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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省级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专项资金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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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财政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2021 年省级产

业结构调整引导专项资金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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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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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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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万元；

3.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共 11个项目，用于支持战略性新兴

产业重点领域内相关项目的建设，资金总额 37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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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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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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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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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1.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4月 30日，拨付至项目单位的资金总额为 28032.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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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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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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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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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产业结构调整引导资金项目指标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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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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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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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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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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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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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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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6.00万元，截

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未拨付至项目单位的资金为 53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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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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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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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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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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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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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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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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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