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名称

专项资金 其他事业发展支出 市本级资金 对下转移支付

303,054.14 238,331.68 43,140.05 193,807.00 87,664.73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自评分 未达标原因 改进措施

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 20.00 19.8

存在个别指标未完成，扣1分，如

虚拟电厂需求响应电力用户数指

标值20家，实际完成值17家。

强化项目日常绩效监

控，及时调整经费预

算安排及项目绩效指

标值。

专项资金支出率 5.00 4.62
专项资金支出进度

=92.31%*5=4.62

强化项目日常绩效监

控，及时调整经费预

算安排及项目绩效指

标值。

指标解释

反映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反映部门主管专项资金到年底的实际支出使用进度。

履职效能 50.00

专项效能 25.00

年度部门预

算情况

总预算

（万元）

年度预算资金类别

部门预算 事业发展支出 事业发展支出(按预算级次划分)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14,225.14 7,357.27

年度整体

绩效目标

目标1：持续强化经济运行监测。通过开展经济运行监测，落

实政策支持措施，主动服务重点工业区、企业（项目），促

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通过加快推进一批重点项目落地

建设，围绕产业链引进一批新项目，促进工业投资增速保持

稳定增长；通过深入实施用电营商环境4.0改革，不断提升企

业市民用电获得感。目标2：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全面

实施以市领导为“链长”和以龙头企业为“链主”的双链式

“链长制”，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通过开展智能网联与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加快布局智能网联

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通过开展绿色

石化和新材料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培育高分子材料

和粉末冶金产业集群；通过推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加快

发展，完善产业发展生态；通过推动超高清和新型显示产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超高清视频显示战略性主导产业集

群；通过落实时尚产业集群“链长制”工作体系，推动我市

时尚产业高端化、多元化、品牌化发展；通过推动现代高端

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高端装备产业竞争力；通过加快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构建规模增长、结构优化、自

主创新的软件产业集群生态。目标3：激发数字经济活力。通

过落实《广州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通过支持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标识解析顶级

节点扩能增容；通过发挥应用和需求引导，持续推进应用重

点场所和人流密集区域的5G网络覆盖；通过不断完善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和力度，不断提升电动汽车车主使用的

便利性和安全性；通过加快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构

建规模增长、结构优化、自主创新的软件产业集群生态。目

标4：培育壮大市场主体。通过组织“民营企业服务周”活

动，加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人才培育工作；通过加快推进“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小微企业“小升规”，扩大生产

经营规模；通过支持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开展融资活动，

推动企业上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目标5：平台载体优化提

升。通过推动产业载体保障和整治，促进产业载体的优质发

展；通过推动清洁生产和建设绿色制造体系，提升工业绿色

发展水平；通过加快建设国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提升制

造业创新水平。目标6：大湾区产业合作。通过加大双区合作

、落实产业合作协议，推进落实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

、智能装备集群、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建设，加快轨道交通、

生物医药、高分子材料、先进粉末冶金4个国家级产业集群申

报。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是持续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4.1%，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连续两年企稳回升；抓好暖企服务，建立重点企业服务数

据库。推进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创新“信用+供电服务”办电模式，联合“信用广州”搭建“信易电”平台，拓宽项目全生命周期信用体系

服务，将“信用+”融入市场主体项目全生命周期建设。

二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形成“链长+部门+各区+链主”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入选国家首批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建设试点城市。政金

企精准对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初步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创新体系，在整车制造、自动驾驶、网

联应用、车路协同和关键零部件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率先构建智能网联产业生态。搭建产业发展平台。全市集聚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相关企业

近100家，初步形成涵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材料、公共服务平台的全产业链布局。经工信部认定，广州成功入选消费品工业“三品”

战略示范城市。牵头打造了广佛深莞国家级智能装备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编制《广州市进一步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

三是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国内首部城市数字经济地方性法规《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出台《广州市推进软件园高

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行业赋能效果日益凸显，数字化管理、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

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累计建成7.64万座，5G基站持续四年排名全省第一。2022年1月份，出台实施了《广州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管

理办法》，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充电站点进行安全抽查，并及时整改，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四是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开展民营经济服务周活动，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在大会设立展台，进行政策宣传和服务对接，以现场互动的方式，为

民营企业提供创新创业、人才引进、企业管理培训、法律咨询、资源链接等多元化服务内容。2022年，我市进一步加大力度培育专精特新企

业，初步搭建了优质中小企业梯次发展的新格局，先后开展上市挂牌融资奖补、担保费补助、首次融资贴息、高成长企业贷款贴息、担保机构

补助等项目。

五是平台载体优化提升。完善政策设计，坚持部门协作形成合力，配合市规划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修订出台《广州市提高工业用地利

用效率实施办法》、城市更新“1+1+N”政策体系等，共同构建产业用地用房支撑体系。广州已打造国家级绿色工厂46家、绿色工业园区1家、

绿色设计产品192项、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7家，成为绿色制造体系最齐备的城市之一，入围绿色制造数量居全国前列。推荐3家企业申报第七批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其中2家创新中心获省厅批筹建。

六是大湾区产业合作。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广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深广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与

深圳、佛山、东莞签署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战略合作协议，举办2022年广东智能装备产业发展大会和“广聚群链 湾区启航”重大技术装备供需对

接会。组织开展智能脱消间研制和定型，推动本土儿童口罩生产企业与广药零售渠道对接，组织12家企业对接供港需求。

未能完成原因

无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部门基本情况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单位数： 3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

完成情况
10.00 9.5

部分指标实际完成值比年初目标

值高于150%。例如：“新增自主

品牌汽车新车型数量”高出指标

值250%；“新增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专有权证书或专利证书数”高

出指标值170%。

强化项目日常绩效监

控，及时调整经费预

算安排及项目绩效指

标值。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

完成情况
10.00 8.95

部分指标实际完成值比年初目标

值高于150%减半得分或低于100%

按比例计分。例如：“支持提质

增效试点园区发展家数”高出指

标值230%；“组织、指导、支持

举办工信产业招商引资活动数量

”高出指标值180%；“课题研究

报告完成数”指标完成率为60%。

强化项目日常绩效监

控，及时调整经费预

算安排及项目绩效指

标值。

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5.00 4.5

因为疫情原因，部分项目取消或

者延迟结题，按月度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执行率计算平均执行率为

90%，按比例计分。

强化项目日常绩效监

控，及时调整经费预

算安排及项目绩效指

标值。

资产配置合规性 2.00 2

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1.00 1

资产盘点情况 1.00 1

数据质量 2.00 2

资产管理合规性 2.00 1.5

市产业发展中心个别资产处于闲

置状态、采购的固定资产未办理

入库手续。

已对部份闲置资产再

次投入使用，其余资

产已达到可更新报废

年限并已开展报废处

置工作。

固定资产利用率 2.00 2

公用经费控制率 2.00 2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2.00 2

预算编制 3.00 新增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3.00 3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制程度。

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费的控制效果。

反映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目标中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中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是否超过规定标准。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产盘点。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质量。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合规。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固定资产使

用效率程度。

管理效率 50.00

资产管理 10.00

运行成本 4.00

履职效能 50.00

整体效能 25.00



结转结余率 2.00 2

财务管理合规性 2.00 2

预决算公开合规性 2.00 2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00 2

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5.00 5

绩效结果应用 3.00 2

部分项目绩效指标未及时调整，

影响了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如：

支持提质增效试点园区发展家数

“年度目标值10家”，“实际完

成值23家”。

强化项目日常绩效监

控，及时调整经费预

算安排及项目绩效指

标值。

绩效管理制度执行 7.00 7

合同备案时效性 1.00 0.5
部分合同未能在2个工作日内在“

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备案公开。

下一步加强合同管

理，强化处室及时进

行合同备案的意识。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决算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专项资金等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预

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情况

反映部门对监控预警结果处理、绩效自评结果和重点评价意见等的整改应用情况。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当年度预算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结转结余资金的

实际控制程度。

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范性

信息公开 4.00

绩效管理 15.00

采购管理 10.00

管理效率 50.00

预算执行 4.00



采购政策效能 1.00 0.94 94%
及时调整经费预算安

排

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 3.00 3

采购活动合规性 2.00 2

采购内控制度建设 1.00 1

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 0.50 0.5

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 1.50 0.5 采购公开不全 已改进。

总分 100 94.31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况。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况。

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性情况。

评价等级
☑优  90分≤得分≤100分；□良  80分≤得分＜90分；

□中  60分≤得分＜80分；□差  得分＜60分

采购管理 10.00

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及时性情况。

反映部门政府

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管理效率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