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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补强优化工作经费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9 年 8 月，肖亚非市长赴市工信局调研，对我局推进产

业链补齐补强、以企业为中心加大服务力度提出具体要求，根据

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19〕285 号（市政府主要领导赴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调研）精神，企业服务中心制定了《东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关于开展产业链补强优化工作的方案》，重点聚焦产业链

和产业集群提升与招引，以以商引商、存量增资扩产、产业链招

商为工作路径，重点对接载体为松山湖、滨海湾、水乡、银瓶合

作区，及市镇联合招商基地、产业转型升级基地、新型产业用地

(M0)等市场化运作专业招商平台，积极引入对提高我市工业增加

值或增强产业链有明显作用的项目。 

为开展相关工作，在编制 2020 年度预算时，企业服务中心

申请增加产业链补强工作经费项目预算，2020 年度年初下达预

算 100 万元，后因疫情持续影响等客观原因，市财政采取措施主

动收紧预算额度，将本项预算收回 80 万元，最终安排资金 20 万

元，实际支出资金 14.27 万元，预算执行率 71.35%。项目支出基

本用于和招商项目考察相关的差旅费、会议费、交通费和委托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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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 

（二）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财政局批复的项目支出绩效，2020 年度绩效目标为：

开展产业链补强优化工作，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重点培育

引进一批属产业链缺失环节、关键环节、高附加值的企业，促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和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通过部门绩效评价，对企业服务中心“产业链补强优化工作

经费”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效益进行客观、公正的测量、

分析和评判。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企业服务中心要提出整

改措施。通过评价，为企业服务中心提供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

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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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 号）、《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东府办〔2019〕51 号）、《东莞市市级

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东财〔2021〕50 号）等法律

法规进行评价。对“产业链补强优化工作经费”项目采取自我评价

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等判断

方法。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按照下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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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绩效自评、报告审核、综合评价、报告撰写、征求意见等

五个环节。 

1.绩效自评。企业服务中心根据财政局绩效评价要求，结合

项目实施情况，填写《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佐证材料

清单》，撰写《项目绩效自评报告》，4 月 30 日前提交绩效管理

工作小组。 

2.报告审核。绩效管理工作小组根据企业服务中心提供的绩

效自评材料，组织人员对材料进行评审、分析，对指标体系和自

评报告及佐证材料进行评审。此项工作于 5 月 14 日前完成。 

3.综合评价。根据自评报告、佐证材料等，对项目决策、过

程、产出、效益等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与综合评价，初步得出评分

和等级。此项工作于 5 月 31 日前完成。 

4.报告撰写。绩效管理工作小组根据综合评价情况撰写评价

报告，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综合评价

情况及评价结论，绩效评价指标分析，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分析，有关建议等。此项工作于 6 月 15 日前完成。 

5.征求意见。评价报告经企业服务中心交换意见后，绩效管

理工作小组将修改完善后的评价报告定稿正式报送市财政局绩

效评价科。此项工作于 6 月 30 日前完成。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产业链补强优化工作经费”项目总得分 87 分，等级为“良”，

评分详见附表 1《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绩效评价标准，预算调整率绝对值大于等于 50%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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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能评为优良等次。但考虑到本项目预算大幅调整，是因疫

情持续等原因，市财政统筹收紧预算额度，主动收回本项目预算

额度 80 万元，使预算调整率达 80%，属于客观因素导致项目被

动调整，且该项目决策、产出和效益目标、指标已按年初批复绩

效目标完成，因此自评等级为良。 

（一）项目预算调整率幅度较大。 

根据市财政局下达给中心的年初预算批复文件，2020 年项目

的年初预算金额为 100 万元，因疫情影响等客观原因，财政收紧

预算额度，收回预算额度后最终预算金额为 20 万元，调整率为

80%，属于客观因素导致的被动调整。 

（二）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 

年度预算投入资金 20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14.27 万元，预

算执行率 71.35%。造成预算执行率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受疫情

持续影响，企业服务中心原计划的外出招商考察对接活动无法如期

开展，同时全年经济环境不稳定也导致企业投资意愿较往年锐减，

导致预算执行率不理想。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对标项目相关文件依据、实施方案和预算绩效目标，结合该

项目绩效评价必设的指标进行评价，本项目根据《市政府工作会议

纪要[2019]285 号》、《产业链补强招商工作方案》、《东莞市财政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等文件规定要求，开展相关工作。评价认

为，该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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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程序规范，绩效目标合理、可衡量，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与年

度目标相适应，该项目决策目标、指标已完成。 

（二）项目过程情况。 

对标项目相关文件依据、管理制度、支出证明和单位设定的

预算绩效目标，结合该项目绩效评价必设的指标开展评价，根据《企

业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通过查询审核项目相关财务支出明细

账，评价认为，由于被财政统筹收回预算额度，造成项目预算调整

率绝对值大（80%）；受疫情影响，部分外出招商活动无法如期开

展，造成预算执行率偏低（71.36%），该项目预算调整率、预算执

行率没有完成绩效目标。项目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

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项目资金使用合规，符合相关的财务管

理制度规定。 

（三）项目产出情况。 

对标项目相关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工作台账和单位设定的

预算绩效目标，结合该项目绩效评价必设的指标开展评价。根据产

业链补强优化台账显示，全年服务对接跟进项目共 60 项，绩效目

标为 60 个，完成率 100%，其中属于重点产业类别企业 59 个，占

比 98.33%，全年完成了对现有项目的服务跟进工作。评价认为，

尽管受疫情持续影响，经济形势不稳定导致企业投资意愿较往年锐

减等客观因素影响，但该项目产出数量、产出时效、产出质量等均

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四）项目效益情况。 

对标项目相关工作台账、文件依据和单位设定的预算绩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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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结合该项目绩效评价必设的指标开展评价。根据产业链补强优

化工作台账显示，重点产业类别企业对接服务率 98.33%；根据明

细账计算，委托招商机构使用率 70.07%；年底通过电话回访，企

业满意率超过 90%。评价认为，企业服务中心已制定《东莞市企

业服务中心项目接洽指引》，建立线上对接项目的工作流程，重点

产业类项目对接率 98.33%，委托招商机构使用率 70.07%，企业满

意度超过 90%，该项目效益目标、指标基本完成。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规划、科学管理有待加强。2020 年的“产业链补强优化工

作经费”项目从年初预算 100 万元经过两次调整成为 20 万元，最

后实际预算执行率为 71.35%。预算执行率指标完成程度不理想。

根据项目相关工作方案，“产业链补强优化工作经费”项目主要用

于产业链补强项目考察接洽、产业链补强项目日常评估和“企莞

家”平台产业链补强模块建立三个方面，受疫情影响，产业链补

强项目考察接洽和日常评估工作大部分改为网上接洽跟进（详见

《东莞市企业服务中心项目接洽指引》），影响了项目实际经费支

出。“企莞家”平台产业链补强模块建立经费支出改为工信局统筹

支出，也影响了“产业链补强优化工作经费”项目实际支出。 

六、有关建议 

（一）加强项目实施前的摸底、调研、计划工作，充分考虑

项目实施计划和财政预算的统筹性，切实提高预算执行率。 

（二）市工信局和市企业服务中心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编

制年度预算时，应加强沟通协调，统筹开展相关工作，避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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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及预算重复。  

 

附件：1.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佐证材料清单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6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