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茶山镇经济发展局

扶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经费

项目绩效评价整改报告

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市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东财〔2021〕50号）的有关要

求，结合《2023年东莞市财政局茶山分局重点绩效评价

实施方案》，受东莞市茶山镇财政局委托，深圳市栖境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对我局2022年“扶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项经费项目”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

通过资金核查、专家评审和现场评价，从决策、管

理、产出、效益四个方面综合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分析，经综合评定，评定项目绩效评分为76分，评价等级为

“中”。2022年扶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经费项

目通过释放政策红利，为企业进行补助奖励，助力企业

纾困解难，同时带动了茶山镇食品饮料特色产业的发展。

但存在预算编制欠缺科学性、预算执行率较低、绩效目

标设置合理性有待提升等不足。根据绩效评价结果，针对

存在的有关绩效问题制定了以下整改方案。

一、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科学性欠缺，执行率较低影响政策

实施效力

一方面每年度企业申请资助的资金不确定性带来预

算资金测算金额的不确定性，缺乏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

最终导致财政批复的预算金额与实际资助资金需求规模

不匹配；另一方面预算金额测算的不准确致使筹资规模

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财政资金整体处于紧平衡的状

态下，最终导致年度内项目审批资助金额与本年度财政

实际到位资金不匹配。

（二）绩效管理意识有待提升，目标设置与自评执

行有待规范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不足。二是绩效指标设置

合理性不足。三是绩效自评质量有待提升。

（三）受多重因素影响，政策覆盖率不高

受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生产成本大幅上涨等

因素影响，企业发展受到相应影响，一定程度上导致无

法达到补贴项目要求，符合奖励政策的项目及企业较少。

二、整改目标

（一）提升预算编制精准度

在年度预算编制论证前，增加摸底调查环节，开展

座谈访谈、随机走访、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统计分析

等调研工作，深入企业问计求策，力争实现下一年度预



算编制精度快速提升。

（二）提升绩效管理意识

强内部培训，建立绩效管理意识。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

标体系，从指标的全面性、可衡量性、符合性、权重合理性

等四个方面考察指标的合理性，重视绩效自评工作，将绩效

目标的实现情况作为工作质量的重要评判标准，对影响目标

实现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及时整改，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率。

（三）提升政策覆盖率

一是加强各项扶持政策的宣传，积极与企业沟通，

建立健全答疑机制，及时掌握企业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与疑惑，确保企业对政策文件及申报指南形成正确、

全面的认识。二是全面摸排辖区内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收集企业问题诉求，建立完善企业问题闭环管理机制，

以高效服务疏通企业发展堵点。全力保障产业链稳定运

行，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大企业纾困力度。

三、整改措施

（一）优化编制预算方式方法，规范绩效管理执行

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局意识，加强对政策文件的

认识和理解。全面梳理近几年企业参展奖补情况以及政策奖

励情况，联合行业协会向企业开展调研，了解企业未来一年

的参展计划，更精准地编制年初预算，从源头上提高预算执



行率。组织局内分组分阶段开展预算测算，适时开展对

预算绩效管理的培训，要求将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管理

的全过程中，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加强企业走访服务，精准对接政策方向

在走访过程中，广泛收集企业问题诉求，对于企业反映

的问题，积极与企业沟通，建立健全答疑机制，及时掌

握企业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疑惑，确保企业对政

策文件及申报指南形成正确、全面的认识。

（三）加强惠企政策宣传，精细化对接保证政策落地

广泛发动宣传，提高政策覆盖面。一是结合省、市有关

扶持政策，修订我镇进一步扶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制定奖励申报通知和指南，通过镇内宣传媒体广

泛开展政策宣传工作；二是提前梳理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奖补

名单，通过“一对一”方式重点通知企业按要求提交申请资

料，避免出现“漏报”情况，以高效服务疏通企业发展堵

点，全力保障产业链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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