 

A.2 考核扩展比率指标 

示例见表A.2 

表 A.2 考核扩展比率指标示例 

序号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1 有效上报率 有效上报数/上报数 X100% 

2 延期率 延期数/应处置数 X100% 

3 处置率 处置数/应处置数 X100% 

4 超期处置率 超期处置数/应处置数 X100% 

5 超期未处置率 超期未处置数/应处置数 X100% 

6 挂账率 挂账数/应派遣数 X100% 

7 超期结案率 超期结案数/应结案数 X100% 

8 驳回率 因驳回数/专业部门申请退回数 X100% 

9 按期处置提速率 
（按期处置数的应处置时间之和-按期处置数的实际所用处置时间之和）/按期处置

数的应处置时间之和 X100% 

10 超期处置延迟率 
（超期处置数的实际所用处置时间之和-超期处置数的应处置时间之和）/超期处置

数的应处置时间之和—基本指标增加“时间”指标 X100% 

11 区域巡查覆盖率 巡查路线长度/巡查应覆盖路线长度 X100% 

12 有案件上报率 有案件上报小时数/工作小时数 X100% 

13 一次完成率 （1-返工数/处置数）X100% 

14 错报率 上报错误信息数/上报信息总数 X100% 

15 提前处置率 （应处置时间-实际处置时间）/应处置时间 X100% 

16 个人工作效率 个人工作量/平均工作量 X100% 

17 核实按期派发率 核实按期派发数/应核实数 X100% 

18 核查按期派发率 核查按期派发数/应核查数 X100% 

19 信息采集员卡点覆盖率 （100-实际经过卡点个数/参与计算卡点总数*100）*区域巡查覆盖率 

20 漏报率 漏报数/立案数 X100% 

21 返工率 返工数/应结案数 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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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区域考核示例 

B.1区域考核 

示例见表B.1 

表 B.1 区域考核示例（部分） 

 

B.2 行政区域区考核 

示例见表B.2 

表 B.2 行政区域区考核示例（部分） 

 

街道 社区 单元网格 

监督 

举报率 

% 

立案数
结案率 

% 

按期 

结案率 

% 

综合 

指标值 

考核 

等级 

街道一 

 

 

社区一 

 

440308004002 0 0 100 100 100 A 

440308004003 0 3 100 100 92.5 A 

440308004004 0 8 100 87.50 78.25 B 

 

社区二 

 

440308004002 0 1 100 100 97 A 

440308004005 0 0 100 100 100 A 

440308004006 14.29 7 85.71 85.71 72 C 

注：1） 综合指标值中，各个指标的分值计算方法如下： 

监督举报率分值：（1-监督举报率）×100 

立案数分值： 

管理区域内 0 件 100 分；1～2件 90 分；3～4件 75 分；5～6件 60 分；8～9件 40 分；9 件及以上 0分； 

结案率分值：结案率×100 

按期结案率分值：按期结案率×100 

2） 综合指标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指标值=监督举报率分值×10%+立案数分值×30%+结案率分值×30%+按期结案率分值×30% 

行政区域 
结案率 

% 

按期结案率 

% 
综合指标值 考核等级 

宝安区 100 100 100 A 

南山区 90 80.5 84.3 B 

盐田区 60 70 66 C 

注：1） 综合指标值中，各个指标的分值计算方法如下： 

结案率分值：结案率×100 

按期结案率分值：按期结案率×100 

2） 综合指标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指标值=结案率分值×40%+按期结案率分值×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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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岗位考核示例 

C.1 信息采集员岗位考核 

示例见表C.1 

表 C.1 信息采集员岗位考核示例（部分） 

 

C.2操作员岗位考核 

示例见表C.2 

表 C.2 操作员岗位考核示例（部分） 

 

 

姓名 街道 
责 任 网

格 

信息采集员

有效上报率%
漏报率%

按 期 核 实

率% 
按期核查率% 综合指标值 考核等级

信息采集

员一 
街道— 网格一 100 0 100 97.30 99.46 A 

信息采集

员二 
街道— 网格二 97.14 0 100 97.06 98.27 A 

信息采集

员三 
街道— 网格三 61.11 2.5 77.00 72.73 73.89 B 

注：1） 综合指标值中，各个指标的分值计算方法如下： 

        信息采集员有效上报率分值：信息采集员有效上报率×100 

漏报率分值：（1-漏报率）×100 

按期核实率分值：按期核实率×100 

按期核查率分值：按期核查率×100 

2） 综合指标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指标值=信息采集员有效上报率分值×40%+漏报率分值×20%+按期核实率分值×20%+按期核查率分值×20% 

姓名 受理数 

核实按期 

派发率 

% 

核查按期 

派发率 

% 

综合指标值 考核等级 

操作员一 2 320 100 100 100 A 

操作员二 1 286 90 95 91.5 A 

操作员三 1 006 80 88 80.4 B 

注：1） 综合指标值中，各个指标的分值计算方法如下： 

受理数分值：2 001 件以上 100 分：1 201～2 000 件 90 分；501～1 200 件 75 分；301～500 件 60 分；

101～300 件 40 分；100 件以下 0分 

核实按期派发率分值：核实按期派发率×100 

核查按期派发率分值：核查按期派发率×100 

2） 综合指标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指标值=受理数分值×40%+核实按期派发率分值×30%+核查按期派发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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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值班长岗位考核 

示例见表C.3 

表 C.3 操作员（值班长）岗位考核示例（部分） 

 

C.4 操作员（派遣员）岗位考核 

示例见表C.4 

表 C.4 操作员（派遣员）岗位考核示例（部分） 

 

 

姓名 
按期立案率 

% 

准确立案率 

% 

按期结案率 

% 
综合指标值 考核等级 

值班长一 100 100 100 100 A 

值班长二 92 93 94 93.1 A 

值班长三 75 88 80 81.95 B 

注：1） 综合指标值中，各个指标的分值计算方法如下： 

按期立案率分值：按期立案率×100 

准确立案率分值：准确立案率×100 

按期结案率分值：按期结案率×100 

2） 综合指标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指标值=按期立案率分值×40%+按期结案率分值×35% 

姓名 问题上报数 
按期派遣率 

% 

准确派遣率 

% 
综合指标值 考核等级 

派遣员一 4 981 100 100 100 A 

派遣员二 3 018 79.01 93.51 89.01 B 

派遣员三 837 57.75 90.91 74.46 C 

注：1） 综合指标值中，各个指标的分值计算方法如下： 

派遣数分值：2 001 件以上 100 分：1 201～2 000 件 90 分；501～1 200 件 75 分；301～500 件 60 分；101～

300 件 40 分；100 件以下 0分 

按期派遣率分值：按期派遣率×100 

准确派遣率分值：准确派遣率×100 

2） 综合指标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指标值=派遣数分值×20%+按期派遣率×40%+准确派遣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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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考核结果分级和分色彩表示示例 

 

D.1考核结果分级和色彩表示 

示例见表D.1 

表 D.1 考核结果分级和色彩表示示例 

分值 考核等级 颜色 
色值 

C M Y K 

[90,100] A 绿色 63 0 100 0 

[75,90) B 蓝色 88 77 0 0 

[60,75) C 黄色 6 0 97 0 

[40,60) D 红色 0 99 100 0 

[0,40) E 黑色 75 68 67 90 

 

 



DB4403/T 32—2019 

15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平台建设与日常管理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示例 

 

E.1平台建设与日常管理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 

示例见表E.1 

表 E.1 平台建设与日常管理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示例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1 

平台

建设

与日

常管

理 

 

数字城管

平台建设

情况 

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各区平台按照国家、深圳市数字城管标准、管理工作规定要求，市、

区两级平台进行机构建设和设置，根据机构情况进行评定。 

人员队伍建设情况 

按照国家、深圳市数字城管标准，市、区两级城市管理组织机构应

组建专职的数字城管人员队伍，制定人员队伍管理制度和上岗要

求，按照整体案件与人员配比进行评定。 

运行场地建设情况 
市、区两级平台须规划建设专门的平台运行场地，以保证平台的正

常运作。以最新国标为标准进行评定。 

业务培训管理情况 

市、区两级平台制定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培训管理制度，对人员队

伍进行培训（线上、线下培训，培训时长、培训次数、培训考试等），

已达到规范操作和上岗要求，以全市统一标准为基础进行评定。 

数据普查与数据更新 

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各区制定数据普查制度和数据更新、上报机制，

以保证数据普查和部件持续更新工作的顺畅，评定以最新国标为标

准。 

市、区两级系统的对接

市、区两级系统对接顺畅、实现城市管理数据共享、业务协同、考

核评价等服务，以国标数据交换和深圳市数据交换相关标准为基

础。 

操作准确率 
案件准确操作办理环节数占办理环节总数的比值，不满足相关考核

规定的，进行扣分处理。 

操作超时率 
案件操作超出规定时限的环节数占总环节数的比值，不满足相关考

核规定的，进行扣分处理。 

案件督办情况 
申请延时时限超出综合时限或超时的案件进行督办，不满足相关考

核规定的，进行扣分处理。 

挂账案件量 对案件挂账处理的，不满足相关考核规定的，进行扣分处理。 

信息采集情况 

信息采集员被发现在责任网格中越界、脱岗、漏岗、同一位置滞留

过久等\空巡空转的情况，经一次警告后仍有该情况的、网格巡查

覆盖率未达 100%的，不满足考核相关要求，进行扣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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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平台建设与日常管理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示例（续）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2 

平台

建设

与日

常管

理 

平台日常

管理情况  

会议管理履行情况 
市、区级平台是否按照数字城管工作会议制度，召开市、区级数字

城管内部工作会议，形成会议纪要，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考核管理履行情况 
市、区级平台是否按照市、区级数字城管考核办法、考核通报制度，

将考评结果及时对外发布、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工作履行情况
市、区级平台是否按照应急管理制度，进行应急管理培训、演练和

处置管理工作。 

数据交换管理履行情况
市、区级平台是否制定《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传输交换管

理制度》，规范数据交换相关规定、操作步骤和具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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