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2020年度科技发展专项

评价金额
（万元）

29000（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市科技局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通过采取多元化的支持方式，强化科研诚信管理，推行科研
经费“包干制”改革，建立重点项目实施部门联动机制和科技资
源配置快速响应机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市科技创新能力和水
平，有效推动了一批科研项目取得突破，一些科研成果被成功应
用到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主要问题

    专项资金分配零散，补助项目小而多，缺乏对关键领域重点
项目的大力支持，资金规模效应不明显。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的撬动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激励引导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
初衷实现不尽理想。项目跟踪管理不到位，部分项目经费使用不
规范。

改进建议

    政策制定和资金使用更加聚焦重点，突出我市科技创新主攻
方向，切实解决科技创新重大问题。不断加大资金整合力度，瞄
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行集中投入、重点扶持，充分发挥资
金的规模效应。加强部门间协作，有效确保政策资金的有效性和
针对性。加强项目前期论证，严把项目入库关口，强化市场主体
功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作用。建立和完善项目后期
动态跟踪管理监督机制，及时掌握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阶段成果
。合理规范科研项目财务收支，杜绝资金浪费行为。

评价机构 重庆理工大学



项目名称 2020年度文物保护和利用专项

评价金额
（万元）

2296.8

主管部门 市文化旅游委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通过专项资金的使用引导，我市文化保护和利用工作水平和
质量不断提高。年度中先后修缮保养维护了立德乐洋行、安达森
洋行、温家祠堂和桂园等市级文物单位，成功举办了大足石刻、
故宫南迁文物纪念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陈列展活动，较好地
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主要问题
    部分文保项目准备不充分，项目推进较缓，预算执行率不
高。部分文保项目受对外宣传和开放程度的影响，传承发展传统
文化的效果不佳。

改进建议
    建立和完善项目库，强化监督管理，提高项目执行进度。充
分利用各类传播平台，融合多媒体资源，加强文物文化宣传，推
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评价机构 重庆和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2020年度体育事业发展专项

评价金额
（万元）

10130

主管部门 市体育局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支持举办了体操、花滑、射击、乒乓球等系列市级比赛。进
一步扩大了在训运动员规模，推动了青少年体育稳步发展。资助
了一批体育健身场所建设，全民健身场所进一步增加，体育产业
健康发展。

主要问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灾影响，部分项目未及时调整，导
致预算执行较慢，资金效益待提升。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不可量
化，部门自评结果不够真实。

改进建议
    加快建立项目库，加强项目执行过程的跟踪监控，适时启动
预算调整，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绩
效指标编制质量，积极发挥绩效目标的引导作用。

评价机构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 2020年度人才培养及科研专项卫生人员培养培训市级补助资金

评价金额
（万元）

3700

主管部门 市卫生健康委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专项资金受益人群广，惠及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住培护培
学员、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学员、临床药师培训学员等医护人员
。建设临床医学重点专科10个，对提升我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
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主要问题

    培训类别多、范围广，项目安排较为零散，部分项目预算资
金结余较大，影响资金使用效益。项目过程管理不够精细，绩效
跟踪监控不到位，培训效益有待提升。部分单位财务基础工作存
在薄弱环节，财务管理有待加强。

改进建议

    加强项目统筹，以能力建设为主导，合理划分培养培训范围
。充分了解需求，整合可利用资源，提高培训实效。加强项目绩
效管理，强化过程把控和效果考核，提升项目效益。加强财务管
理，适时修订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确保财务管理制度化、规
范化。

评价机构 重庆勤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2020年度民生计量检定专项

评价金额
（万元）

940

主管部门 市市场监管局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基层医疗机构检定覆盖率达100%；完成基层医疗机构计量设
备检测工作，检定合格率97.3%，较好地实现了基层医疗机构计
量“准”的目标，降低误诊风险，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主要问题
    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财务核算机制不够健全，考评结果
应用力度不足。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范围对象较为模
糊，不利于后期评价。

改进建议

    强化预算与财务管理，健全项目核算机制，提升专项资金会
计核算水平。强化内控制度建设及项目监督管理，建立健全项目
管理与绩效反馈应用制度，提升业务管理效能。科学设置绩效目
标，提升绩效指标明确性、准确度。

评价机构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项目名称 2020年度知识产权发展专项

评价金额
（万元）

3383

主管部门 市知识产权局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专项资金覆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个主体类别，较好
地带动全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引领作用
较突出，知识产权风险预警预测项目运行稳定，高价值专利和专
利标准化项目培育情况较好，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效益。

主要问题

    部分项目的资金支持长期作用不够明显，资金使用管理要求
不尽明确，资助类项目的引导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放管服”改
革推行不到位，服务效能有待提升。部分项目边界不清，存在重
复和错位。

改进建议
    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资助政策，提升资金引导作用。优化绩
效目标设置，提高与专项资金的匹配度。厘清项目边界，建立线
上申报系统，加大相关宣传力度，提高政策普及度。

评价机构 重庆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 2020年度统筹城乡建设专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资金

评价金额
（万元）

1000

主管部门 市住房城乡建委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传统村落示范点风貌保持良好，文物破坏活动降低，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日臻完善。非物质文化多渠道得到有效传承，在带
动村民增收的同时，也激发了村民共同缔造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
的热情，群众满意度较高。

主要问题

    资金未结合各村落的实际情况及建设内容进行差异化分配，
影响效益发挥。个别区县前期程序滞后、过程推进较缓，预算执
行率不高。绩效管理和项目管理不尽到位，指标细化、量化程度
不足，个别项目预算编制深度不足，建设进度未达预期。

改进建议

    建立和完善项目库，整合统筹同类资金，提高资金绩效。完
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增加项目采购、项目变更等管理规则。及
时开展阶段性总结，分类制定项目评审细则及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不断优化后续政策。完善规划编制，推动传统村落可持续发
展。

评价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项目名称 2020年度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监管专项地下水监测站网建设资金

评价金额
（万元）

2454.84

主管部门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主管部门的预算管理较为规范，下属单位对项目的组织实施
和质量把控到位，完成了既定的监测站点建设任务，为后期的地
下水监测工作奠定了基础。

主要问题

    绩效管理不尽到位，质量指标、满意度指标缺失，且效益指
标单一，未能完整体现项目绩效。过程中目标任务发生变化，未
及时实施绩效调整。前期论证不够充分、准确，影响项目进度。
专项管理办法缺失，不便于项目的统筹管理。数据应用不充分，
共享机制有待健全。市级信息平台缺失，数据采集不够翔实，无
法形成内外共享联动，影响系统管理和项目绩效。

改进建议

    强化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理念，将项目决策、预算编制、
预算执行、决算验收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有机结合，全面提升
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绩效。制定《重庆市地下水监测运行维护管
理办法》，开发重庆市地下水监测信息系统平台，完善监测信息
共享及公开机制，为水资源利用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持续数
据支撑。

评价机构 重庆理工大学



项目名称 2020年度市管园林常年运行维护专项

评价金额
（万元）

6605

主管部门 市城市管理局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专项资金使用效果较好，较好地实现了项目资金的政策目标
。为市民提供了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休闲场所，增强了游客的
获得感、幸福感。同时有效发挥了科普基地的作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公民的科学素质和生态环境意识。

主要问题
    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园区整体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综合效益仍可持续提升。政府购买服务水平有待提高，项目监管
有待加强。

改进建议

    加快推进智慧园区建设，依靠信息技术，加强精细化管理，
逐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拓宽行业发展思路，实现国有资产分类
整合、一盘棋管理，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益。强化政府购买服务
的全过程管理，不断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参与主体范围，提高
公共服务市场整体效率。

评价机构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



项目名称 2020年度林业生态保护恢复专项

评价金额
（万元）

116642.3

主管部门 市林业局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围绕组织森林植被恢复费返还、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等主要工
作，专项资金得到合理统筹，完成了既定的年度绩效目标任务。
全市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提升，实现林农增产增收，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成效明显。

主要问题
    部分项目验收不及时，预算资金执行率偏低。部分项目实施
不科学，后续管护不到位，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部分区县未能严
格落实预算资金管理、会计核算等制度。

改进建议

    进一步优化项目绩效管理，确保绩效目标、预算执行与项目
实施进度相匹配。实行项目库动态管理，整合可利用资源，确保
项目实施效果。落实专项资金的专款专用制度和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政策，确保资金安全和效益发挥。

评价机构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项目名称 2020年度城市品质提升专项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资金

评价金额
（万元）

1125

主管部门 市交通局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创建了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体系，从标准化、
智能化、品牌化等几方面推动服务区品质提升，增强了公众出行
满意度和城市形象宣传度。部分服务区探索建立“服务区+旅游/
土特产”等形式，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群众就
业，社会效益较为明显。

主要问题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缺失，不利于过程控制和后续问效。对实
施过程和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不尽到位。部分项目未严格落实建
设制度。

改进建议

    完善管理制度，细化各方责任并严格落实到位。扎实开展绩
效管理，特别是前期论证和政策绩效评估，提高决策科学性。加
强对实施主体的指导监督，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提高项目产
业和效益的长期有效发挥。

评价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项目名称 2020年度自然灾害救灾专项

评价金额
（万元）

60504.24

主管部门 市应急局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得到有效使用，较好完成了“应急救助、
倒房重建、冬春救助”三大任务，社会效益明显，群众满意度高
。市应急局建立的差异化应急响应机制，区县探索形成的“物流
公司+应急局+资金结算平台”物资储备模式、“地票+倒房重建
”统筹资金、巨灾保险等做法，为全市自然灾害救灾工作积累了
宝贵经验。

主要问题

    抢险救援资金与灾后救助资金结构不平衡，不利于应急治理
综合能力的发挥。部分区县救助资金执行进度待提升。救助标准
对差异化因素考虑不够全面，救助资金的公平性、合理性体现不
足。基层对专项资金的管理水平仍待提升。

改进建议

    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原则，建立差异化救灾资金
发放机制，对受灾特殊群体给予适当倾斜。优化资金结构。适度
提高救灾资金特别是综合性救灾资金比例，提高综合救灾能力。
更新《重庆市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办法》《重庆市自然灾害救
助指导标准》，建立重大救灾、日常救灾等类型化管理机制，发
挥顶层设计的引领作用。加强基层业务培训，有效提升政策水
平，为受灾群众提供更加规范、便捷服务。

评价机构 西南政法大学



项目名称 2020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评价金额
（万元）

3100

主管部门 市委宣传部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引导和带动，有效促进了全市文
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支持举办了区长县长“双晒”直播、云上文
旅馆展销和重庆文旅产业博览会等活动，撬动社会投资，带动文
化企业复工复产，助力推进了融媒体技术平台建设，实现区县全
覆盖，支持打造品牌特色文化书店。

主要问题

    项目投向覆盖面不够，资金安排统筹力度不够，对“五个体
系”协调发展的支撑不足。项目库建设滞后，部分项目前期论证
不充分，影响资金分配和使用绩效。绩效目标设置广度不够，项
目全过程管理不到位。

改进建议

    拓展支持方式，聚焦产业扶持方向，更多引导社会资本投
入，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加快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发展项
目库，确保资金及时、精准下达。强化对项目单位的跟踪管理和
监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评价机构 重庆勤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