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引资奖励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全面掌握“招商引资奖励”项目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预算精细化、管理

科学化水平，合理配置资源，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

水平，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我单位对 2022 年度部门使用的

财政资金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我县围绕“大项目龙头带动、大产业链条拉动、大平台

服务促动”的工作思路，坚持工业强县主战略与招商引资主

引擎，整合招商资源、拓展招商渠道、丰富招商方式，强化

招商服务，确保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舒城县招商中心属县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下设 7

个招商联络处。为完成县委、县政府下达的全年招商引资目

标任务，促进全县经济快速发展，2022 年县财政拨款招商奖

励经费 1780.79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我单位招商工作正常开

展，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对企业优惠政策兑现。

（二）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1.继续“招大引强”。围绕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借助华夏幸福

招商平台，瞄准 500 强企业、上市公司，引进科技含量高、

产业链级高的龙头项目，打造千亿级产业园区。2.加深科技

创新。深度挖掘合肥科教名城的资源优势，积极促成产学研



合作项目，提供产学研科技合作平台，加快培育新动能，抢

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千方百计吸引战新产业建设急需的国内

外科技人才、熟练产业工人来舒发展。3.加快项目建设。加

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同步规划建设相关的配套

设施，做到路、电、水和网（包括通讯网络和排污管网）等

同步到位，不断增强园区对项目的承载能力，深化产城融合。

充分发挥杭埠政务服务分中心作用，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加

快项目落地；充分发挥月 30 调度作用，及时协调解决项目

建设中遇到的问题。阶段性目标是建立良好的项目绩效评价

机制，实现项目资金管理规范化，确保资金使用合理规范。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对象和范围。

开展“招商引资奖励”项目经费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依

据既定的评价技术体系，基予预期目标实现程度，全面分析

和综合评价“招商引资奖励”项目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情

况，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措施，并将

作为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及下一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的决策依据。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舒城县招商中心，涉及资金

1780.79 万元，全部为县财政拨款。

绩效评价的范围为 2022 年度项目涉及事项，具体为：

保障招商引资项目正常运转和企业优惠政策兑现。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等。

绩效评价原则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规范的程序，

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

公正的测量、分析和评判。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三级指标，

其中一级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二级

和三级指标分为若干小项指标。绩效评价方法为成本效益分

析法。绩效评价标准为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

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分为下达绩效评价通知，资料收集与

核查，现场和非现场评价，形成评价初步结论，评定绩效评

价结果，与被评价部门交换意见和撰写绩效评价报告等步骤。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年度完成预期目标；根据县财政部门相关文件要求，

基于对该项目有关资料的归档整理和数据分析，县招商中心

对招商奖励经费资金使用绩效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招商

引资奖励”立项符合招商工作实际，立项依据充分，完成质

量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绩效目标合理、指标明

确，资金投入中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理，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相关政策、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项目

申请、设立过程中符合规定的程序，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

关要求等。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中资金使用到位、拨付及时，预算资金按照计

划执行、使用合规，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基本健

全，项目实施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制度执行有效。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情况已落实到招商中心及 7 个联络处，本项目

实施后，招商工作有序顺利开展。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已经完成，目标达到，本项目实施后，

招商引资积极性更高，引进了更多高质量企业，推动了经济

发展。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招商引资奖励为经常性项目，项目资金来源全部是县财

政拨款。项目的资金支出我单位严格按照现行的财务规章制

度执行，做到专款专用，因此，项目资金支付及时，项目执

行率较高。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具体执行中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在项目申报阶

段，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具体，指标不够细化；二是单位的财

务工作仅限于业务发生后的记账、算账、报账，未参与到业



务活动的前台和决策，与业务环节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脱节，

对单位重要事项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了解不详，未能对项

目实施必要的财务监控。

七、有关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编制。进一步加强

单位内部机构预算管理意识，优先保障固定性、相对刚性的

费用支出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

控性。

2.完善资金使用效率。在执行过程中有计划进行资金申

报使用，完善资金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确保项目资金及时

到位，建立健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发挥统筹效应，切

实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3.强化执行力度。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各项经费按

规定申请、审批、使用。严禁挤占、挪用等现象发生。建立

健全财务管理与财务监督机制。



招商联络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全面掌握“招商联络处”项目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预算精细化、管理

科学化水平，合理配置资源，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

水平，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我单位对 2022 年度部门使用的

财政资金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根据县委县政府对招商投资创业工作的具体要求和目

标。全县招商引资接待、会务、交通、差旅、办公、考察等。

舒城县招商中心属县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下设 7

个招商联络处。为完成县委、县政府下达的全年招商引资目

标任务，促进全县经济快速发展，2022 年县财政拨款招商工

作经费 682.61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我单位招商工作正常开

展，完成招商引资任务，促进经济发展。

（二）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1.继续“招大引强”。围绕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借助华夏幸福

招商平台，瞄准 500 强企业、上市公司，引进科技含量高、

产业链级高的龙头项目，打造千亿级产业园区。2.加深科技

创新。深度挖掘合肥科教名城的资源优势，积极促成产学研

合作项目，提供产学研科技合作平台，加快培育新动能，抢

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千方百计吸引战新产业建设急需的国内



外科技人才、熟练产业工人来舒发展。3.加快项目建设。加

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同步规划建设相关的配套

设施，做到路、电、水和网（包括通讯网络和排污管网）等

同步到位，不断增强园区对项目的承载能力，深化产城融合。

充分发挥杭埠政务服务分中心作用，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加

快项目落地；充分发挥月 30 调度作用，及时协调解决项目

建设中遇到的问题。阶段性目标是按照要求完成招商引资任

务，增加就业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对象和范围。

开展“招商联络处”项目经费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依据

既定的评价技术体系，基予预期目标实现程度，全面分析和

综合评价“招商联络处”项目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情况，

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措施，并将作为

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及下

一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的决策依据。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舒城县招商中心，涉及资金 682.61

万元，全部为县财政拨款。

绩效评价的范围为 2022 年度项目涉及事项，具体为：

保障招商联络处正常运转和公用经费支出。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等。

绩效评价原则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规范的程序，



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

公正的测量、分析和评判。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三级指标，

其中一级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二级

和三级指标分为若干小项指标。绩效评价方法为成本效益分

析法。绩效评价标准为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

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分为下达绩效评价通知，资料收集与

核查，现场和非现场评价，形成评价初步结论，评定绩效评

价结果，与被评价部门交换意见和撰写绩效评价报告等步骤。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年度完成预期目标；根据县财政部门相关文件要求，

基于对该项目有关资料的归档整理和数据分析，县招商中心

对招商联络处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招

商联络处”立项符合招商工作实际，立项依据充分，完成质

量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绩效目标合理、指标明

确，资金投入中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理，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相关政策、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项目

申请、设立过程中符合规定的程序，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

关要求等。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中资金使用到位、拨付及时，预算资金按照计

划执行、使用合规，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基本健

全，项目实施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制度执行有效。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情况已落实到招商中心及 7 个联络处，本项目

实施后，招商工作有序顺利开展。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已经完成，目标达到，本项目实施后，

招商引资积极性更高，引进了更多高质量企业，推动了经济

发展。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招商联络处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项目资金来源全部是县

财政拨款。项目的资金支出我单位严格按照现行的财务规章

制度执行，做到专款专用，因此，项目资金支付及时，项目

执行率较高。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具体执行中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在项目申报阶

段，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具体，指标不够细化；二是单位的财

务工作仅限于业务发生后的记账、算账、报账，未参与到业

务活动的前台和决策，与业务环节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脱节，

对单位重要事项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了解不详，未能对项

目实施必要的财务监控。



七、有关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编制。进一步加强

单位内部机构预算管理意识，优先保障固定性、相对刚性的

费用支出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

控性。

2.完善资金使用效率。在执行过程中有计划进行资金申

报使用，完善资金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确保项目资金及时

到位，建立健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发挥统筹效应，切

实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3.强化执行力度。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各项经费按

规定申请、审批、使用。严禁挤占、挪用等现象发生。建立

健全财务管理与财务监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