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含下属单位）2023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及财政抽查审核结果汇总表

序号 主管部门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自评结果
财政抽查
审核结果

财政抽查审核意见

1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省级以上人才计划

配套资助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4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6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6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2.产出方面：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配套支持入选国家人才计划的人才数量4名，向两单位符合东莞市2023年度省级以上人才计划配套资助资金申请的4名

申请人（名单内部）按中央财政配套生活补贴的1：2比例一次性拨付配套资助资金合计600万元。

3.效果方面：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服务我市企事业单位数量2家，4名国家重大人才工程计划入选者均按要求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

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夯实我市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

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建议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确保省级以上人才计划配套生活补贴发放准确到位。

2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科技人才专项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500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500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4445.89）万元，预算执行率（88.91）%。

2.产出方面：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

（1）数量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但缺少对市级团队资助的考核。扶持科技人才创业项目31项，配套资助省团队项目3项。

（2）质量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扶持资金拨付准确到位。

（3）时效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资金拨付未出现拖延、错拨等情况。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指标不够全面、与工作内容和资金不完全匹配，数量指标缺少对市级团队资助的考核。

3.效果方面：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

（1）经济效益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到2023年6月，入库满一年的企业新增产值15720万元；

（2）社会效益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引进硕士及以上人才数量≥30人，服务企业数79家；

（3）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对持续推动科技人才来莞创业的影响达5年；

（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满意度97.94%。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1）指标值预期值设置过低。如新增产值达15720万元，计划值为3000万元，仅半年数据完成率达到524%；引进硕士及以上人才数量（名）计划值为

15人，实际引入人才数超过30人，完成率超过200%。（2）满意度指标设置不够精准、满意度计算方式不够合理。“服务对象满意度”缺少具体服务对象名称，满意度计算应

准确计算衡量受益对象满意情况，不能按“未受到不满意回复”计算满意度指标。

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

（1）对于扶持科技人才创业项目，建议你单位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自评组织工作，根据各项目特点设定个性化评价指标，全面衡量年度工作内容，完善项目基础评价

指标，注意核实填报数据的规范性、完整性，优化可持续影响指标设置思路，调整满意度计算方式，不断提高自评工作质量；

（2）建议你单位适当提高产出和效果的部分指标值或完成水平，大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3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技术创新专项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753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5294.6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5290.49）万元，预算执行率（99.92）%。 2.产出方面：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3个指标已完成，1个指标大部分未完成，1个指标与项目相关性较小。人才引进培养人数213人，组织市重点领域

研发项目验收数量4项，立项市社发发展科技项目数量215项；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东莞专项）项目立项数量0项，任务完成率0%，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东莞专

项）促成企业对接项目数量指标与2023年工作内容无关；（2）质量指标：3个质量指标均已完成，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东莞专项）项目验收（中期检查）通过率≥

80%，市重点领域研发项目验收通过率≥80%，社会发展科技项目验收通过率≥80%；（3）时效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1个指标基本完成。市重点领域研发项目已及时完成、

社会发展科技计划资金已及时下拨；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东莞专项）项目任务完成及时率80%，达到预期值88.89%；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1）未依据年度工作变动

及时调整“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东莞专项）项目立项数量”等数量指标。（2）个别指标预期值设置较低。STS（东莞专项）促进申报单位人才引进培养数量计划值为

30，实际完成值达到213，任务完成率达830%。（3）指标性质归属不合理。“STS（东莞专项）促进申报单位人才引进培养数量”反映项目效益情况，不属于数量指标。3.效

果方面：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1）经济效益指标：3个指标已完成，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东莞专项）项目专利申请数量212项、成果转化数量≥

10项，市重点领域研发项目新增销售收入1.37亿元；（2）社会效益指标：3个指标已完成，市重点领域研发项目专利申请数量≥40项，社会发展科技计划验收项目论文、研

发报告发表数量≥60篇，STS（东莞专项）推动中科院院所与我市企业合作数量25家；（3）可持续影响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STS科技成果（专利、产品、工艺、标准等）

同比增长率≥20%，STS（东莞专项）持续推动中科院团队服务我市企业累计天数≥300天。（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满意度≥90.00%。存在问题主要表现

在：（1）指标归属不合理，申请专利不等同于专利转化，专利转化需经过评估，才能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该指标不宜作为经济效益指标；“STS（东莞专项）推动

中科院院所与我市企业合作数量”指标与“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东莞专项）促成企业对接项目数量”具有同等考核意义，且该指标与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东莞

专项）的年度目标基本一致，应作为项目产出数量。（2）指标预期值设置较低。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东莞专项）项目专利申请数量远大于预期值30项，完成率达到

150%以上；东莞市企业与中科院合作数量有25家，预期值5家，完成率达500%，绩效指标预期值明显偏低。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1）对于技术创新专项项目，建议

你单位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自评组织工作，针对年度工作内容发生调整项目，及时按程序同步调整绩效目标，根据各项目特点设定个性化评价指标，合理确定指标性

质和分类，完善项目基础评价指标，注意核实填报数据的准确性，不断提高自评工作质量；（2）建议你单位依据项目任务书或合同书计划值，适当提高产出和效果的部分指

标值或完成水平，大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4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平台载体专项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1070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1232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12320.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2.产出方面：项目完

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7个指标均已完成，验收4个创新强镇建设项目，补助10家新型研发机构，奖励6家新型研发机构，资助152家研发机构，

建设1个双创综合体，间接奖励257位研发机构人员，认定452家研发机构；（2）质量指标：3个指标均已完成，补贴资金拨付率100%，奖励对象合规率100%，发放准确率100%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时效指标未达到预期，例如，创新强镇（园区）建设项目实际拨款时间为12月，而计划时间为6月前。3.效果方面：项目基本完成预期效益目标。具

体情况：（1）经济效益指标：2个指标均已完成，新型研发机构及其孵化产业新增销售16亿元，创新强镇实现重点新兴产业产值634.72亿元；（2）社会效益指标：2个指标

均已完成，培养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人员数量320人，新型研发机构新增获批发明专利22项；（3）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对全市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发展工作起到

推动作用；（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满意度97.23%。个别指标设置不合理，例如，“对全市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发展工作的影响”指标值设置与指标不匹

配，“市级研发机构培养成省级研发机构数量”不属于可持续影响指标。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对于平台载体专项，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

束，绩效目标要经过测算和论证，注重科学、客观和规范，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优化个性化指标的设置，以便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价。



序号 主管部门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自评结果
财政抽查
审核结果

财政抽查审核意见

5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成果转化专项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3305.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3453.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3404.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8个指标均已完成，2023年科技保险受益企业为724家，租金补贴企业1家，特派员项目立项数量64个，举办1次专委

会会议，举办或联合举办5场中拉国际交流活动，派出科技人员172人，在2023年松山湖科学会议中举办类脑计算与系统、类脑芯片2场专题学术讨论会共5场专题会议，邀请

了9位院士、60多位专家/科技领军人物参会。（2）质量指标：4个指标均已完成，广东院士联合会促成院企合作6项，资金发放准确率100%，院士联合会征集企业技术需求数

量33项，已完成验收通过率≥80% 。（3）时效指标：2个指标均已完成，资金按要求及时发放，计划任务完成率100%。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时效指标“计划任务完成率”

与产出数量指标存在一定重复，应修改为“计划任务完成及时率”。3.效果方面：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但可持续影响指标值设置不合理。具体情况：（1）社会效益

指标：3个指标均已完成，科技金融受益企业增长率52.1%，科技特派员项目服务企业54家，科技特派员项目服务农村基层10次。（2）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

成，满意度100.00%。（3）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影响平均持续1年。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1）个别指标值设置过低。例如，“科

技金融受益企业增长率”指标值为3%，实际完成值为52.1%，完成率高达1736.67%。（2）绩效指标值设置不合理。例如，可持续影响指标值设置为“评均1年”，不能完全反

映项目持续影响。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对于成果转化专项项目，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一是规范填写自评信息；二是强化前期调研，

设置符合产业发展实际的产出数量指标值，避免实际完成值远高于预期值的情况；三是完善绩效指标分类，选择适合项目目标的绩效指标。

6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倍增计划-贷款贴息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2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2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1986.46)万元，预算执行率(99.32)%。2.产出方面：项目完成大部分预

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为465家企业拨付倍增贴息资金，本年度合作银行数为18家。（2）质量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贴息资金准确发放

到位。（3）时效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但指标与产出时效性无关。“计划任务完成率”指标设置不合理，该指标反映计划任务完成情况，无法体现任务完成的时效性，根据

单位反馈意见，该项实际应考核完成及时性。存在问题：（1）指标名称不完善，数量指标名称为“项目合作银行”，无法准确体现项目产出的数量。（2）“计划任务完成

率”指标设置不合理，该指标反映计划任务完成情况，无法体现任务完成的时效性，应修改为“计划任务完成及时率”。3.效果方面：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体

情况：（1）经济效益指标：1个指标未完成，平均为企业节省的成本42709元，任务完成率为53.40%，且未说明未完成原因。（2）社会效益指标：1个指标基本完成，企业平

均获得贷款金额628万元，完成率96.62%。（3）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贷款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4.22%。（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满意度

92.44%。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1）对于倍增计划-贷款贴息项目，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绩效目标要经过测算和论证，注重科学、客

观和规范，同时应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优化个性化指标的设置，以便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价。（2）建议进一步加强自评组织工作，注意核实填报

数据的规范性、完整性，不断提高自评工作质量。

7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科技发展专项管理

费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108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108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1048.59）万元，预算执行率（97.09）%。 2.产出方面：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5个指标已完成，1个指标未完成。2023年共计完成39项审计涉及78个项目，共调查项目103项，举办产业对接交

流会10场次，辅导培训4160家企业申报高企，完成19个绩效考核及评估项目。组织结题验收项目323项，低于预期值727个，完成率为44.43%。（2）质量指标：1个指标已完

成，结题验收通过率82.97%。（3）时效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结题验收及时率100%。（4）成本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管理费占科技专项资金的比例约为0.77%。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在：组织结题验收项目323项，低于预期值727个，完成率为44.43%。3.效果方面：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1）社会效益指标：2个指标已完

成，1个指标无法确定完成情况。科技政策实施得到有力保障，推动在东莞注册落户或在东莞成果转化11项，高企认定通过率无法确定完成情况。（2）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1个指标已完成，满意度100.00%。（3）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监理工作对科技项目的监督管理年限一般在3-5年。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提高我市企业申

报高企认定通过率情况”应将2023年通过率与往年进行比较，该项实际完成值计算方法错误，且缺少往年通过率佐证材料。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对于科技发展专项

管理费项目，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一是加强材料整理归档工作，做到评分有据可依；二是合理选取数据，规范指标得分计算方式。

8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转贷（松山湖材料

实验室设备购置）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5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50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2.产出方面：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但缺少对设备购置情况考核。具体情况：

（1）数量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获国家、省级科研项目46项。缺少对设备购置工作任务数量考核。

（2）质量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发表高水平论文65篇，文章被引用次数1344次。缺少对设备购置工作任务质量考核。

（3）时效指标：1个指标未完成。年度任务共计16项，2项未完成，年度任务完成率14/16=87.5%。缺少对设备购置工作任务完成时效考核。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缺少对设备购置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指标与工作内容和资金不完全匹配。

3.效果方面：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但缺少对设备购置直接产出效益考核。具体情况：

（1）经济效益指标：2个指标未完成。获国家、省级纵向经费5170万元，任务完成率79.12%；共有4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目标完成率为80%。

（2）社会效益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1个指标未完成。引进卓越青年学者1人，任务完成率50%；引进资深访问学者1人；引进高水平科研人才和工程技术人员105人。

（3）可持续影响指标：3个指标已完成，联合培养研究生人数151人，博士后引进人数32人，h-index因子达到87。

（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满意度98%。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1）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用于设备购置资本性支出，设备购置主要用于实验室运转，经济效益指标不作为主要产出效益。（2）社会效益指标、可持续

影响指标与设备购置相关性较弱。（3）部分指标归属不恰当。联合培养研究生人数、博士后引进人数归属于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h-index因子反映科研成果影响力，体

现质量情况，以上指标与可持续影响相关性较弱。

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

（1）对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设备购置（专项债券资金转贷）项目，建议你单位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自评组织工作，根据各项目特点设定个性化评价指标，全面衡量年

度工作内容，完善项目基础评价指标，注意核实填报数据的规范性，不断提高自评工作质量；

（2）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绩效目标要经过测算和论证，注重科学、客观和规范，同时应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优化个性化指标的设置，注意

对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即“实验室设备购置”的绩效指标设置，以便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价。

9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企业培育专项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840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7658.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7461.85）万元，预算执行率（97.44）%。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2023年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补助企业数量达到238家；2023年高企认定奖励资助企业达到3666家。

（2）质量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2023年创新型企业上市企业数量共有3家；根据高企火炬统计年报，2023年我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费用比例达到6.62%。（3）时效指

标：2个指标已完成。培育创新型企业专项项目计划进度完成率100%，按时完成所有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补助项目的审核发放；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项目推荐及时率100%，按时

完成所有高企申报项目的推荐工作。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数量指标预期值设置得偏低，如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补助企业数量预期值110家，实际完成238家。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1）经济效益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根据高企火炬统计年报，2023年我市高企营业收入达到15552.61亿元。（2）社会效益指标：

4个指标已完成。根据高企火炬统计年报，2023年我市高企科技活动人员数量达到24.59万人；2023年我市高企专利授权数量达到51245件；东莞市高企数量达到10051家；

2023年我市百强及瞪羚创新型企业数量达到247家。（3）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2023年我市高企数量保持稳定增长。（2）满意度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创新型

企业研发投入补助企业满意度97.98%；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活动满意度96.65%。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带动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家）”指标指标名称不完善，建议

修改为“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或“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率”；“带动创新型企业数量达到（含百强、瞪羚）”绩效指标不够清晰：指标名称不够准确表达该项效

益，建议修改为“创新型企业（含百强、瞪羚）数量”或“创新型企业（含百强、瞪羚）数量增长率”。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对于企业培育专项，建议你单位进一

步优化绩效目标的设置，注重科学、客观和规范，应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优化个性化指标的设置，以便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价。



序号 主管部门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自评结果
财政抽查
审核结果

财政抽查审核意见

10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5500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5500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55000.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2.产出方

面：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完成资助自主立项6项，获国家、省级科研项目46项；（2）质量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23年

以材料实验室为第一单位发表的论文年度被引频次达1344次，发表高水平论文65篇；（3）时效指标：1个指标完成，年度任务完成率≥90%；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时效指标

“年度任务完成率”设置不合理，应修改为“年度任务完成及时率”。3.效果方面：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1）经济效益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5项；1个指标未完成，“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获国家、省级纵向科研经费（亿元）”预期值为0.8亿元，实际获国家、省级纵向经费5170万元；（2）社会效益指

标：4个指标已完成，省级主流媒体报道26次，引进资深访问学者1人，举办高水平论坛/学术会议88场，举办科普活动8场；2个指标未完成，“引进高水平科研人才和工程技

术人员”预期值为55人，实际为35人；\引进卓越青年学者数量\预期值为2人，实际为1人；（3）可持续影响指标：4个指标已完成，引进博士后32人，h-index因子87，联合

培养研究生151人，国家级媒体报道22次；（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服务对象满意度94%；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效益指标“引进高水平科研人才和

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预期值设置不合理，计入了相当于初级、中级职称的岗位人数；满意度调查问卷设置与项目实施内容相关性低。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1）建

议你单位加强绩效管理培训，遵循“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整体一致”的要求科学设置绩效指标，提高指标设置的准确性、指标值设置的合理性；

（2）建议你单位进一步优化满意度调查问卷，提高问卷设计科学性。

11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倍增计划-工程中心

和重点实验室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100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100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999.18）万元，预算执行率（99.92）%。 2.产出方面：项

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2个指标均已完成，2023年共认定362家市级工程中心、90家市级重点实验室，对59家获得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绩

效评估优秀或良好并符合倍增计划条件的单位进行资金奖励。（2）质量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1个指标佐证材料不足，资金发放准确率100%，认定准确率100%，推动研发机

构建设发展情况佐证材料不足，无法判断完成情况。（3）时效指标：2个指标均已完成，评审结果公示时间为10天，资金拨付及时率100%。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推动研

发机构建设发展情况”指标佐证材料不齐全，无法判断完成情况。3.效果方面：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1）经济效益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研发机构建

设项目科研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3%。（2）社会效益指标：2个指标均已完成，申请知识产权100项，培育研发人员400人。（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

成，受益对象满意度为97.23%。（4）可持续影响指标：缺少佐证材料，无法判断完成情况。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可持续影响指标缺少佐证材料，无法判断完成情况。4.加

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对于倍增计划-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项目，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加强材料整理归档工作，做到评分有据可依。

12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转贷（先进阿秒激

光设施配套仪器设

备购置项目）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2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20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2.产出方面：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但指标体系对设备购置情况考核不充分。具体情况：

（1）数量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全年共举办10场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阿秒团队截至2023年底规模达到86人。缺少对设备购置工作任务数量考核。

（2）质量指标：3个指标已完成。已建成阿秒科学中心研究平台，已组建研发团队；已于2023年正式启动中科院高端飞秒激光国产化项目；引进52名高级职称或博士以上人

才。但指标缺乏设备质量指标考核且指标归属不合理。

（3）时效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当年工作任务已及时完成。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1）指标体系不完善，缺少对设备购置工作任务数量、设备质量考核。（2）指标归属不合理。“阿秒科学中心研究平台建设进展情况”“阿秒激光

技术相关科研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反映项目工作进度，体现产出数量，不属于质量指标，“高级职称或博士以上人才引进数量”反映项目实施后人才引进效益情况，该指标

不属于质量指标。

3.效果方面：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1个指标未提供佐证材料。发表了34篇相关论文，通过激光器国产化研究掌握了相关设施的核心技术；未提供科普活动及参观次数资料

。

（2）可持续影响指标：未设置可持续影响指标；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满意度93%。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①未设置可持续影响指标。②未提供科普活动及参观次数资料。

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

（1）对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配套仪器设备购置项目（专项债券资金转贷）项目，建议你单位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自评组织工作，根据各项目特点设定个性化评价指

标，全面衡量年度工作内容，完善项目基础评价指标，注意核实填报数据的规范性、完整性，提供充分、完整的自评佐证材料，不断提高自评工作质量。

（2）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绩效目标要经过测算和论证，注重科学、客观和规范，同时应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优化个性化指标的设置，注意

对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即“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配套仪器设备购置”的绩效指标设置，以便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价。

13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东莞市研究生培育

发展经费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130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2555.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2391.99）万元，预算执行率（93.62）%。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4个指标均已完成。年度内新增来莞培养（实践）研究生676人，当年毕业研究生留莞率30.1%，交付并且可以使用

的宿舍180间，累计吸引3852人来莞培养（实践）。（2）质量指标：2个指标均已完成，但1个指标分类不合理，“累计发表论文数量”应为“数量指标”。年度联合培养研

究生占在莞研究生数量比重33.63%，年度内在莞培养（实践）学生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327篇，周期内累计1813篇。（3）时效指标：2个指标均已完成，广东省教育厅下达

250个联培指标全部完成，年度内各用人单位均按时发放生活补贴。存在问题主要表现：本项目应设置相应的成本控制指标。3.效果方面：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

体情况：（1）社会效益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但指标值设置过低。截止2023年12月31日，在线上平台注册的企业（科研机构）共提出1325个项目需求。（2）可持续影响指

标：1个指标未完成，研究生来莞同比增长3.84%，低于预期值，完成率76.80%。（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但指标值设置偏低，指标值计算方法不合理。

研究生满意度96.9%，实践单位满意度100%。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1）个别指标值设置过低。例如“企业（科研机构）培养（实践）项目需求数量”指标值为850个，实际

完成值为1325个，完成率达155.88%；满意度指标值设置为85%，低于合理水平。（2）满意度计算方法有误。例如，研究生满意度年度内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536份。由于问

卷仅满意、一般、不满意三个选项，应采用三等分法计算满意度，满意度=（(403/536*3+116/536*2+17/536*1)/3+(440/536*3+90/536*2+6/536*1)/3）/2*100%=92.16%。4.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对于东莞市研究生培育发展经费项目，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一是规范绩效自评工作，完善指标值计算方法，客观

反映项目绩效；二是强化前期调研，设置符合产业发展实际的产出数量指标值，避免实际完成值远高于预期值的情况。三是完善绩效指标分类，选择适合项目目标的绩效指

标。



序号 主管部门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自评结果
财政抽查
审核结果

财政抽查审核意见

14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科技金融发展资助

项目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900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900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8574.23）万元，预算执行率（95.27）%。 

2.产出方面：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

（1）数量指标：2个指标均已完成，2023年度合作银行数为18家，为3234家企业拨付贴息资金。但“贷款贴息受益企业数”指标值设置过低。

（2）质量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资金发放准确率100%。

（3）时效指标：指标设置不合理。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

（1）“贷款贴息受益企业数”指标值设置过低。该指标预期值设置为1500家，实际完成值为3234家，完成率高达215.6%。

（2）时效指标设置为“计划任务完成率”，指标设置不合理，应修改为“计划任务完成及时率”；且具体完成情况说明“本年度预算执行率为95%”与指标名称不符。

3.效果方面：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1）社会效益指标：1个指标未完成，平均每家企业获得贷款金额为628万元，低于预期值，完成率为96.62%。

（2）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但满意度问卷选项设置不合理。受益对象满意度为98%。

（3）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但指标值设置过低。贷款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4.22%。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

（1）社会效益指标未实现，完成率为96.62%。

（2）满意度问卷选项设置不合理。根据《贷款贴息项目（科技金融贷款贴息、倍增贷款贴息）满意度调查问卷》，满意度选项设置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4

项，其中“非常满意”和“满意”两个选择均按满意计算，计算结果偏高。

（3）可持续影响指标值设置过低。“贷款企业数量同比增长”预期值设置为10%，实际完成值为24.22%，完成率高达242.2%。

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对于科技金融发展资助项目（贷款贴息）项目，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一是规范调查问卷得分计算方式；二是强

化前期调研，设置符合产业发展实际的产出数量指标值，避免实际完成值远高于预期值的情况；三是完善效益指标分类，选择适合项目目标的绩效指标。

15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战略科学家团队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4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2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20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项目相关支持2000万元，经市政府同

意从战略科学家团队项目中调剂1255万元至“东莞市研究生培育发展经费”，调剂457.88万元至“东莞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启动经费”。2.产出方面：项目大部分完

成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1个指标未完成。孵化及服务企业45家；“集成电路与半导体器件特色工艺团队”引进团队成员8个，任务完

成率80%；2023年支持战略科学家团队数量2家，任务完成率100%；引进“泛在网络智能研究团队”于2024年正式立项，材料无法佐证2023年已完成团队成员引进。（2）质量

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但指标设置不合理。人才来莞到岗时间不少于9个月占比＞=75%，成员是否到岗无法判断科学家团队的质量水平，指标考核针对性不强。（3）时效指

标：1个指标已完成但指标设置不合理。集成电路创新中心团队按要求完成人员到岗、经费到位、项目实施、企业注册落地。但指标名称过于宽泛，未根据项目设置个性化指

标，未明确2023年“泛在网络智能研究团队”引进工作的时效目标。存在问题：①指标与年度工作内容不完全一致。引进“泛在网络智能研究团队”于2024年正式立项，材

料无法佐证2023年已完成团队成员引进。②指标设置不合理。“人才来莞到岗时间”难以考核项目实施的质量情况；时效指标“任务完成及时率”过于宽泛，未根据项目具

体任务完成时效设置个性化指标。3.效果方面：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1）经济效益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1个指标预期值为0。集成电路与半导体特

色工艺团队首年主营业务收入2442.5万元、完成前期投入4140万元；“带动税收贡献”指标值为“0”，建议根据当年年度任务完成计划和合同书设置对应绩效指标值。

（2）社会效益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2个指标预期值为0。已完成搭建市集成电路创新中心、未来通信产业研究院；发表论文数（篇）、申请专利数文数（篇）预期指标值

为“0”，建议根据当年年度任务完成计划和合同书设置对应绩效指标值。（3）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但其中1个指标设置不合理。可持续影响指标“对持续推

动相关产业领域协同创新、人才引进培育的影响”指标名称杂糅，既考核产业领域协同创新，又考核人才引进培育；指标值设置不合理，预期指标值为“3—5年”无法体现

具体影响效果程度。（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但材料佐证力度不足。承担单位满意度100%。存在问题：①部分指标值设置为“0”，建议根据项目实施阶

段调整各年度绩效指标，否则部分指标无意义、与当年工作内容和产出不匹配；②指标值设置不合理：“对持续推动相关产业领域协同创新、人才引进培育的影响”指标名

称杂糅，既考核产业领域协同创新，又考核人才引进培育；预期指标值为“3—5年”无法体现影响效果程度。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1）对于战略科学家团队项目，

建议你单位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自评组织工作，充实自评报告内容，规范、准确地填写各项自评信息，不断提高自评工作质量。（2）建议你单位进一步规范目标设

定，增强源头约束。绩效目标要经过测算和论证，注重科学、客观和规范，避免设置如发表论文数（篇）、申请专利数文数（篇）等预期指标值为“0”的指标；同时应根据

评价对象的特点，优化个性化指标的设置，以便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价，更好地反映项目实施整体过程及成效。针对诸如引进“泛在网络智能研究

团队”任务，应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按绩效目标调整程序及时进行调整，避免出现指标与项目内容不完全匹配情况。

16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核心软件攻关工程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200,000,000.00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202,200,000.00元，实际支出金额202,200,000.00元，预算执行率100%。2.产出方面：项目

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落实核心软件工作部署要求，根据有关文件，上拨2亿元资金，支付基地运营费用220万元。3.效果方面：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具体情况：做好了展厅服务活动，场所管理和赋能服务，开展了系统交流对接、产品推广等工作，工作推进成效较好。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1）下来请进一步完善

绩效目标的设置，保证绩效目标的完整性、规范性；（2）建议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绩效目标要经过测算和论证，注重科学、客观和规范，同时应根据评价

对象的特点，优化个性化指标的设置，以便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价。

17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公共创新平台建设

专项
优 中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1000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6200.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4742.41）万元，预算执行率（76.50）%。预算执行率偏

低的原因是：由于东莞市材料基因研究院大楼建设进度因装修问题迟滞，相关设备延缓进场，导致拟拨付给东莞市材料基因研究院的设备采购费未按时拨付，预算执行率较

低。 2.产出方面：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获得建设资助的公共创新平台数量5个；（2）质量指标：3个指标已完成，

公共创新平台新增培养科研人才数量180名，公共创新平台新增引进孵化企业数量114家，推进1家公共创新平台验收；（3）时效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计划任务完成按时完

成。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1）产出指标设置不完整，资金使用包括设备购买，但是未设置相关数量、质量、时效指标；（2）质量指标归属不合理、缺乏对质量指标考

核；（3）“公共创新平台新增引进孵化企业数量”指标值设置偏低，评价年度预期值10家，实际引进孵化企业数量114家，完成率1140%；（4）时效指标值设置宽泛，无法

反映具体任务及时完成情况。3.效果方面：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1）经济效益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公共科技创新平台进行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收入

约1.069亿元；（2）社会效益指标：2个指标已完成，研发机构建设项目科研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3%，公共创新平台新增申报专利数15项；（3）可持续影响指

标：1个指标已完成，支持我市新型研发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开展创新型企业孵化活动，并面向企业提供技术研发与转化服务；（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

无法判断，满意度问卷调查问题与项目实施内容相关性低。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满意度调查内容为对市科技局工作的满意度，与项目实施内容相关性低，无法反映项目实

际工作满意度情况；可持续影响指标设置不具体，属于对指标的解释或说明。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1）建议你单位在编制年度预算时要进行充分调查论证，考虑各

种主客观因素，尽量符合实际需要，避免造成财政资金闲置，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建议进一步优化绩效目标、绩效指标的设置，使绩效目标与资金规模相匹

配，细化绩效指标设置；（3）建议优化满意度调查问卷设计，根据项目实施内容设置调查问卷，充分反映服务对象、社会公众度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序号 主管部门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自评结果
财政抽查
审核结果

财政抽查审核意见

18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 优 中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500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2549.02）万元，实际支出金额（1543.10）万元，预算执行率（60.54）%。 2.产出方面：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2个指标均已完成，全年共举办10场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组建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建设运行团队人员数量86人；

（2）质量指标：3个指标已完成，建成激光研发实验室、飞秒激光关键元器件研发实验室、测试用阿秒激光束线等实验环境，组建相关研发团队，获得中科院高端飞秒激光

国产化项目立项支持，高级职称或博士以上人才引进52人；（3）时效指标：1个指标已完成，当年预计目标已全部完成。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1）未说明预算执行率偏低

的原因；（2）预算执行率偏低、设置的产出目标均完成，反映出预算资金规模与预期产出目标不匹配的问题，或指标值设置过低的问题；（3）时效指标设置宽泛，无法反

映具体任务及时完成情况。3.效果方面：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1）社会效益指标：3个指标已完成，发表34篇先进阿秒激光相关论文，开展了3次科普活

动，通过激光器国产化研究，掌握了相关设施的核心技术，促进阿秒科学及先进激光技术的发展；（2）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指标无法判断，满意度问卷调查问题与项

目实施内容相关性低。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满意度佐证材料与项目实施内容相关性低（根据满意度材料，问卷调查问题为实验室对科技局工作的满意度），无法反映项目

实际工作满意度情况。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1）建议你单位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及时调整预算，考虑各种主客观因素，尽量符合实际需要，避免造成财政资金闲置，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建议进一步细化绩效指标的设置，提高绩效指标的针对性与可衡量性；（3）建议优化满意度调查问卷设计，根据项目实施内容设置调查

问卷，充分反映服务对象、社会公众度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19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人才引进专项经费 优

20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乡村振兴市直机关

派出挂职工作人员

工作性补贴资金

优

21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市科技局业务系统

运行维护项目
优

22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东莞市百名博士专

业人才计划
优

23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东莞国家卓越工程

师创新研究院启动

经费

优

24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粤财债〔2023〕8号

2023年1月新增专项

债券资金转贷（松

山湖材料实验室设

备购置）

优

25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粤财债〔2023〕25

号2023年5月地方政

府新增专项债券资

金转贷（松山湖材

料实验室设备购

置）

优

26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粤财债〔2023〕8号

2023年1月新增专项

债券资金转贷（先

进阿秒激光设施配

套仪器设备购置项

目）

优

27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局

粤财债〔2023〕25

号2023年5月新增专

项债券资金转贷

（先进阿秒激光设

施配套仪器设备购

置项目）

优

28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博物馆

展品、影片更新、

改造、维修维护及

耗材经费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 285.9 )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 285.9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285.9 )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2.产出方面：项目基本完

成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已完成。新增了倾斜小屋、菲涅尔透镜、勾股定理、沉浸式力学主题探秘科普活动等5个新展品；更新展区面积沉浸式力学主题

探秘科普活动区域和小小建筑师区域共达153平方米；全年展品维修次数达605次；逢节假日、周末共开展各类型科普活动达102次。（2）质量指标已完成。全年设备完好率

达94.34%；展品验收合格均顺利通过，合格率达100%。（3）时效指标已完成。全年5个新展品均严格按照合同期限，100%按期完成。3.效果方面：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

标。具体情况：（1）全年接待游客达45.54万人；（2）全年节假日、法定假期开展了各类型的科普活动，吸引了约1308人次观看；（3）关键岗位核心优秀员工新培养数量2

名；（4）2023年东莞科学技术博物馆游客满意度为94.03%。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绩效目标要经过测算和论证，

注重科学、客观和规范，同时应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优化个性化指标的设置，以便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价。

29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科学技术

博物馆

百名博士安家补助

及生活津贴
优

30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东莞市电子计算

中心

百名博士安家补助

及生活津贴
优 良

1.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 8 )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 8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8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

2.产出方面：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1）数量指标已完成，补助发放人数1人。（2）质量指标已完成，准确发放补助。（3）时效指标已完成，已于年底

前发放。

3.效果方面：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1）保障业务开展；（2）人才满意度100%。

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规范目标设定，增强源头约束。绩效目标要经过测算和论证，注重科学、客观和规范，同时应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优化

个性化指标的设置，以便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价。



序号 主管部门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自评结果
财政抽查
审核结果

财政抽查审核意见

31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
优 良

一、预算执行方面：部门整体支出年初预算金额(153242.61)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172815.74)万元，预算调整率为(12.77)%，实际支出金额(159238.95)万元,调整后预算执行率

为(92.14)%。二、履职效能方面：1.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年度重点工作共10项：打造平台载体；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培育发展企业；推进东莞市研究生培育工作；推

进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建设运行；持续健全外国人才管理服务体系,重点优化外国高端人才服务机制；市科技馆场馆、展厅展品、影院硬件设备维护、更新；市科技馆采用多手

段实施科普教育项目，搭建科普平台，举办多形式培训项目及科普赛事；打造科技馆形象、媒体宣传。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基本完成，但存在以下问题：（1）重点任务“提升

技术创新水平”实施内容中：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实施期2020年5月29日至2023年12月31日。中科院正聚焦主责主业，全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科技需求。经与中

科院广州分院沟通，项目实施两轮后，暂不继续推进后续项目实施，全力保障现有项目成果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因此，办法到期后未继续修订实施，立项项目个数为“0”。

（2）重点任务中“打造科技馆形象、媒体宣传”：“完成科技馆宣传推介”任务除工作总结外未提供其他佐证材料（如点击数量统计截图、相关报道等），佐证力度不足；

“完成2份安全险、对法律问题进行咨询和服务”未提供对应佐证材料，无法判断完成情况。2.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东莞市科学技术局部门整体预算绩

效目标表，产出指标共23个，除因政策到期未能实施完成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东莞专项）项目立项数外，其余22项指标均已完成，其中14项指标完成率在100%—150%

之间，8项指标年度指标值设置过低，如“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补助企业数量”“研发机构项目认定数量”等指标完成率均超过150%。3.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

况:根据东莞市科学技术局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效益指标共17个，有2项指标未完成：（1）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项目获国家、省级纵向科研经费（亿元）任务完成率为

64.63%，原因是：由于科技部机构改革，大部分国家级科技口项目立项工作暂缓，导致项目申报数及经费完成情况不及预期。（2）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项目引进卓越青年和资

深访问学者数量（人）任务完成率66.67%，原因是：材料实验室按要求向社会公开邀请优秀人才，材料实验室根据前沿领域人才要求择优录取相匹配人员。目前材料实验室

正在逐步提高招聘人才要求，导致招引人数较预期减少。其余15项指标均已完成，其中11项指标完成率在100%—150%之间，4项指标年度指标值设置过低，如“科技金融受

益企业增长率”“STS（东莞专项）推动中科院院所与我市企业合作数量”等指标完成率均超过150%。三、管理效率方面：预算编制：预算编制合规，绩效目标设置规范性

有待提高。预算执行：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92.14%，财务管理合规，“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控制在预算安排经费数之内。信息公开：预决算公开、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

。绩效管理：绩效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未见独立制定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无法判断绩效制度建立情况。采购管理：采购意向公开合规，采购合同签订及时，采购政策

效能良好。资产管理：资产收益上缴及时、已按要求实施资产盘点、数据及时上报，资产管理基本合规。存在的主要问题：（1）绩效目标设置规范性不足：①绩效指标不全

面，10项重点任务中“持续健全外国人才管理服务体系,重点优化外国高端人才服务机制”“打造科技馆形象、媒体宣传”两项任务未设置产出数量指标；除外国人来华工作

宣传活动、科技类社会组织工作、科普活动等任务已设置时效指标外，其他项目未考核完成时效；成本指标仅涉及“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耗材购置成本”一项成本指标，

不够全面；效益指标缺少重点任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绩效指标；未设置可持续影响指标。②绩效指标归属不合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项目获国家、省级科研项目

数（个）”应归属于效益指标；质量指标“院士联合会征集企业技术需求数量（项）”应归属于效益指标，与“举办松山湖科学会议”任务产出数量相对应。③部分年度指

标值设置过低。如“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补助企业数量”“开展进学校、社区和企业开展科普活动次数（次）”等指标完成率均超过150%。（2）部分指标佐证材料不充

分：未见独立制定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包含绩效目标管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等）；未见采购投诉处理或者在财政、巡察、审计的监督

检查工作中发现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佐证材料；未提供2023年政府采购项目合同与合同支付进度对应的支付佐证材料；“东莞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过渡期运营服务项

目”金额达4578800元，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未提供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申请函件、“三重一大”事项议事决定的会议纪要、记录等论证佐证材料。（3）合同备案不够及时：

部分采购合同并未在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如“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研究生培养（实践）专项工作外包服务”合同签订时间为“2023-03-06”备

案时间为“2023-3-10”，“松山湖科学会议及广东院士联合会东莞中心2023年服务采购”签订时间为“2023-04-17”备案时间为“2023-5-17”。（4）履约验收工作中：

“东莞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过渡期运营服务”于2023年12月14日签订合同，服务期为12个月，而2023年12月15日即完成验收，明显不合理；部分项目服务已完成，但

未按规定在3个工作日（技术复杂或需要邀请专家、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的项目，自收到供应商验收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完成验收，如“2023年东莞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

运行维护项目”合同签订时间为2023年5月24日，服务期限为1年，项目服务期已结束但尚未完成验收。四、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1）建议你单位进一步优化绩效目标

的设置，适当提高产出和效果的部分指标值或完成水平，大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绩效目标要经过测算和论证，并立足发展规划和目标，统筹设置部门整体绩效目

标，突出重点任务目标，注重指标科学性、全面性。（2）建议进一步加强自评组织工作，充实佐证材料内容，根据各项目特点设定个性化评价指标，选用适当的评价方法，
备注：
1.部门（单位）所有预算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需向社会公开，此表供公开参考使用。
2.纳入财政抽查复核的项目需填财政抽查审核结果和各项目的自评抽查审核意见；没有纳入财政抽查审核的项目汇总各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列入此表向社会公开。
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和财政抽查审核结果、审核意见均列入此表向社会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