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商贸流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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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商贸流通专项资金开展了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一）政策支持方向。《省级商贸流通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陕财办建〔2020〕243 号）明确支持 4 大类项目，具

体为：民生商贸服务类项目，与生产流通直接相关的服务类

项目，与公共服务直接相关的服务类项目，省委、省政府确

定的商贸流通领域重点建设项目。

（二）政策实施情况。2021 年商贸流通专项资金预算资

金 9,000 万元。省商务厅年度部门预算安排 450 万元，已全

部用于 2021 年陕菜品牌建设活动；100 万元国家级先进县奖

励，已直接拨付至武功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限额以上贸

易单位培育纳统、市场监测体系建设资金 8,450 万元已分别

下达至各地市。

（三）项目绩效目标。支持农贸市场建设≥8 个，支持

农产品流通冷链供应链企业≥10 家，支持步行街改造提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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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5 条，支持夜间经济建设项目≥7 条，支持电商园

区建设项目≥5 家，支持标准化菜市场建设项目≥8 家，支

持品牌连锁便利店建设项目≥8 家，支持陕菜品牌建设项目

≥5 家。

二、综合评价结论

评价组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访谈等获得的数据和

资料，对2021年政策实施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政策总

得分为87.86分，绩效评级为“B”。2021年实际支持农贸市

场建设项目10个，农产品流通冷链供应链企业20家，步行街

改造提升建设项目5个，夜间经济建设项目5个，电商园区建

设项目7个，标准化菜市场建设项目9个，品牌连锁便利店建

设项目11个，陕菜品牌建设项目3个。支持限额以上商贸流

通企业培育纳通方面，完成了全年纳统目标，2021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增速较上年增长6.7%。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方面，

扶持项目累计撬动社会资本投入4.29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16205个，受补助电商园区在项目期内线上交易额完成53.4

亿元。详细评分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1 2021 年度商贸流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政策制定 15 14.00 93.33%

政策实施 22 17.07 77.59%

政策产出 28 24.11 86.11%

政策效益 35 32.68 93.37%

合计 100 87.86 87.86%

绩效评价得分：87.86 分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B

三、评价指标分析

（一）政策制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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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能够详细的将确定的重点支持方向

进一步细化为总体目标，并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进行体现。

2020年重点支持方向为8个方向，2021年重点支持方向为3大

类8个方向，两年重点支持方向根据年度重点工作目标不同

进行调整，支持方式及申报要求均按照不同方向细化设置申

报要求，目标导向明确。但绩效目标申报表中除专项资金支

持项目的绩效指标外，仍缺少其他支持方向的绩效指标。且

未对绩效目标进行分解，未明确设立各地区或具体项目应达

到的绩效水平。

通过2014-2019年期间专项资金政策的实施和支持项目

的经验总结，结合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促进消

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实施意见》（陕政办

发〔2019〕33号），2020年4月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商务

厅修订并印发了《省级商贸流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陕财

办建〔2020〕243号），从资金来源、职责分工、支持范围、

申报程序等方面进行了修订。政策修订具有历史管理经验支

持、项目数据支撑以及省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前期调研工

作充分。

2020年修订的管理办法包含支持范围、分配方式、项目

申报及审定、预算下达和资金拨付、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等

要素，内容与《陕西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陕政

发〔2018〕25号）等专项资金管理要求相符。

（二）政策实施情况。

资金分配机制。专项资金支持项目、限额以上贸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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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纳统方面，明确了项目申报、评审的基本原则，能够满

足项目资金分配需求，能够保障资金分配情况尽量客观。市

场监测体系建设资金方面，陕西省商务厅暂未制定分配办法，

市场监测体系建设资金分配机制暂不健全。

项目管理机制。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方面，通过申报指南

分别细化了申报所需材料，基本能够满足项目申报环节的管

理。限额以上贸易单位培育纳统方面，按照统计部门提供数

据、根据管理要求计算各地市得分并按照得分排名奖励资金。

市场监测体系建设资金方面，监测数据由填报企业通过“商

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报送，省商务厅可在系统后台查看

报送情况，项目管理相对完善。

省级预算执行率。省级预算执行率为100%。

资金支出率。2021年商贸流通发展专项资金9,000万元，

实际支出6,196.68万元，资金支出率68.85%，支付进度较慢。

资金使用合规性。根据各市区财政单位提供的拨付材料，

资金的拨付有对应的资金指标下达文件，有完整的审批程序

和手续。通过现查抽查资金使用符合预算批复规定的用途，

资金的使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评审流程合理性。省商务厅聘请了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

对项目有效投资进行了核准，并召开专家评审会对项目建设

内容进行评审。但根据专家评审材料，未明确各类型项目评

审标准、未设置明确的评审维度，专家评审可能相对主观。

且评审专家组由5人组成，在1天评审时间内对157个项目进

行评审并达成了一致意见，评审时间较为仓促。项目审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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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情况。通过现场对申报、验收等资料进行复核，发现1个

项目存在与政策要求建设周期不符，1个项目建设主体与申

请主体不一致的问题。

信息公开情况。2020年11月17日省商务厅将申报指南的

印发通知及附件在省商务厅官方网站内公开发布，2021年8

月12日省商务厅将拟确定的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天。

（三）政策产出情况。

促消费项目完成率。2021年商贸流通发展专项资金共支

持促消费项目13个，13个促消费类项目均已完工并通过验收。

商贸综合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完成率。2021年商贸流通发

展专项资金共支持商贸综合服务体系建设项目30个，1个项

目质量存在问题正在整改、3个项目未完成建设内容。

农产品流通供应链体系建设完成率。2021年商贸流通发

展专项资金共支持农产品流通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30个，30

个农产品流通供应链体系建项目均已完工并通过验收。

项目应补尽补率。受到省级项目支持计划确定、且经过

省市县三级验收后应拨付69个项目5,708万元，实际拨付至

56个项目4,157万元，应补尽补率为72.82%。

夜间经济项目营业时长达标率。除疫情管控外，项目均

能够在18:00至次日6:00之间营业超过6小时。

项目完工及时率。完工及时率82.19%。

（四）政策效益情况。

撬动社会资本投入。2021年支持的73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为11.96亿元，实际符合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的有效投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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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约4.29亿元，完成目标的42.9%。

电商园区线上交易规模增速。项目申报时7个电商园区

项目已达到年网络交易额24.29亿元，在项目实施周期内，6

家电商园区（汉中智慧汉台数字经济产业园正在整改、不计

入统计范围）累计完成线上交易额约53.4亿元，较项目申报

时增加119.8%。

新增就业岗位。据统计，2021年商贸流通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项目累计新增就业岗位16205个。

促进商贸流通领域发展。一是促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不

断增加，2021年实现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250.50亿

元，比上年增长6.7%。二是促进商贸流通领域企业发展，全

省完成纳统目标的112%，有效促进了商贸流通领域发展。

促进陕菜推广。一是支持多家陕菜品牌店新建和改造提

升，二是组织重大陕菜推广活动，让陕菜走出去，举办陕西

京津冀产业合作活动-“陕西美食节”第五届丝博会陕菜国

际美食文化节；三是支持陕菜品牌推广活动举办，如字号兴

•2020寻找陕西最美老味道活动、西安饮食十四运西马旅游美

食节等多项活动。

企业及项目延续性。评价小组对西安市、咸阳市、安康

市等地项目进行现场踏勘，项目均处于运行状态。通过“天

眼查”对70个项目（除3个验收未通过项目外）申报企业的

登记注册信息及营业状态进行查询，均显示状态为“开业”，

未发现项目停业、公司倒闭等情况。

项目实施企业满意度。根据问卷调查结果，项目实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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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综合满意度为95.18%，其中，满意度最高的是对专项资金

的支持力度，满意率为96.43%，满意度最低的是专项资金支

持的时效性94.64%。项目周边群众满意度为91.42%，整体满

意程度较高。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发挥引导作用、撬动企业投资。省商务厅在项目

政策制定环节按照财政引导、企业实施的重要思路，同时在

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过聘请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申报有

效投资额进行核定，确保企业已经对项目完成部分投资。

（二）建立奖励、激励机制推动工作。省商务厅明确对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加比例较多、限额以上贸易单位数量增

加较多的地市进行资金奖励，用于支持限上企业纳统和培育

工作。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绩效管理未贯穿政策实施。绩效目标设置较

为单一，未涵盖全部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内的绩效。预算绩效

管理延伸不足，在项目申报环节未要求申报项目填报绩效目

标，在项目评审环节未对项目预期绩效情况进行研判，在项

目验收环节未对项目绩效完成情况进行核查。

（二）政策机制暂不完善。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方面，项

目评审时未制定详细评审方案及评审标准，且评审时间较为

紧凑，在项目申报资料的复核中发现个别项目存在审核错误，

评审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市场监测体系建设方面，省商务厅

暂未制定资金分配标准或分配办法，市场监测体系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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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机制暂不健全。

（三）部分项目资金未兑付至企业，财政资金效益未及

时发挥。仍有 13 个项目未拨付支持资金，涉及 1,551 万元，

占应兑付项目资金的 27.18%。

（四）资金使用方向较为分散。实际用于支持企业的预

算资金为 5,850 万元支持 3 大类 8 个方向 73 个项目，占专

项资金总量的 65%，财政资金补助力度直接影响对于企业项

目建设的引导，实际直接用于扶持企业的资金额度有限、支

持方向较为分散。

六、有关建议

（一）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深度。要求各申报项目

的企业需填报绩效目标申报表，由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财政

部门同步审核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在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财

政部门验收项目环节同步关注项目绩效实现情况。

（二）完善评审及资金分配机制。建议在项目评审方案

中明确各类型项目评审标准、评审维度，建议评审采用打分

制，适当延长评审时间或增加专家人数。建议尽快制定市场

监测体系建设资金分配标准。

（三）理顺管理环节加快资金拨付。建议在政策或项目

征集的申报指南中明确具体的验收要求以及验收时限，逐步

实现项目申报统一、项目评审统一和项目验收统一的管理模

式。建议在验收合格的复函中加入资金拨付时限要求，压实

资金拨付责任，督促资金拨付进度，确保资金尽快落地见效。

（四）集中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平衡支持项目资金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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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奖励资金比例，适当提高用于支持项目的资金占比，尽可

能增加专项资金投入项目的占比。平衡年度重点支持方向，

集中专项资金投入方向，最大程度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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