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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转制科研机构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得分 98.08 分，其中预算执行情况

18.08 分，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80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年初批复预算 3526.05 万元，预算调整后项目金额为

3188.21 万元，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实际支出 3188.21 万

元，年初预算执行率 90.42%。

2.完成的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

年度离退休人员财政补助部分离退休费拨款到位率

100%，完成率 100%。

政策性拨款率 100%，完成率 100%。

2.时效指标

离退休人员补贴资金按季度拨款及时率，完成率 100%。

2020 年四个转制科研单位每月准时发放离退休金，按时缴纳

退休人员的参公医疗保险，及时发放离退休人员奖励性补贴

等。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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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20 年归口管理的转制科研机构离退休人员服务满

意度 90%以上，实际满意度 100%。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无。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市科技局沿用以前的转制科研单位

专项资金的管理制度和市人社部门颁发的相关制度执行，对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需要作进一步的管理制度修订和完

善。另外，归口管理责任不清，资产重组过程中人员、资产

等未同步进行，财政资金效益发挥不明显。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完善业务管理制度建设。修订转制科研单位专项资金的

管理制度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将上级管理部门的相关制度

进行汇编，以指导工作规范开展，切实将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同时，要进一步理顺管理关系、分清责任，切实发挥出财政

资金效益。

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转制科研单位专项资金拨付使用单位为预算管理归口

到武汉市科技局的市属改制科研院所，分别是武汉机械工艺

研究所、武汉机械工业设计研究院、武汉市一轻工业科学研

究所、武汉市仪器仪表研究所。为保障上述改制科研院所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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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的生活待遇及改制单位可持续发展问题，武汉市财

政局和市科技局专项资金用于改制科研单位离退休费、医疗

保障、政策性奖励等，以保障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把对

离退休老同志的关怀落到实处，使离退休老同志们在国家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中生活得到保障。年度离退休人员财政

补助部分离退休费拨款到位率100%,对2020年归口管理的转

制科研机构离退休人员服务满意度 90%以上。

2.项目资金情况

年初批复预算 3526.05 万元，预算调整后项目金额为

3188.21 万元，实际支出 3188.21 万元。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在收到《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市直预算绩效评价

及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2021〕350 号）后，

局领导高度重视，要求按照时间节点，认真展开绩效评价工

作，并配合市财政局做好重点绩效项目评价。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年初批复预算 3526.05 万元，预算调整后项目金额为

3188.21 万元，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实际支出 3188.21 万

元，年初预算执行率 90.42%。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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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离退休人员财政补助部分离退休费拨款到位率

100%，完成率 100%。

政策性拨款率 100%，完成率 100%。

离退休人员补贴资金按季度拨款及时率，完成率 100%。

2020 年四个转制科研单位每月准时发放离退休金，按时缴纳

退休人员的参公医疗保险，及时发放离退休人员奖励性补贴

等。

（2）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对 2020 年归口管理的转制科研机构离退休人员服务满

意度 90%以上，实际满意度 100%。

（四）上年度部门（单位）整体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1.利用财政资金补充社保资金的模式，确保转制科研单

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按标准发放和保障其基本生活。项

目实施关系到离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市财政局和市科技局

将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有效的解决了改制历史遗留问题，为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科研院所改制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2.专项经费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在日常经费管理中设

立专账核算，转制科研单位每年按要统一口径编制年度经费

预算和资金使用决算，并上报市科技局汇总。

（五）其他佐证材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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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科技研发专项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得分 96分，其中预算执行情况 20分，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76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2020 年科技研发资金预算总支出为 113,245 万元，根据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面

从严从紧加强全市预算管理的通知》（武政办〔2020〕79 号）

文件精神，压缩调减资金为 33,973.50 万元，实际执行资金

为 79,271.5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压减后）。科技研

发资金项目执行明细情况：

（1）大健康产业补贴预算支出3000万元，实际执行13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43.33%。

（2）企业技术创新项目预算支出 7500 万元，实际执行

11,06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47.47%。

（3）培育企业补贴预算支出29,395万元，压缩调减3650

万元，实际执行 25,735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4）科技金融补贴预算支出 2000 万元，实际执行

2272.51 万元，预算执行率 1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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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省项目配套补贴预算支出 9650 万元，压缩

调减 8610 万元，实际支出 118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13.46%

（6）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预算支出 12,000 万元，压缩调

减 3000 万元，实际执行 5254 万元，预算执行率 58.38%。

（7）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补贴预算支出 1950 万元，实际

执行 1870.80 万元，预算执行率 95.94%。

（8）应用基础前沿项目预算支出 5400 万元，实际执行

804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48.89%。

（9）科技创新平台预算支出 7700 万元，压缩调减 460

万元，实际执行 4350 万元，预算执行率 60.08%。

（10）孵化载体创建补贴预算支出 4350 万元，压缩调

减 900 万元，实际执行 378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9.57%。

（11）工业技术研究院预算支出 5800 万元，实际执行

5400.86 万元，预算执行率 93.12%。

（12）新能源汽车地方配套补贴预算支出 13,900 万元，

压缩调减 6753.5 万元，实际执行 9028.33 万元，预算执行

率 126.33%。

（13）引导基金预算支出 10,000 万元，压缩调减 10,000

万元，实际执行 0 元。

（14）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补贴预算支出 600 万元，压缩

调减 600 万元，实际执行 0 元。

2.完成的绩效目标。

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为 18 项，实际完成 17 项。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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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企业研发项目超过 140 项。实际支持企业技

术创新项目 220 项。

（2）高新技术企业净增 800 家。2020 年底高新技术企

业净增达 1842 家，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6259 家。

（3）支持的贷款企业家数不小于 100 家。实际发放“科

保贷”补贴的企业家数为 160 家。

（4）对符合条件的事项按政策补贴率 100%。实际对大

健康产业以及国家、省项目等符合条件的事项按政策补贴率

达到 100%。

（5）技术合同成交额 800 亿元。2020 年全市技术合同

成交额 942.3 亿元。

（6）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40 个。实际支持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 40 个。

（7）新培育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0 家。实际新培育技术

转移示范机构 11 家。

（8）发起设立子基金数量 3-5 支，财政资金放大 4 倍。

武汉市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理事会新增批准设立子基金 5

支。2020 年已实际出资设立母、子基金到位规模 68.55 亿元，

其中引导基金实际出资 13.96 亿元，实现了财政资金近 5 倍

的放大。

（9）支持应用基础前沿项目 110 家。2020 年实际支持

应用基础前沿项目 167 项。

（10）支持国家级平台不少于 2 家。支持武大宇航院、



5

模式动物创新中心、智能医学临床中心等 3 家国家级平台建

设。

（11）支持建设工研院 4 家。支持武汉氢能与燃料电池

产业技术研究院、武汉中科医疗科技工业技术研究院、武汉

数字建造产业技术研究院、武汉高德微机电与传感工研院等

4 家工研院建设。

（12）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入网 6000 台套。科研

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入网 12741 台（套）。

（13）完成获国补车辆地补配套补贴 100%。实际对获国

补车辆地补配套补贴达到 100%。

（14）全市科技贷款余额不小于 1,900 亿元。2020 年底

全市科技贷款余额为 2,503 亿元。

（15）科技税收政策减免享受企业 1500 家。2020 年科

技税收政策减免享受企业 6678 家。

（16）创新平台考核优秀不少于 75 家。市级科技创新

平台考核优秀 78 家。

（17）新增省级及以上众创孵化机构 40 家。新增省级

及以上众创孵化机构 68 家。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未完成（达标）1 项，主要是：支持科技成果

转化企业家数 20 家。实际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家数 19 家。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预算精准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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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产业补贴项目、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补贴等项目预

算执行率不高，预算编制精准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2）绩效目标编制科学规范度不够。

存在个别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匹配度不高的情况，

且未根据项目主要内容变化进行及时调整。例如科技税收政

策减免享受企业设定为 1500 家，2020 年实际科技税收政策

减免享受企业 6678 家。结合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年度绩效

指标值设定偏低。

（3）年内有一项绩效目标未达标。

主要原因：预算缩减，导致成果转化项目立项数量未达

标。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提高预算编制精准性，严格执行预算。

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相关规定，合理计划下一年度重点工作安排，重复性和非

必须的工作谨慎安排，资金预算量与工作目标及内容匹配。

组织部处室及单位负责人学习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各处室单

位严格按照预算支出范围使用资金，不得随意调整相关项目

支出，严格履行预算变更报批程序和手续。

（2）增强资金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

提高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结合实际工作情况，认真

编制绩效目标，确定合理的绩效指标值；同时设置更加细化、

量化的数量、质量、及时性等具体绩效指标，便于后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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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武汉市委关于

落实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武发〔2019〕16 号）、《中共武汉市委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武发〔2019〕

12 号）等文件精神，聚焦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聚焦产业

领域“卡脖子”技术，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国家重

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武汉高质量发展。

围绕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设定的年度绩效目标为 5大类：

一是企业技术创新专项，包括企业技术创新项目数不少于

140 家、高新技术企业净增达到 800 家、支持的贷款企业家

数 100 家、全市科技贷款余额不少于 1900 亿元等目标。二

是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包括支持成果转化企业家数不少于 20

家、技术合同成交额 800 亿元、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40 个、

新培育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0 家等目标。三是应用基础前沿

项目，包括支持项目数不少于 110 家等目标。四是科技创新

平台专项，包括支持国家级平台不少于 2 家、新增省级以上

众创孵化机构 40 家、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入网 60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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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等目标。五是新能源汽车地方配套补贴，包括完成获

得国补车辆地补配套补贴 100%，受补车辆合规率 100%。

2.项目资金情况

类别 项目类型 资金（万元） 分配方式

企业技术创新专项

大健康产业补贴 1300 后补贴

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11060 前资助

培育企业补贴 25735 后补贴

科技金融补贴 2272.51 后补贴

国家、省项目配套补

贴
1180 后补贴

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5254 前资助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补

贴
1870.80 后补贴

应用基础前沿项目 应用基础前沿项目 8040 前资助

科技创新平台专项

科技创新平台 4350 后补贴、前资助

孵化载体创建补贴 3780 后补贴

工业技术研究院 5400.86 前资助、后补贴

新能源汽车地方配套

补贴

新能源汽车地方配套

补贴
9028.33 后补贴

合计 79271.50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在收到《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市直预算绩效评价

及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2021〕350 号）后，

局领导高度重视，要求按照时间节点，认真展开绩效评价工

作，并配合市财政局做好重点绩效项目评价。

下发《关于开展 2020 年科技研发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

通知》，对绩效评价内容、方式、分工、时限进行了明确，

并对各预算项目指定了责任处室（单位），确保责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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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到位。

机关各责任处室对照 2020 年度科技研发资金预算绩效

目标、决算草案情况分项目进行了自评，并收集整理佐证资

料，交由规划处进行汇总。规划处根据汇总情况，结合绩效

目标完成具体情况、2020 年项目支出绩效执行监控情况等形

成了科技研发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20 年科技研发预算总支出 113245.00 万元，根据《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面从严

从紧加强全市预算管理的通知》要求，年中预算压缩调减

33973.5 万元，实际执行 79271.50 万元。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支持企业研发项目超过 140 项。实际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项目 220 项。

高新技术企业净增 800 家。2020 年底高新技术企业净增

达 1842 家，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6259 家。

支持的贷款企业家数不小于 100 家。实际发放“科保贷”

补贴的企业家数为 160 家。

对符合条件的事项按政策补贴率 100%。实际对大健康产

业以及国家、省项目等符合条件的事项按政策补贴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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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家数 20 家。实际支持科技成果

转化企业家数 19 家。

技术合同成交额 800 亿元。2020 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942.3 亿元。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40 个。实际支持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40 个。

新培育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0 家。实际新培育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 11 家。

发起设立子基金数量 3-5 支。武汉市科技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理事会新增批准设立子基金 5 支。

支持应用基础前沿项目 110 家。2020 年实际支持应用基

础前沿项目 167 项。

支持国家级平台不少于 2 家。支持武大宇航院、模式动

物创新中心、智能医学临床中心等 3 家国家级平台建设。

创新平台考核优秀不少于 75 家。市级科技创新平台考

核优秀 78 家。

新增省级及以上众创孵化机构 40 家。新增省级及以上

众创孵化机构 68 家。

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入网 6000 台套。科研设施和

仪器开放共享入网 12741 台（套）。

对符合条件的事项按政策补贴率 100%。实际对符合条件

的事项按政策补贴率达到 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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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择公平公正公开。按照要求完成。

全市科技贷款余额不小于 1,900 亿元。2020 年底全市科

技贷款余额为 2,503 亿元。

财政资金放大 4 倍，2020 年已实际出资设立母、子基金

到位规模 68.55 亿元，其中引导基金实际出资 13.96 亿元，

实现了财政资金近 5 倍的放大。

科技税收政策减免享受企业 1500 家。年内科技税收政

策减免享受企业 6678 家，完成计划的 445.2%。偏差较大的

原因主要是目标设置未考虑增值税减免和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两个政策减免项目。

推动众创孵化机构高质量发展。实际按照要求完成。

营造良好双创生态，助推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实

际按照要求完成。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小于 90%。实际满意度 100%。

（四）上年度部门（单位）整体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针对 2019 年度科技研发资金自评结果中提出的问题，

在 2020 年预算编制和执行中进行了改进：一是在编制 2021

年预算时，调整预算编制思路及执行方式，将能当年申报、

次年拨付的项目尽量调整为精确预算，提高预算执行准确率，

减少后期预算编制调整。要求预算提出部门按照“合理可行，

相应匹配”的要求，确保目标合理可行，与年度的工作任务

及发展目标相对应，与预算确定的资金量相匹配。二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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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拨付更多集中在下半年，我局调整预算编制思路及

执行方式，将能当年申报、次年拨付的项目尽量调整为精确

预算，以便次年拨付时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三是针对个别项

目因受疫情和国际形势变化影响，执行进度稍有滞后的情况，

我局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中期绩效评价意见反馈项目承担

单位，督促项目执行进度滞后的单位加快项目执行进度。

（五）其他佐证材料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