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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说明

（一）评价背景与目的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全面实施绩效

管理”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

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以下简称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广州市中大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咨询”）根据 2018年度专

项资金特点和以后年度绩效评价管理需要，研究制定 2018

年度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和工作手册。同时，委

托广州市中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等 5家第三方机构开展具体的评价工作。

本次评价工作的主要目的：一是建立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管理体系，统筹和规范以后年度全省工信系统的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二是全面系统评价 2018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组织实施情况及取得成效；三是掌握全省范围内专项资金分

配、到位和使用情况，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提供参考；四是

发现各地市工信部门在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和组织实施方面

存在的问题，明确专项资金绩效管理体系改进方向。

（二）评价对象与范围

本次评价对象为 2018年省财政厅安排给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负责的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其中，纳入省财政

厅 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或因机构改革划出省工业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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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的财政资金不属于本次评价范围。评价基准日为 2019年 3

月 31日。

根据《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下达 2018年促进经

济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用途）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粤

经信技改函〔2018〕36号）等资金下达文，2018年省级促

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共下达 546,710万元，用于扶持企业技

术改造、促进珠江西岸装备制造业发展、产业共建与产业园

发展及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其中纳入本次绩效评价的资

金有 514,628万元，包括省本级保留审批权限的资金 11,707

万元和因素法下达地市的资金 502,921万元。

另外，惠州工信局由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用途调

剂到企业技术改造用途 103万元，再加上中山、珠海等地市

工信局以前年度结余资金 22,952.7万元（地市工信部门未将

其与 2018年下达资金分开管理），最终因素法下达至地市的

资金总量为 525,976.70万元。

综上，本次评价专项资金总额为 537,683.70，其中，省

本级保留审批权限的资金为 11,707万元，因素法下达至地市

的资金为 525,976.70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因素法下达地市的资金总量是

525,976.70万元，但实际评价的因素法下达地市资金总额为

545,976.70万元，超出下达资金总量 20,000万元。主要原因

在于年初资金下达后，部分地市部分专题资金分配效率低，

2018年 12月 28日，省财政厅通过《关于调剂省工业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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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厅部分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工〔2018〕304号）

文件从湛江、茂名、清远等地市收回了未分配出去的资金共

计 43，966.46万元，并进行了二次分配。由于调剂时间与本

次评价时间间隔较短，原则上不再评价调剂资金的使用绩效。

但调剂给阳江 M201.支持先进装备制造业项目引进专题的

20,000万元与其年初获得资金一起组织了申报，未分开管理，

故纳入了本次评价范围。从地市角度看，以上 20,000万元对

于被收回资金的地市和阳江是两笔完全独立的资金，因此本

次评价同时考察了被收回资金地市的资金绩效和追加给阳

江的资金绩效，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

（三）评价思路与指标

根据专项资金结构和绩效管理结构特征，本次评价选取

“专题”作为最小评价单元，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得到专题资金

绩效评价结果。然后，在专题绩效评价结果的基础上，通过

加权平均，计算得到地市或省本级处室负责专项资金绩效得

分，以及省级专题、资金用途和专项资金绩效得分。具体评

价层次和结构详见表 1-1所示。

表 1-1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框架
评价层次 绩效得分
省级专项资金 ∑省级资金用途绩效得分*省级资金用途资金占专项资金权重
省级资金用途 ∑省级专题绩效得分*省级专题资金占该资金用途资金权重

省级专题
∑地市或省本级处室负责专题绩效得分*地市或省本级处室负责专
题资金占该专题资金权重

地市或省本级处
室

∑地市或省本级处室负责专题绩效得分*地市或省本级处室负责专
题资金占地市或省本级处室负责专项资金权重

地市专题或省本
级处室负责专题

以第三方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评价打分为准

项目 不直接评分，但项目单位需按要求报送材料，作为专题评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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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题资金绩效管理模式，本次评价主要从绩效目标、

绩效监控、绩效结果 3个方面考察专题资金整体绩效。其中，

绩效目标方面，主要考察专题资金责任主体对该专题资金的

绩效统筹，是否按要求设置科学、合理可量化的绩效目标；

绩效监控方面，主要考察专题资金责任主体是否严格落实省

级下达的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要求，以及是否根据工作需要

制定细化、可操作的工作办法；绩效结果方面主要考察专题

资金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包括省级下达绩效目标和本级设

置绩效目标。另外，由于省本级保留审批权限的资金占比较

小（约 2%），且其中 35.62%为政府采购或工作经费，45.59%

为事后奖补，故本次评价以“因素法下达地市资金”为主，以

“省本级保留审批权限资金”为辅。

具体地，省本级保留审批权限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相

对简单，包含资金支出、资金管理规范性、实施规范性、自

评管理情况、预算（成本）控制和完成进度及质量 6个二级

指标。指标框架详见表 1-2所示。

表 1-2 省本级保留审批权限资金绩效评价指标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资金管理 20
资金支出 15

资金管理规范性 5

事项管理 30
实施规范性 20
自评管理情况 10

绩效结果 50
预算(成本)控制 10
完成进度及质量 40

合计 1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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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法下达地市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更为系统全面，

包含了目标设置、资金管理、事项管理、经济性、效率性、

效果性和公平性 7个二级指标以及更为细化的三级指标。其

中，资金管理根据不同扶持方式的管理重点不同，设置了不

同的评价指标及权重。指标框架详见表 1-3所示。

表 1-3 因素法下达地市资金绩效评价指标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绩效目

标
15 目标设置 15

完整性 5
科学性 5
可衡量性 5

绩效监

控
35 资金管理 15

说明：根据专题资金使用方式选择对应的指标进行评价，专

题资金的资金管理得分=各资金使用方式资金管理得分*各
资金扶持方式下达资金额/该专题下达资金总额
A.股权投资-资金管理评价指标：

资金分配 3
资金到位 7

资金管理规范性 5
B.直接补贴-资金管理评价指标：

资金分配 3
资金到位 4
资金支出 4

资金管理规范性 4
C.贷款贴息-资金管理评价指标：

资金分配 4
资金到位 6

资金管理规范性 5
D.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管理评价指标：

资金分配 4
资金到位 6

资金管理规范性 5
E.事后奖补-资金管理评价指标：

资金分配 5
资金到位 10

F.工作经费-资金管理评价指标：
资金分配 2
资金到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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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资金支出 5

资金管理规范性 5

事项管理 20

项目库建设 2
组织实施制度有效性 5

实施规范性 10
自评管理情况 3

绩效结

果
50

经济性 5 预算(成本)控制 5
效率性 10 完成进度及质量 10
效果性 30 目标完成度 30
公平性 5 公众满意度 5

合计 100 — 100 — —

（四）评价组织方案

本次评价工作包括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下发评价通知、

绩效自评、现场评价、综合评价、厅务会审议、反馈通报、

验收归档等环节。评价工作进度计划如表 1-4所示。

表 1-4 评价工作计划
序号 工作流程 责任主体 时间计划

1 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大咨询 3月 29日前
2 编制工作方案，下发评价通知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大咨询 4月 10日前
3 绩效自评 地市工信部门、处室 5月 15日前
4

第三方评价

材料审核 第三方机构 5月 31日前
5 现场核查 第三方机构 6月 15日前
6 第三方综合评价 第三方机构 7月 10日前
7 征求意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月 31日前
8

综合评价

全省汇总评价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第三方机构 8月 15日前
9 专家论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第三方机构 8月 30日前

10
出具专项绩效评

价报告
中大咨询 9月 15日前

11 厅务会审议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0月 15日前
12 反馈通报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0月 31日前
13 验收归档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第三方机构 10月 31日前

二、评价结果

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19年省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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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专项资金（省本级保留审批权限的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

通知》（厅内办〔2019〕720号）和《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做好 2019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因素法下达地市的资

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粤工信财审函〔2019〕997号）

的评价标准及要求，依据评价指标和方法，经绩效自评、现

场评价、综合评价、专家论证等多个环节，2018年省级促进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第三方评价得分为 80.39，绩效等级

为良。其中，省本级保留审批权限的资金绩效得分为 86.53

分，绩效等级为良；因素法下达地市的资金绩效得分为 80.26

分，绩效等级为良。

各地市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广州、江门、东莞、阳江、

惠州、佛山、中山、珠海、汕头、河源、肇庆、韶关、清远、

梅州、湛江、汕尾、茂名、云浮、揭阳、潮州；资金用途评

价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企业技术改造用途、产业共建与产

业园发展用途、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用途、珠江西岸先进

装备制造业发展用途。

三、绩效表现

（一）主要措施

1.专项资金管理模式调整，两级绩效管理体系初步建立。

2018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全面调整专项资金管理模式，由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全面统筹调整为“因素法和项目制相结合，

因素法为主”，约 2%的资金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保留审批权

限，约 98%的财政资金通过因素法下达至地市，由地市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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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组织申报、评审、验收和

绩效评价等工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划清绩效管理权责边

界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省市两级绩效管理体系。

2.省级绩效管理框架完善，专题组织实施过程基本统一。

一是绩效目标要求明确，专题资金绩效结果基本可控。2018

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下达专项资金的同时结合地市间的

特点下达了差异化的绩效目标，在为地市的组织实施工作指

明方向的基础上，兼顾了地市间产业基础、发展方向的差异，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目标的可实现性，进而保证了全省层面的

专题资金绩效结果基本可控。二是实施细则指引到位，专题

组织实施过程基本规范。2018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了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粤经信规字〔2018〕3号）等文件，

详细说明了专项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过程的具体要求，为地

市工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指引。三是加强年中资金检

查，及时发现地市资金管理存在问题并整改。2018年，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因

素法切块地市的专项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开展重点检查。

3.地市绩效管理意识增强，专题资金绩效管理效率提升。

新的专项资金管理模式充分突显了地市工信部门在专

项资金绩效管理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和责任。2018年是省级预

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实施的第一年，地市工信部门虽尚

未建立完善的绩效管理体系，但绩效管理意识得到了普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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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个别地市在绩效管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二）主要成绩

1.工业总体运行平稳，中高端产业进一步发展。2018年，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 32305.16亿元，比上

年增长 6.3%，比全国高 0.1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先进

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18224.53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的比重为

56.4%，比上年提高 3.2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10183.66亿元，增长 9.5%，比上年提高 2.7个百分点。

2.发展新动能加快壮大，创新发展不断深化。一是战略

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2018年，全省四大彩电企业 4K电视

产量增长 31%左右；4K电视产量、4K芯片出货量和显示面

板产能均居全国第一。扶持机器人产业发展，全年工业机器

人产量超 3.2万台（套），增长 28.3%，占全国产量约 22%。

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13.27万辆，

增长 206.1%。二是重大项目稳步落地。2018年，实施珠西

产业带聚焦攻坚行动计划，重点支持先进装备项目招商引资、

落地建设和自主创新，全年新引进、新开工、新投产投资额

亿元以上项目分别为 322个、231个、158个。全年珠西装

备制造业完成投资 1142.3亿元，增长 6.3%。三是创新后劲

不断增强。2018年，全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增长 26.4%

和 43.7%。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约占全国申请总量的一半，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排名保持全国第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设

立研发机构占比达到 38%，比上年提高 1个百分点，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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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启动省智能

制造创新示范园建设，建设 36个省智能制造公共技术支撑

平台，培育国家级、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共 258个。

四是工业持续绿色发展。对各市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

控”，单位 GDP能耗下降 3.2%。对 1554家企业开展节能监

察，基本覆盖年综合能耗 5000吨标准煤以上重点用能单位。

开展能效对标行动，推荐 145项先进技术和装备。完成清洁

生产审核企业 2428家，与香港深化清洁生产合作，联合认

定第十批“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企业 153家。五是推动产

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落实“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战略，推

动省产业园提质增效发展，2018年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完成规

上工业增加值 1934亿元，增长 8.1%；全口径税收 593亿元，

增长 13.3%。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对口帮扶地市共推动 260个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落户共建产业园。

3.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一是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制定实施《广东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预计全年新增光纤接入用

户 670.5万户，累计 3312.7万户，较上年末增长 25.4%；新

增 4G基站 5.1万座、累计 34.9万座。推进乡村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新增农村光纤接入用户 117.7万户，农村光纤入户

率达 41.5%，20户以上自然村通光纤率达 90.1%。二是率先

部署发展工业互联网。在全国率先出台《广东省深化“互联网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实施方案》及《广东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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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上云上平台”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的若干扶持政策

（2018-2020年）》等政策。推动华为、富士康、腾讯、阿里

云、树根互联、东方国信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或落户广东。

培育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 80多个。打造广州、深圳、

佛山、东莞、中山、汕头、揭阳、湛江、阳江等 9个工业互

联网试点示范区。

（三）存在问题

一是政策偏向于事后奖补，事前引导作用有所减弱；二

是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绩效把控力度不够；三是因素法

切块不够精准，资金有效分配率较低；四是部分资金及时到

位率较低，资金有效利用率较低；五是个别地市组织实施不

够规范，扶持资金核算不够准确；六是个别地市后续监管不

到位，扶持项目管理不佳；七是部分资金绩效目标完成度较

低，资金绩效表现一般。

四、对策建议

（一）优化专项扶持政策，增强专项资金的引导带动作

用

1.适当扩大事前扶持政策的覆盖面，发挥事前扶持政策

的示范带动作用。优先采用股权投资、直接补贴的方式扶持

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环节和标杆示范项目，加强对标杆示范

项目的监管，完善标杆示范项目的后续管理及推广机制。

2.提高事后扶持政策的稳定性，挖掘事后扶持政策的事

前引导作用。优化事后扶持政策条款，提高政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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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政策的宣传和推广，进一步放大其释放的引导效果。

3.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提高政策在全省范围的

普遍适应性。根据地区间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

规划等，制定更具有区域针对性的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提高

政策与地市实际情况的契合度。

（二）落实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与绩效目标的匹配

度

1.规范专项资金预算管理机制，综合运用因素法切块与

申报审批两种分配方式。完善和规范专项资金预算管理机制，

对省本级保留审批权限的资金要加强预算审核，提高预算申

报的准确性，对分配给地市的资金要进一步征求和采纳地市

意见，在因素法切块的基础上建立申报审批制度，增加分配

资金与地市需求的吻合度。

2.完善因素法切块的影响因素，严格落实省市两级项目

库的建设和动态化管理。健全因素法切块中影响因素，将相

关产业的发展指标、基础禀赋、项目库储备、上期绩效评价

结果等纳入影响因素，并严格落实项目库建设和管理。

3.制定效率高的申报审批程序，引入第三方力量加强专

项资金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定精简、专业、有效的申报审批

流程，引进第三方的力量审核地市申报的预算和绩效目标，

完善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

4.严格落实省市两级绩效目标，明确地市工信部门绩效

目标管理基本实施形式。编制工信系统绩效指标库，为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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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门设置绩效目标提供参考，同时，研究制定完整、科

学、可衡量，且充分体现专题资金政策意图的绩效目标，明

确专项资金的绩效方向和底线，对地市工信部门绩效管理提

出明确要求。

（三）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增加资金下拨管理使用效率

性

1.明确资金管理使用红线，对规范性问题实现标准化管

理。按照资金用途或专题或者扶持方式，进一步明确专项资

金管理使用的底线。

2.优化资金逐级下拨流程，减少各级资金管理部门的影

响。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优化资金下拨路径，疏通资金

下拨通道，尽量减少多级资金管理部门的影响。

3.加强资金使用跟踪监督，落实绩效责任主体的主体责

任。明确地市工信部门资金监管的主体责任，制定资金进度

跟踪表，加强对股权投资、直接补贴和工作经费等事前扶持

资金使用的跟踪和监督。

（四）规范组织实施程序，建立全面的绩效跟踪管理机

制

1.统一基本实施程序，降低程序性问题的沟通成本。根

据扶持方式的不同，制定规范的实施程序，明确核心环节的

操作红线及要点。

2.明确地市决策范围，提高政策与地市的匹配程度。省

级政策制定阶段或实施过程中，直接明确地市可以决策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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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政策可以调整的方向及程度等，激发地市工信部门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

3.建立绩效跟踪系统，加强过程监管以及动态调控。以

绩效目标为导向，建立省、市两级绩效跟踪系统。其中，省

级绩效跟踪主要对象为地市工信部门；地市工信部门需建立

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小组，构建专题、项目两级绩效跟踪管理

机制，及时处理专题推进过程中的突发或特殊情况。

4.组织绩效管理培训，提升工信系统绩效管理能力。理

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地市工信部门在专项资金绩效管理

的权责，根据具体权责组织相应的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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