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公经济专项工作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单位：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单位负责人：魏国华

项目负责人：办公室、经济服务部、宣教部、非公党办、会

员部

2022年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

作出的“让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实现更好发展、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落实全国工商联关于开展创新型、成

长型民营中小企业发掘培育工作的要求，聚焦“两个健康”，

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开拓创新，促进政企沟通，推动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二）项目目标。打通政企沟通新渠道，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推动我市中小民营企业提升“专精特新”发展水平，

增强民营企业创新动能。

（三）项目内容 。举办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宣讲暨万家

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工作培训班，对申报广州市第一批“专

精特新”扶优计划培育企业开展遴选评审工作，组织 2020

年度广州民营企业创新案例征集活动。

（四）项目实施情况。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在市社会

主义学院举办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宣讲暨万家民营企业评营

商环境工作培训班，来自民营企业的 500 名政企联络员分四

期参加了培训。对申报广州市第一批“专精特新”扶优计划

培育企业开展遴选评审工作，根据方案组织邀请了 39 位副

高级以上职称专家组成遴选评审专家小组，分组成对进行综

合评分评审，最终遴选了 268家市“专精特新”民营企业扶

优计划培育企业。组织 2020 年度广州民营企业创新案例征



集活动，邀请了 13 位知名经济学家、媒体专家和企业家组

成“超级评审团”进行评议，并且开展了网络公开投票，经

过广泛发动和严格评审，评选了广州市民营企业在技术、服

务、管理、模式等方面涌现出来的 10 个最佳创新案例、10

个优秀创新案例，通过广泛宣传和分享会形式，积极引导民

营企业进一步提高创新意识，增强创新动能。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通过对非公经济专项工作项目进行绩

效评价，综合分析绩效指标值设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项目

资金与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偏离原因、项目成效等，总结

项目实施的成功经验，发现不足及存在问题，不断优化项目

的实施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根据非公经济专项工作项目的

实际情况，我们主要采用询问查证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开展评价工作，时间为期一个月（2022年 5月 1日--2022年

5月 31日）。

1.询问查证法：在比较分析项目资料的基础上，以现场

或非现场方式，通过座谈、走访、询问、查阅资料等形式，

核查项目资料是否真实、合理，从而对项目作出初步的判断

和评价。

2.问卷调查法：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在一定范围内发放、

收集、分析，进行评价和判断，设置目标群体满意度指标来



评价项目绩效。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设置一级评

价指标 4个，分别从投入、过程、产出与效益、目标群体满

意度四个维度进行评价打分，分值权重分别为 20分、30分、

40 分、10 分；设置二级评价指标 6 个，分别从项目立项、

资金落实、业务管理、产出数量和产出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

打分。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非公经济专项工作项目绩效评价选用

的评价方法为询问查证法与问卷调查法，并通过综合分析影

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核定已完成 2021

年非公经济专项工作项目经费的年度绩效目标。经对本项目

评价指标评分，本项目综合得分为 97.95分，评价等次为优

秀。

（二）项目绩效分析

1.投入类指标总分 20分，得分 18.95分

（1）时效和项目立项情况（总分 10分）

项目实际实施月份与计划月份一致；项目方案操作性

强、目标合理、指标明确，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由于项目

启动时间滞后，得分 9分。

（2）资金落实情况（总分 10分）



年初预算 94.47 万元，已全部到位，支出 94.42 万元，

支出率为 99.95%，得分 9.95分。

2.过程类指标总分 30分，得分 29分

（1）项目推进情况（总分 10分）

制定相应的项目推进计划，项目计划合规、完整、可操

作性强，并有专人跟进，由于项目启动滞后，得分 9分。

（2）项目管理情况（总分 20分）

项目采购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和流程实施，履行相关手

续，按规定签订采购服务合同，符合相关管理制度规定，得

分 20分。

3.产出与效益指标总分 40分，得分 40分

（1）产出数量和产出质量方面（总分 15分）

有 500名来自民营企业的政企联络员参加培训；遴选了

268家市“专精特新”民营企业扶优计划培育企业；评选了

广州市民营企业在技术、服务、管理、模式等方面涌现出来

的 10个最佳创新案例、10个优秀创新案例。得分 15分。

（2）效益方面（总分 25分）

取得了一系列良好效益，500名政企联络员参加培训后

加入线上交流微信群，持续参与营商环境评价工作和政企沟

通联络跟踪服务。通过开展广州市“专精特新”扶优计划培

育企业遴选评审工作，推动了扶优计划社会认知度，增强了

民营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信心，搭建了专业生产性服



务机构与需求企业的对接平台。通过民营企业创新案例征集

活动，推动活动社会认知度，增强民营企业创新动能。自评

25 分。

3.目标群体满意度指标总分 10分，得分 10分

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随机抽取民营企业代表发放

满意度调查问卷，满意度为 100%，得分 10分。

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一）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宣讲暨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

境工作培训班的内容丰富，针对性、实用性强。中央统战部

网站、南方网、搜狐网等十余家媒体报道了本次培训活动，

阅读人次超过 4万。

（二）“专精特新”扶优计划培育企业遴选工作得到民

营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和社会广泛关注。近 30 家媒体

及平台发布新闻稿约 200 篇，阅读人次超过 10 万。同时，

该项目获得 2021年度全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表彰。

（三）通过借鉴媒体平台优势和充分宣传策划，民营企

业创新案例征集活动得到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和社会广泛关

注。共计近 100家媒体及平台发布新闻稿约 230篇，霸屏百

度前 4 页，阅读人次超过 100 万，网络公开投票约 30 万人

次。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一）因疫情影响，启动时间滞后，项目执行进度受到



一定影响。

（二）项目经费预算不够精准。

六、相关建议

（一）提前筹划准备，并做好应急预案，加强项目进度

管理。

（二）加强项目前期调研，细化支出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