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服务业引导资金 项目年份 2019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5000.00 0.00 5000.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5000.00 5000.00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5000 

服务业创投引导基金增资 3000 

平台经济示范企业和规上企业奖励 430 

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补助 1000 

服务业创新型示范企业奖励 57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6 分）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补贴政策执

行规范性 
规范 5 好 5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监督制

度健全性 
健全 2 好 2 

责任惩戒机

制健全性 
健全 2 好 2 

产出目标

（20 分） 

服务业创业

投资引导基
3000 万 5 =3000 万 5 



金 

创新示范企

业 
=30 5 =30 5 

平台经济示

范企业 
=4 5 =4 5 

人工智能、大

数据应用示

范企业 

=20 5 =20 5 

结果目标

（28 分） 

被扶持的服

务业企业税

收增长率 

=5% 4.67 =16.76% 4.67 

服务业从业

人员占比 
=37% 4.67 =37% 4.67 

基金带动社

会投入 

3 倍及以

上 
4.67 ≥3 倍 4.67 

本地企业项

目出资额 

不低于引

导基金出

资额的 3

倍 

4.67 ≥3 倍 4.67 

投资于现代

服务业企业

比例 

=70% 4.67 ≥70% 4.67 

被扶持的大

数据企业税

收增长率 

=5% 4.65 =5% 4.65 

影响力目

标（6 分） 

持续完善的

管理制度建

立情况 

完善具体

相关制度 
3 

完善相关

制度 
3 

管理信息公

开化 
公开 3 公开 3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1、对认定的平台经济示范企业、优秀集聚示范区、创新型示范企业

等考核奖励，其中平台经济示范企业每家奖励 100 万元、优秀集聚示

范区每家奖励 50 万元、创新型示范企业每家奖励 20 万元。2、设立

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进一步创新专项资金使用方式。3、设立大数

据产业引导资金，扶持我市大数据企业，补助大数据重点项目。引导

资金由市发改委和市财政局共同管理。 

项目总目标 2019 年 12 月前完成年度考核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1、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快于 GDP 增长。2、服务业占比达 50%左右。3、

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达 37%。4、大数据产业增加值增长快于 GDP 增

长。 

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实施依据：《苏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苏府

〔2014〕69 号）、《苏州市服务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苏发

改服[2016]28 号）、《关于打造产业新平台引领经济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苏府〔2016〕158 号）、《市政府印发关于促进大数据应用和产业发

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苏府〔2016〕197 号）。2、资金用途：用

以引导和促进全社会对服务业的投入，壮大产业规模，优化经济结构，

提高服务业现代化水平。3、主要内容：引导资金主要用于以下几个

方面：A.重点项目，包括列入当年省、市服务业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

项目，符合我市服务业发展规划要求的重点领域、具有引领作用的新

兴领域及薄弱领域中的投资和经营项目；B.集聚区，重点支持省、市

两级服务业集聚区载体和公共平台建设项目；D.发展成绩突出的集聚

区和企业经营奖励；E.根据服务业发展趋势，需要扶持的新兴领域、

新兴业态及其他事项。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服务业创投创投引导

基金增资 3000 万元；平台经济示范企业和规上企业奖励 430 万元；

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补助 1000 万元；服务业创新型示范企业奖励 570

万元。  

项目管理成效 

加快项目载体建设。推动集聚区提档升级。组织开展市级服务业集聚

区年度考核工作。经评定 95 家集聚区考评合格，3 家集聚区黄牌警告，

1家服务业集聚区摘牌。10家集聚区获评市级优秀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4 家集聚区获评省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累计达 15 家，数量位

居全省第一。培育平台经济特色基地。相城影视产业园获评苏州市平

台经济特色基地。着力引培重点企业，一是大力培育平台企业，开展

已入库平台企业年度复核和新申报工作，共有 59 家平台企业入选培

育库，目前共有入库平台企业 255 家，其中成长型企业 100 家，规模

型企业 155 家。8 家企业获评互联网平台经济“百千万”工程重点企

业。二是持续培育服务业创新示范企业。33 家企业获评苏州市创新型

示范企业，其中技术创新型企业 24 家、商业模式创新型企业 8 家、

品牌创新型企业 1 家。三是开展苏州市级总部企业认定、复核和奖励

兑现工作。对 164 家总部企业进行复核，形成总部经济发展报告。新



增认定第七批 19 家市级总部企业。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

管理试点的奖励兑现工作。强化项目资金扶持。一是积极向上争取。

1 个项目获得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16 个项目获得省级服务业引导资

金扶持。二是加快兑现引导资金扶持项目。完成验收省级服务业引导

资金项目 7 个。三是加快服务业创投基金募集进度。顺利完成苏州市

服务业引导基金增资子基金的募集工作，12 个子基金主要投向生物医

药、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研发设计等服务业新兴领域，截止目前募

集子基金规模超 40 亿元。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一）信息发布渠道有待拓宽。目前主要通过市发改委和财政局外网

进行信息发布，部分市（区）的信息宣传和企业（项目）挖掘力度不

够；（二）企业申报辅导有待加强。对各类政策的申报辅导仍较缺乏，

申报单位对于申报要求和流程把握不清，导致出现申请报告质量不高

等问题。（三）认定标准有待细化。由于不同类型政策中企业认定标

准存在相似的地方，导致同一企业重复申报各类政策的现象较为明

显。（四）后续跟踪管理有待加强。项目验收偏重于投资和建设内容

的完成情况，对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实现关注不够；奖励类企业的后续

跟踪也较欠缺。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是建议各级政府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加大政策宣传和对优质企业

（项目）的挖掘；二是加强申报辅导，积极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及时

解答企业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提高项目申报质量；三是细

化认定标准，严格区分不同类型政策中企业的认定条件，减少企业重

复申报现象；四是优化评审和验收环节，规范、高效地开展评审和验

收工作；五是做好企业和项目的后续跟踪管理，及时掌握企业和项目

动态；六是完善项目绩效管理工作，科学合理安排好资金预算和结余，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