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报单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人员管理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人事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10 10 财政人员控制率100%；人事管理制度健全。

资金与资
产管理

财务管理规范性；预算调整
率；支出预算执行率；专款
专用率；政府采购规范性；
资产管理规范性；固定资产

10 9
财务管理规范；预算调整率为0；其他资金支出预算执行率107.05%，
预决算实际误差率7.05%，扣1分；专款专用率100%；政府采购规范；

资产管理规范；固定资产利用率100%。

机构建设
与内控管

理

信息公开情况；重点工作管
理制度健全性；违纪违法发
生数；党建工作完成率；业
务学习与培训完成率；信息
化建设情况；部门创新情
况；重大安全事故；年终考

评等级

10 10

信息及时公开；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制修订各类制度10多项，不
断规范干部选拔聘任、财务报销、商务接待、出国（境）管理等工
作；重新梳理制定了部门管理运行方案和委托业务管理办法；完善内
部监督机制，组建了中心监督评估工作组，加强对内部重点事项监
督；没有发生违纪违法事件；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工作完成
率100%；34人次得到多渠道锻炼，54名员工获得专业技术晋升和岗位
聘任，业务学习与培训完成率100%；推进并不断完善信息化建设工
作；鼓励并支持部门工作有创新，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强化落实“一
确保的七个安全”，全年没有发生安全事故；中心在省科技厅系统年

终考评登记为优秀。

多措并举
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

推介发布新成果50项以上；
服务企业>300家；开展培训
辅导科技管理人才和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300人次；累计
举办常规和专项路演融资活
动>400场；签订15家企业知
识产权服务合同，签订2家园

区知识产权服务协议

10 10

线上发布技术成果140多项，推动一批短平快项目线上对接，服务企业
超10000家；举办关键核心技术转移培训班，培训科技人员300多人

次；全年开展融资路演、高企直通车等活动400多场；发布“知识产权
服务包”，为省内6家高新区、30余家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5

中心结合行业和单位工作实际，及时制定中长期规划，并经中心职代
会深入研究讨论，形成了中心“十四五”发展规划，同时抄报省科技
厅；各处室结合年度工作任务目标，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实行综合
目标责任制管理，中心主要领导与各处室主要负责人共同签订责任书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2020年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表格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一、部门概况（部门基本情况、收支情况等）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成立于1992年，为全国首批建立的试点生产力促进中心之一，是江苏省科技厅直属副厅级科技服务机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执
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主要职能是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企业管理顾问服务、认证咨询服务、企业技术培训、技术服务与新技术推广、科学仪器
设备成套服务、科技信息服务。中心内设19个部门，截至2020年底，在职员工233人，离休3人，退休79人。2020年中心收入总计19,553.28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6,471.97万元，事业收入10,748.67万元，经营收入2,269.32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40.98万元，其他收入22.33万元；支出总计15,749.63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468.91万元，公用经费190.95万元，项目支出8,192.87万元，经营支出1,896.89万元。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我中心绩效评价从部门决策、部门管理、部门履职及履职效益四方面展开。在部门决策方面，从决策管理方面设定具体绩效指标；在部门管理方面，从
人员管理、资金和资产管理、机构建设与内控管理三方面展开，分别设定具体绩效指标；在部门履职方面，根据2020年绩效目标申报的部门履职体系来
设定具体绩效指标；在履职效益方面，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四方面展开，分别设定具体绩效指标。
具体评价方面，结合中心2020年工作总结，由具体责任部门对各个三级指标进行评价实际值，根据实际值和指标值的差异打分，同时分析扣分原因及后
续完善建议。根据各个三级指标的得分情况，结合二级指标的具体权重，计算总体得分。最终计算结果为96分，2020年我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
情况良好。

三、主要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按照夺取“双胜利”的总体要求，围绕“六稳”“六保”的工作部署，中心统筹协调疫情防控和科技服务工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全力做好公益支撑
服务，大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转移转化，深入推进科技服务进产业园区行动，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各项任务。服务全省创新型园区61家，年服务企业超
30000家；高企数量超过3.2万家，位居全国第二位；促成企业融资超200亿元，其中“苏科贷”发放贷款70.9亿元，中心自主组织定制化科技金融服务等
融资130亿元；培育形成了“平台汇”“杰青荟”“科e融”等8个硬核品牌业务，科技服务总收入达1.96亿元，与去年相比增幅达到9.77%，是“十二五
”末的两倍，横向服务收入占比近70%，是“十二五”末的三倍，在技术合同登记收紧的情况下，技术合同交易额达0.93亿元。通过不懈的努力，中心逐
步完善了集成创新服务模式，在全国业内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获得“2020年度抗击新冠疫情突出贡献奖”，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科技服务工作坚定了信心
、增添了动力。（一）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统筹协调推进“三划”工作，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创造性开展疫情期间的科技服务工作。一是大
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转移转化。二是扩大科技融资服务规模。三是强化知识产权服务。四是打造“平台汇”品牌业务。五是打造“杰青荟”品牌业务。
（二）高质量做好公益支撑服务。一是务实推进苏南自创区建设促进服务。二是高标准完成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建设。三是全力做好重大产业支
撑服务。四是深化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五是其他公益管理服务有序开展。（三）进一步做深做优专业化市场服务。一是不断推进创新型园区服
务提档升级。二是持续做好创新型企业培育服务。三是特色业务不断释放新潜能。（四）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是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突出党的政治建设，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三是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四是强化意识形
态工作，筑牢思想防线。五是夯实基层组织建设，激发党团基层组织活力。六是严格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五）着力提升中心治理效能。一是175号楼
加层改造工程基本完成，办公生活环境进一步优化，食堂、会议室、创新服务驿站等配套设施更加完善，母婴室、理发室、阅览室、活动室等生活设施
更显人文关怀，消防系统、通风系统、网络机房等智能化信息化硬件夯实了安全基石。二是强化落实“一确保的七个安全”。三是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
度。四是大力营造以人为本的发展环境。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

1.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2. 其他资金支出预决算差异较大。2020年其他资金预算支出7,330万元，实际支出7,846.87万元，差异率7.05%。

1. 按照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完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2.加强预算编制工作的准确性。在编制年初预算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尽
可能准确地确定相关支出的预算金额。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得分 说明

部门决策

部门管理

部门履职

决策管理
中长期规划制定情况；年度

工作计划制定情况
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得分 说明

高质量做
好公益支
撑服务

是否做好“十四五”科技规
划预研项目及“江苏省高新
区发展布局及苏南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创新一体化研究
”课题研究；是否提升一体
化平台创新服务支撑能力；
受理项目>10000项；指导新
建科技超市分店、便利店40
家，总数达480家以上；

15 15

已做好全省高新区建设促进服务，开展“十四五”全省高新区和苏南
自创区发展规划预研课题研究；着力推进苏南自创区一体化创新服务
平台建设，覆盖苏南省级以上高新区和设区市，基本实现资源互联互
通；2020年受理省级科技计划项目10742项；农村科技服务超市总数达

527家；

进一步做
深做优专
业化市场
服务

直接服务企业>300家；开展
定制化服务小分队活动>20
场；挖掘企业有效服务需求
>200个；是否全面做好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和培育服务；
全年共承担各级食品安全监
督抽样任务>10000批次；

10 10

服务企业超20000家；全年共开展各类科技服务活动100多场；累计与
61家园区建立合作关系；持续做好创新型企业培育服务。深入实施服
务创新型领军企业行动计划，与155家领军企业建立合作联系；完成监

督检验检测任务15290批次；

着力提升
中心治理
效能

是否强化落实“一确保的七
个安全”；是否建立完善内
部管理制度；是否大力营造
以人为本的发展环境；

10 10

从消防、档案保密、网络、财务等七个方面持续压实安全责任，安全
生产工作新增投入超300万元，全年没有发生安全事故。加强消防安
全，建立了一整套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各专项业务操作规范，开展消
防安全检查督查11次，安全培训、演练、测试12场；完成网站系统整
合和等级保护备案。制修订各类制度10多项，不断规范干部选拔聘任
、财务报销、商务接待、出国（境）管理等工作；重新梳理制定了部
门管理运行方案和委托业务管理办法；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组建了中
心监督评估工作组，加强对内部重点事项监督。常态化抓好中心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中心员工实现“零感染”。落实有关创新政策，普遍
提高员工工资待遇，落实员工健康体检，建立海归人才激励机制，组

织实施青年人才基金。

社会效益

统筹协调推进“三划”工
作，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
创造性开展疫情期间的科技
服务工作；扩大科技融资服

务规模

5 5

大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转移转化。深入实施技术转移超越计划，组织
“2020春风暖企”“云路演”“云培训”等活动40余场；线上发布技
术成果140多项，推动一批短平快项目线上对接。疫情期间联合银行提
供150亿元专项授信额度；推出“领军企业贷”等金融服务产品。

经济效益
事业收入全年不低于10000万

元
5 5 2020年事业收入完成10,748.67万元

生态效益
两化融合贯标、智能车间诊
断、清洁基金、碳核查等咨

询服务是否深入推进
5 5

两化融合贯标、智能车间诊断、清洁基金、碳核查等咨询服务深入推
进

可持续发
展

力争完成自主挖掘需求数量
200项，引进人才数20人，引
进技术数50项，落地人才数

10人

5 5
累计引进先进技术750多项，挖掘高层次人才100多人，推动先进技术

、高层次人才落地50个

99.00

部门履职

履职效益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