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实

施效果，按照《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和《陕西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

评价管理办法》（陕财办绩〔2020〕9 号）规定，2022 年 4

月至 7 月，陕西省财政厅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2021

年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专项资金开展了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陕西省 2021 年省级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专项资金总金额

33,336.00 万元，主要支持 4 个方面：1.结构调整和优化升

级方面以补助方式支持 53 个产业化项目建设，补助资金总

额 19,923.00 万元；2.工业节能方面重点支持节能减排、循

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等 26 项目，支持资金总额 4,500.00

万元；3.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共 11 个项目，用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内相关项目的建设，资金总额 3,700.00

万元；4.服务业方面共 18 个项目，用于支持支持公共服务

平台项目、物流基础设施类项目的建设，资金总额 4,500.00

万元；除此之外，剩余 713.00 万元用于支付地方政策债券

转贷还本付息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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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自评报告及评价小组抽查，截至 2021 年底，

拨付至各项目单位的资金总额为 19,611.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拨付至项目单位的资金总额为 28,032.50 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84.09%。

（二）项目完成情况

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面：53 个项目，原计划完工项目

34 个，在建项目 19 个，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实际完

工项目 22 个，完成年度计划目标的在建项目 12 个，其未如

期完成的主要原因是疫情等客观因素影响。2021 年专项资金

聚焦创新能力提升、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融合发展和产业集

聚发展等重点工作任务，推动制造业为全省经济实现量的合

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提供强有力支撑。

工业节能方面：目前 26 个项目中已完工 22 个，未完工

4 个。受疫情、天气等客观因素影响，部分项目生产线未能

全部投入使用，有所滞后。2021 年绩效总目标节能量（折标

煤）≥20 万吨标准煤，固体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量≥400 万

吨。经核查，2021 年实际完成情况为节能量（折标煤）71.61

万吨标准煤，固体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量 360 万吨，基本完

成预期目标。2021 年产业结构引导资金（工业节能）重点支

持节能减排项目及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有效提升

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发展水平及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2021 年总体绩效目标已完成。

通过 2021 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资金的引导、支持，解

决了市场失灵阶段产业技术创新的短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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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方面：共支持了 18 个项目，其中公共服务平台

子项目数 5 个，物流基础设施类建设项目 13 个，2021 年总

体绩效目标已完成。此类项目的实施有效支持公共性、基础

性、示范性服务平台类、物流基础设施类产业项目建设，进

而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二、综合评价结论

本次评价在项目资料整理、数据分析、现场调研以及分

析评价基础上，评价工作组依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

评分，该项目综合评价分数为 88.85 分，评级为“B”，各项

指标评分见下表 2-1。综合来看，该项目基本完成年初预期

目标，但专项资金到位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受疫情等其他客

观因素影响，子项目建设进度略有滞后。

表 2-1 2021 年产业结构调整引导资金项目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00 13.00 86.67%

过程 25.00 19.35 77.40%

产出 35.00 33.50 95.71%

效益 25.00 23.00 92.00%

绩效评价得分：88.85 分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B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

入三方面评价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

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

性等内容。其整体情况完成良好，但存在部分绩效目标没有

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指标表述过于笼统，指标值不够清

晰、量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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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过程情况。从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两方面评

价资金到位率、资金使用率、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制度健

全性、项目评选规范性及绩效自评合理性等内容。在资金到

位率及使用率方面存在问题。

（三）项目产出情况。重点考察项目资金投入产出数量、

产出质量、产出时效等内容。受疫情等客观因素影响，在项

目完成及时性方面存在问题。

（四）项目效益情况。用于综合评价资金投入使用后产

生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及社会满意度等内容。受建设原

材料涨价、疫情导致客户汇款滞后等因素影响，部分子项目

的总资金来源构成略有更改，对后期建设或生产所需资金的

落实造成压力。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聚焦重点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21 年产业

结构引导资金聚焦创新能力提升、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融合

发展和产业集聚发展等重点工作任务，推动制造业为全省经

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二）促进校企深度合作，提高源头创新水平。深化产

教融合，有效提升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水平，填补了数项

技术国内空白。

（三）优化能源结构，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2021 年

产业结构引导资金工业节能方面重点支持节能减排项目及

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循

环发展水平及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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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促进物流降本增效。

2021 年产业结构调整引导资金服务业方面共支持 18 项目，

其中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13 个，占服务业方面引导资

金总额的 78%，大力支持物流业基础设施类项目建设，物流

产业降本增效的效果显著，积极促进陕西省物流业健康发展。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资金分配合理性有待加强。根据项目总投资划档

平均分配资金，再综合考虑项目评审得分、项目预期效益，

适当予以资金倾斜。分配标准中未明确区分项目资金压力大

小、项目建设生产过程中的其他需求情况。经现场调研情况，

尤其对部分项目前期资金投资量较大，且无稳定收益来源的

企业，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发挥欠佳。

（二）各区县资金拨付流程各异，且到位率较低。2021

年产业结构调整引导资金项目年度总预算 33,336.00 万元，

截至2022年4月30日，未拨付至项目单位的资金为5,303.50

万元，占总资金的 16%。未拨付资金仍滞留在区县级财政局。

其主要原因是，区县财政局资金拨付的流程各有不同，有的

将资金直接拨付至项目单位，有的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度拨

付资金。因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单位项目建设进度滞

后，影响了资金拨付。

（三）部分项目建设进度滞后，影响实际产出效益。2021

年产业结构调整引导资金共支持 113 个项目，其中严格按照

2021 年初计划目标，如期完成建设任务的项目有 76 个，占

总项目的 67.3%，剩余 37 个项目实际建设进度与年初计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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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直接导致项目产出效益受到不良影响。其主要原因：一

是疫情、贸易战、考古等客观因素直接导致项目建设工期延

后；部分项目建设生产线所需的国外进口设施设备未如期交

付间接导致建设工期延后。二是疫情、政策、市场波动等因

素导致部分项目原材料、产品的供需关系受影响，导致项目

建设计划略有调整。三是部分项目因主观原因导致整体建设

进度滞后。

（四）绩效目标不够细化明确，绩效自评信息完备性不

足。绩效目标中部分指标表述过于笼统，指标值不够清晰、

量化。如将“时效指标”指标内容设置为“项目按时开工

率”“项目资金到位率”等，无法全面衡量项目建设进度是

否按照年初计划及时完成。项目单位虽及时提交绩效自评报

告，但内容不完整。如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仅表述资

金使用情况及相关产出情况，未对工作的主要经验做法及需

要改进提升的地方详细阐述。

六、有关建议

（一）优化资金投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对当年

尚未开工建设、建设动力不足但经济附加值较高的项目给予

重点资金支持，引导项目建设，有效弥补陕西省产业结构调

整过程中市场失灵阶段企业建设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除

此之外，建议加强前期调研分析，充分发掘项目建设过程中

的薄弱环节，适时调整和明确引导资金的作用领域，相机采

取资金补助、政策扶持等多种形式予以支持。

（二）规范资金拨付流程，提高专项资金到位率。《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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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省级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

制度并未明确规定资金拨付流程，区县级及以下资金拨付流

程各异。建议项目主管部门规范资金拨付流程，在兼顾督促

企业建设的前提下，加快资金拨付，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引

导作用。

（三）加强后续监管，督促企业实现预期目标。注重政

策衔接，建立全省动态跟踪管理机制，加强对建设进度滞后

或实施方案有调整项目的后续监管，在全省范围内加强对其

的检查查处力度，对发现的问题，要求项目单位及时调整，

以避免造成财政资金损失或沉淀。

（四）强化绩效目标编制，做实绩效自评。将绩效目标

或年度工作任务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设置能够

满足二级指标特性，反映项目工作内容的三级指标，并通过

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全面予以体现。做实绩效自评，项目

单位除了关注资金使用情况之外，应重点关注项目本身的完

成情况以及实际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以便能够及

时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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