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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

〔2011〕285 号）、东莞市《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意见的通知》（东府办〔2014〕49 号）的有关要求，2015-2017

年度外贸调结构专项（两仓项目）纳入 2018 年度财政支出重

点绩效评价范围。通过政府采购，市财政局委托东莞市社会科

学院作为第三方机构对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东莞市社会科学院于 2018 年 6 月至 8 月，组织专家力量

对项目所有相关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可持续性情况

进行了绩效评价。专家组对商务局提供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核；

根据“两仓”的地域和贸易方式分布情况，召开了 4 场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两仓”企业 13 家、加工贸易企业 22 家，实地走

访勘查“两仓”企业 3 家；对受助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综合书

面材料审核、座谈会、实地访谈勘查和暗访、问卷统计分析、

与商务局数据对接核实等情况，形成本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该项目评价分值为 76.48 分，绩效等级为“中”。 

该项目的实施，大部分目标、指标已完成，对于培育保税

物流市场、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外贸结构转型升级、

全面提升外经贸发展水平发挥重要作用等方面成效突出。 

项目实施存在如下主要问题：部分主要指标完成不理想、

政策效果趋降。项目预算立项对实际情况判断不准确，可行性

研究和项目实施计划性不到位。财政支出金额、加工贸易企业

和保税物流经营单位平均受助额、预算执行率三项指标为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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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绩效目标不够明确，为绩效目标服务的指标设计不够精准、

全面，指标与目标对应性不强。政策实施措施与绩效目标统一

性有待增强，目标指标科学性系统性有待增强，政策落实计划

性有待增强，项目实施流程和时限性有待明晰。 

项目政策继续改进完善应做的工作：重新制定保税物流产

业政策，制定系统可衡量、可评价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强化

政策措施与政策目标的统一性，制定专项计划和配套实施方案，

进一步明确政策实施流程，完善子政策管理体系，提高资金拨

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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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

〔2011〕285 号）、《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意见

的通知》（东府办〔2014〕49 号）的有关要求，2015-2017 年度

外贸调结构专项（两仓项目）纳入 2017 年度财政支出重点绩

效评价范围。该项目得分为 76.48 分，绩效等次为“中”。现就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背景目的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13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加

工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 号）精神，进

一步提振“两仓”“加工贸易”企业信心，扶持企业发展壮大，促

进加工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着力推动外贸平稳向好、提质增效

发展，在全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全

省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贡献力量，为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东府办出台了《东莞市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

全面提升外经贸水平的实施方案》（〔2016〕63号），为规范

专项资金使用，东府办出台了《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2012〕124号）、《东莞市稳增长调结构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2017〕85号）。通过本次评价为市委市

政府完善、制定新一轮促增长、外贸调结构和财政政策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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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1．扶持政策主要内容。对使用我市保税仓、出口监管仓

（即“两仓”）和保税物流中心的加工贸易、外贸企业及“两仓”

企业，分别予以支持。直接进出境类：报关单以加工贸易、

外贸企业为经营单位的，给予经营单位120元/票，仓库30元/

票的资助；以保税物流企业为经营单位的，给予经营单位30

元/票，仓库30元/票的资助。非直接进出境类：货物进仓存储

的，给予经营单位30元/票，仓库30元/票的资助；对从境内进

入保税物流中心转内销和深加工结转业务的，给予加工贸易

企业30 元/票的资助，仓库不予资助。 

2．预算安排执行情况。2015-2017年“两仓”发展专项资金

预算安排7200万元，实际支出4464.64万元，其中：2015年度预

算安排2400万元，实际支出2401.25万元；2016年度预算安排

1100万元，实际支出1011.35万元；2017年度预算安排3700万元，

实际支出1052.04万元。 

3．专项资金申报情况。《关于对2015-2017年度外贸调结

构专项经费（两仓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的通知》（东财函

〔2018〕1036号）设定的评价项目概况：2014-2016年，保税物

流进出口经营单位达到41家，预补总票数为1312334票，其中，

保税物流进出口经营单位641401票，保税仓（B+C）549390票，

监管仓（J+P）507418票。2017同比2016年，保税物流进出口经

营单位、加工贸易企业直接进出口、保税仓（B+C）、监管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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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4项指标申报票数呈增加态势，加工贸易企业非直接进

出口申报票数下降（表1）。 

表1  2014-2017年两仓报关单业务量统计表 

年份 
企业

个数 
资助对象 

预补票数

（票） 
资助标准

（元） 
预补金额

（万元） 
预补总票

数（票）

2014 34 

保税物流进出口经营单位 171083 30 513.2 

324945 
加工贸易企业 153862 120 1846.3 

保税仓 185041 30 555.1 

监管仓 139904 30 419.7 

2015 36 

保税物流进出口经营单位 202808 30 608.4 

368562 
加工贸易企业 165754 120 1989.0 

保税仓 207484 30 622.5 

监管仓 161078 30 483.2 

2016 41 

保税物流进出口经营单位 267510 30 802.5 

455679 

加工贸易企业直接进出口 120  

加工贸易企业非直接进出口 188169 30 564.5 

保税仓(B+C) 156865 30 470.6 

监管仓(J+P) 206436 30 619.3 

2017 57 

保税物流进出口经营单位 299903 30 899.7 

488093 

加工贸易企业直接进出口 809 120 9.7 

加工贸易企业非直接进出口 187381 30 562.1 

保税仓（B+C） 171091 30 513.3 

监管仓（J+P） 227766 30 683.3 

2014-2016年，实际服务加工贸易企业达到2158家，呈逐年

增长趋势。B型仓申报企业为844家、申报票数为58610票、实

补总金额为767.15万元；C型仓申报企业为3692家、申报票数为

145842票、实补总金额为1871.15万元；J型仓申报企业为1610

家、申报票数为61068票、实补总金额为564.59万元；P型仓申

报企业为293家、申报票数为47755票、实补总金额为116.72万

元；Y型仓申报企业为1401家、申报票数为62294票、实补总金

额为119.03万元。2017同比2016年，B、C、P、Y4种类型仓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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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票数呈增加态势，J种类型仓呈减少态势（表2）。 

表2  2014-2017年“两仓”专项资金加贸企业汇总表 

年份 
仓库类

型 
申报企

业个数 
票数 

申报金

额（万

元） 

申报总

金额

（万

元） 

实补金

额（万

元） 

实补总

金额

（万

元） 

总金额

（万

元） 

实际服

务企业

数量

（个）

2014 

B 273 20805 249.7 261.8 186.6 197.3 446.2 

2062 

C 1520 61595 739.1 1136.7 605.1 930.8 850.0 

J 548 20163 242.0 283.7 211.4 247.3 92.4 

P 86 13676 164.1 164.2 47.9 48.0 34.8 

合计 2427 116239 1394.9 1846.3 1051.0 1423.4 1423.4 

2015 

B 291 18219 218.6 565.3 161.2 403.1 469.7 

2149 

C 1598 65869 790.4 944.6 625.4 782.2 885.4 

J 556 21442 257.3 291.6 219.5 249.1 103.3 

P 102 15919 191.0 186.3 46.2 42.0 18.7 

合计 2547 121449 1457.4 1987.8 1052.3 1476.4 1477.1 

2016 

B 280 19586 58.8 166.8 58.8 166.8 187.1 

2158 

C 574 18378 55.1 158.2 55.1 158.2 170.1 

J 506 19463 58.4 68.2 58.4 68.2 24.3 

P 105 18160 54.5 52.4 28.8 26.7 5.7 

Y 1401 62294 186.9 119.0 186.9 119.0 151.6 

合计 2866 137881 413.6 564.5 388.0 538.8 538.8 

2017 

B 389 17763 54.3 174.3 54.3 174.3 187.6 

2360 

C 793 26973 86.8 201.3 86.8 201.3 212.4 

J 380 12389 37.2 47.4 37.2 47.4 18.5 

P 107 19720 59.2 59.6 26.0 26.5 4.3 

Y 1547 55897 167.7 89.3 167.7 89.3 115.9 

合计 3216 132742 405.1 571.9 371.9 538.7 538.7 

（三）评价范围 

根据东财函〔2018〕1036 号文件精神，本次绩效评价的范

围：项目时间为 2014 至 2016 年度；资金资助时间为 2015 年

至 2017 年度；项目参照年度为 2014 至 2017 年；评价 2015 年

至 2017 年度外贸调结构（两仓）项目专项资金的相关性、效

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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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标设定 

根据商务局提供的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和绩效目标申报

表分析，主要设定了各项工作质量达标率、计划任务完成率、

预算执行率、增加受资助企业数量、资金节约率、新增“两仓”

进出口报关单票数、降低成本、缩短运作时间、保税物流进出

口占全市比重、自我发展能力、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公众满

意度等指标（表 3-4）。但是，在《东莞市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

标申报表》的目标表中并没有设定资金节约率、降低成本、缩

短运作时间、自我发展能力等指标。 

表3  2015-2017年“两仓”专项资金预期产出指标 

年份 各项工作质量达标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预算执行率 

2015 95% 90% ≥90% 

2016 95% 90% ≥90% 

2017 100% 100% ≥80% 

表4  2015-2017年“两仓”专项资金预期效益指标 

年份 指标名称 指标值 

2015 

增加用仓加贸企业 使用两仓的我市加贸企业增加数量 70 家 

报关单票数增长量 两仓进出口报关单票数同比增量 20000 票 

保税物流进出口占比 保税物流进出口总额/全市进出口总额 7.5% 

企业满意度 95.0% 

2016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占比 保税物流进出口占全市进出口比例 15% 

报关单票数增长率 两仓进出口报关单票数同比增量 12%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增长率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额同比增长比例 ≥10% 

企业满意度 90.0% 

2017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占比 保税物流进出口占全市进出口比例 13% 

保税物流监管场所进出口额 通过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总额 190 亿美元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增长率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额同比增长比例 10% 

企业满意度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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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金使用 

2015-2017 年度“两仓”专项资金预算安排 7200 万元，实际

支出 4464.64 万元（表 5），总预算执行率为 62.01%，预算执

行率过低，主要因为 2017 年预算执行率为 28.4%过低，且三年

预算执行率呈逐年下降态势（表 6）。 

表5  2015-2017年“两仓”专项资金预算拨付情况 

 拨款年度/批次 拨付时间 
申报票数

（票） 
申报金额

（万元） 

经审核资助

金额（万

元） 

实际拨付金

额（万元）

2015 年   345934 3521.8 2401.2 2401.2 

2014 年第二批 2015 年 10 月 176583 1822.2 1012.6 1012.6 

2015 年第一批 2015 年 12 月 169351 1699.5 1388.6 1388.6 

2016 年   199211 2003.6 1011.3 1011.3 

2015 年第二批 2016 年 2 月 101467 1016.7 733.9 733.9 

2015 年第三批 2016 年 8 月 97744 986.9 277.5 277.5 

2017 年   455679 2456.9 1054.9 1052.0 

2016 年第一批 2017 年 12 月 455679 2456.9 1054.9 1052.0 

合计   1000824 7982.3 4467.5 4464.6 

注：2016 年第一批核减暂缓拨付 2.88 万元。 

“两仓”专项资金 2015 年至 2017 年支出预算作为子项目分

别列在不同的专项中。2015 年列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资

金”中，2016 年列入“报税物流仓储设施资助专项资金”中，2017

年列入“外贸调结构专项”中。2015 年超预算支出 1.25 万元在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中其他子项目中调整使用。 

2017 年预算执行率过低是由于当年预算编制时处于新旧

政策更替阶段，参照 2015 年和 2016 年拨付情况，考虑增长量

因素而做出的预算测算。作为“科技东莞”专项资金里的专项，

该项目 2017 年预算资金中实际未执行部分，年末由财政局统

一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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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5-2017年“两仓”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年份 申请金额（万元） 
市财政批复金额

（万元） 
实际支出金额 
（万元） 

实际预算执行率

（%） 

2015 2400 2400 2401.25 100.1 

2016 1100 1100 1011.35 91.9 

2017 3700 3700 1052.04 28.4 

合计 7200 7200 4464.64 62.0 

二、绩效评价结果 

（一）评价结论 

“两仓”专项总得分 76.48 分，等级为中。该项目大部分目

标、指标已完成，但是，部分主要指标完成不理想、政策效果

趋降。 

（二）产出目标完成情况 

对标商务局设定的 2015-2017 年度 “两仓”专项资金绩效

指标评价显示：该项目部分产出目标、指标已完成，但是，存

在部分指标完成率较低的情况。 

2015-2017年度合计预算执行率和 2017年预算执行率都没

有达标（表 7）。逐年下降且 2017 年过低的预算执行率，说明

项目预算立项对实际情况判断不准确，可行性研究和项目实施

计划性不到位，该项政策科学性有待提高。 

表7  2015-2017年“两仓”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年份 实际预算执行率（%） 目标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完成率（%） 

2015 100.1 ≥90 ＞100 

2016 91.9 ≥90 ＞100 

2017 28.4 ≥80 35.5 

总计 62.0   

2015 年，3 项指标 2 项达标，但是报关单票数增长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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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差距较大；2016 年，3 项指标全部达标；2017 年，3 项

指标 2 项达标，但是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增长率没有达标、报

关单票数增长量和报关单票数增长率同比负增长。问卷调查显

示企业满意度没有达标（表 8）。 

表8  2015-2017年“两仓”专项资金产出情况 

年份 指标名称 
指标目标 

数量 
指标实际 
完成数量 

指标实际完

成率（%）

2015 

增加用仓加贸企业（家） 70 87 114.29 

报关单票数增长量（票） 20000 5210 26.05 

报关单票数增长率（%） 4.48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占比（%） 7.5 9.21 122.80 

保税物流监管场所进出口额（亿美元） 154.25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增长率（%） 47.12  

企业满意度（%） 95.0  

2016 

增加用仓加贸企业（家） 9  

报关单票数增长量（票） 16432  

报关单票数增长率（%） 12 13.5 112.50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占比（%） 15 16.19 107.93 

保税物流监管场所进出口额（亿美元） 278.50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增长率（%） ≥10 92.2 922.00 

企业满意度（%） 90.0  

2017 

增加用仓加贸企业（家） 202  

报关单票数增长量（票） -5139  

报关单票数增长率（%） -3.73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占比（%） 13 16.27 125.15 

保税物流监管场所进出口额（亿美元） 190 295.08 155.31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增长率（%） 10 9.3 93.00 

企业满意度（%） 90.0 81.3 90.33 

注：2017 年企业满意度实际值为调查问卷值。 

（三）效果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看，2015-2017 年度“两仓”专项资金效果得分为“中”

（表 9），部分效果指标已完成，部分效果目标完成情况不理想。

其主要原因是加工贸易企业受助额占其经营成本比重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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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企业申报引力不大（实地走访和座谈会显示，保税物流

经营单位反映受助额占其经营成本的 1%左右，加工贸易企业

反映受助额降低其企业通关成本的幅度为 20%左右），财政支

出金额、加工贸易企业和保税物流经营单位平均受助额、预算

执行率三项指标为负增长。 

1．部分效果指标完成较好。2014-2016 年，申报企业个数

年均增长率为 8.7%，保税物流经营单位个数年均增长率为

9.8%，加工贸易企业报关票数年均增长率为 8.9%，保税监管场

所进出口货物年均增长率为 68.1%，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占全

市进出口比例年均增长率为 57.2%，5 项指标都超过全市进出

口年均增长率（表 9）。 

表9  2014-2017年海关监管场所、全市进出口主要指标 

年份 

保税监

管场所

进出口

货物

（亿

元） 

 

保税监

管场所

进出口

货物

（亿美

元） 

全市进

出口

（亿

元） 

保税监

管场所

进出口

占全市

进出口

比例

（%） 

加贸企

业平均

受助额

（元） 

保税

物流

经营

单位

平均

受助

额

（万

元）

同比

（%
） 

同比

（%
） 

同比

（%
） 

2014 年 653.8  106.47 9983.92 6.55 5864.9 13.87

2015 年 961.9 47.12 154.25 44.88 10443.4 4.20 9.21 5796.6 7.15 

2016 年 1848.2 92.15 278.50 80.55 11416.0 9.60 16.19 1880.1 8.06 

2017 年 1995.2 9.30 295.08 7.20 12264.4 7.50 16.27 1674.9 7.03 

2014-2016
年均增速 

68.1  61.7  6.9  57.2 -43.4 -23.8

2017 年同比 7.95  5.95  7.43  0.48 -10.9 -12.8

企业用工稳定率、通关效率提升率两项社会效益指标得分

为“良”；“两仓”进出口额年均增速、“两仓”进出口占全市进出

口比例年均增速、预补总票数年均增速三项经济效益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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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人力成本节约率、运输成本节约率两项经济效益指标

得分为“良”（表 10 ）。 

表10  2014-2017年“两仓”项目效果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受益分配优度 受助企业瞄准度 2 1.4 无资助计划 

社会效益 
企业用工稳定率 2 1.6 问卷调查 

通关效率提升率 3 2.5 问卷调查 

经济效益 

“两仓”进出口额年均增速 4 4 年均增速 68.1% 

“两仓”进出口占全市进出口比例年均增速 4 4 年均增速 57.2% 

预补总票数年均增速 3 3 年均增速 8.9% 

加工贸易企业平均受助额年均增速 5 2.5 年均增速-43.4% 

保税物流经营单位平均受助额年均增速 5 2.5 年均增速-23.8% 

人力成本节约率 3.5 2.8 问卷调查 

运输成本节约率 3.5 2.8 问卷调查 

合计   35 27.1 77.4（总分） 

问卷调查显示，“两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对“两仓”政策

效果的总体评价较高为“良”。“两仓”政策促进保税物流企业“两

仓”利用率提高程度得分最高，“两仓”经营单位效果得分高于

加工贸易企业。调查的 16 项指标中有 12 项超过 80 分，达到

良好等级（表 11） 

2．部分效果目标完成情况不理想。加工贸易企业平均受

助额和保税物流经营单位平均受助额年均增速两项经济效益

指标为“差”（表 9）。 

实际服务企业个数年均增长率为 2.3%，受益面增长较小；

实补总金额年均增长率为-23.0%，加贸企业和保税物流经营单

位平均受助额持续缩小，呈现负增长态势，政策效果下降。2017

年同比 2016 年，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口占全市进出口比例提高

幅度很小、只有 0.0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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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显示，有 3 项指标为“中”等级，“两仓”政策促进

加工贸易企业运输成本节约程度、开拓国际市场的作用评价不

理想（表 11），进一步说明该项政策的降成本、拓市场、提高

竞争力的效果不佳。 

表11  2015-2017年度东莞市外贸调结构（两仓）调查问卷 

题号 调查项目 平均分 

1 “两仓”政策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进出口增长的作用 84.3 

2 “两仓”政策促进加工贸易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作用 82.6 

3 “两仓”政策促进加工贸易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作用 79.1 

4 “两仓”政策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用工稳定程度 81.4 

5 “两仓”政策促进加工贸易企业通关效率提升程度 82.2 

6 “两仓”政策促进加工贸易企业人力成本节约程度 80.0 

7 “两仓”政策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运输成本节约程度 79.6 

平均分  81.3 

8 “两仓”政策促进保税物流企业“两仓”利用率提高程度 86.5 

9 “两仓”政策促进保税物流企业用工稳定程度 82.0 

平均分  84.3 

10 “两仓”政策及申报指南宣传力度 82.6 

11 “两仓”政策及申报指南知晓程度 84.8 

12 “两仓”政策及操作程序公开程度 85.5 

13 “两仓”政策及程序操作便捷程度 83.0 

14 “两仓”政策及申报指南执行公平程度 87.9 

15 “两仓”资金拨付及时程度 77.5 

平均分  83.5 

16 与珠三角其他市相比东莞“两仓”政策补贴力度 61.9 

总平均  81.3 

三、绩效管理问题 

商务局实施的“两仓”项目，没有编制专项行动计划，是该

项目实施的突出问题。在目标措施统一性、目标指标科学性、

政策实施计划性和流程时限性四个方面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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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措施统一性有待增强 

与《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东府办

〔2012〕124 号）配套的 2013 年至 2015 年中期滚动目标：加

快我市保税物流服务平台以及保税仓、出口监管仓“两仓功能

合一”的具有东莞特色的“口岸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与《东莞

市稳增长调结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东府办〔2017〕85 号）

配套在 2016 年基础信息表中设定的中期目标：一是加快我市

保税仓、出口监管仓“两仓功能合一”的具有东莞特色的“口岸

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二是加快我市保税物流服务平台的建

设。分析上述政策措施与目标的相关性看，关联度不高。政策

措施的目的在于鼓励用仓、降低成本、提高“两仓”利用率、优

化外贸结构等，但是政策措施对“两仓功能合一”具有东莞特色

的“口岸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目标实现的直接功效不强。 

（二）目标指标科学性有待增强 

根据商务局设定的预算绩效目标、指标看，部分指标有一

定的可评价性。但是，绩效目标不够明确，为绩效目标服务的

指标设计不够精准、全面，指标与目标对应性不强，没有专项

计划作为项目实施的抓手。因此，预算绩效目标、指标设定的

科学性有待在出台新政策时科学优化。目前所设定的指标存在

各项工作质量达标率和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没有相对应的计

算公式、预算执行率设定有一定的差距、2015-2017 年 3 个年

度的指标不统一、产出指标与效益指标交叉错位、设定指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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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面衡量绩效等问题，还存在资金节约率不适用补贴性项目、

降低成本与缩短运作时间两项指标虽然进行了量化但难以论

证、基础信息表与目标申报表指标设定不统一等问题。指标设

定科学性、一致性、可评价性不高将直接影响政策绩效评价。 

（三）政策实施计划性有待增强 

根据商务局提供的佐证材料分析显示，“两仓”专项资金没

有制定专项实施计划。在《东莞市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

全面提升外经贸水平的实施方案》（东府办〔2016〕63 号）和

《东莞市稳增长调结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东府办〔2017〕85

号）及其申报指南等文件中，也没有制定三年计划和年度计划。

在提供的基础信息表中设定的计划目标不够全面。 

（四）政策实施时限性有待明晰 

项目申报、审批、资金拨付时限条款有待明晰，资金拨付

及时性有待提高。《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东府办〔2012〕124 号）和《东莞市稳增长调结构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东府办〔2017〕85 号）及其申报指南都没有明

确年度申报、审批、资金拨付时限。2015-2017 年“两仓”专项资

金预算拨付情况显示 2015 和 2017 两个年度，资金拨付时间较

长，拨付时间和立项时间基本相隔一年。问卷调查显示受资助

对象对“两仓”资金拨付及时程度评价得 77.5 分，为“中”等级。

座谈会反映该项目申报、审批、资金拨付效率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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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管理建议 

重新制定保税物流产业政策，强化政策措施与政策目标的

统一性，制定专项计划，提高资金拨付效率，调整政策管理体

系是该项目进一步完善需要加强的主要工作。 

（一）重新制定保税物流产业政策 

针对“两仓”政策已经实施了 9 年，该政策在鼓励设仓和用

仓双重政策的促进下，保税物流市场培育和便于加工贸易企业

提高通关效率的政策目标已基本实现；针对 2015 年至 2017 年

财政支出金额、加工贸易企业和保税物流经营单位平均受助额、

预算执行率三项指标为负增长、政策效果趋降的态势；针对东

莞保税物流中心升级、保税物流产业升级的需求和对外贸易新

趋势；针对“两仓功能合一”的具有东莞特色的“口岸保税物流

中心”建设目标的要求，建议重新制定促进我市保税物流产业

转型升级、提质发展的政策。 

制定新一轮保税物流产业政策，建议深化两个方面的研究

工作。一是，加强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实施的计划性，提高预算

立项的精准度和执行率；二是，设立保税物流设施和服务模式、

服务业态升级补贴，设立新业务、新市场拓展补贴，支持保税

物流企业和保税物流中心转型升级。 

（二）强化措施与目标统一性 

封闭化、统一性管理是政策绩效管理的基本要求。基于该

项政策在实施措施和要达到的绩效目标一致性不强的问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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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新一轮政策制定中要加强下述 5 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

加强预算编制科学性，预算测算金额与预算年度相匹配。进一

步完善账务处理，细化至专项的明细项。二是加强政策落实计

划的制定工作，如“三年”行动计划，提高政策落实的计划性；

三是规范统一年度绩效指标，做到年度指标连续可考核、可比

较，便于中期滚动目标的整体评价；四是加强设定目标、指标

科学性、统一性、因果关系的论证，做到政策措施与实现目标

相统一；五是形成科学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经济类项目要注

重规模、速度、结构三位一体效益指标的研究。 

（三）进一步明晰政策实施流程 

明晰政策实施流程也是政策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流程的

时限性直接关系到资金拨付效率、各项工作质量达标率、工作

任务完成及时率、预算执行效率，而该项政策明显的不足就是

工作流程没有明确工作环节的时间节点。针对问卷调查和佐证

资料分析显示资金拨付效率不高的现状，建议在新一轮资金管

理办法和申报指南的内容里面，细化明晰工作环节、流程和时

间节点，让受助对象知悉政策实施程序，提高政策落实效率。 

（四）调整项目子政策管理体系 

基于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和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显示的

该项政策管理比较粗放的现状，建议在新一轮政策制定中，要

以预算立项的专项资金为统领建立封闭完整的政策管理体系

并加以细化和系统化。具体应当将保税物流产业政策，从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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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验证方法

（证据） 
指标

分值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及说明 评分标准 

  

  

  要？ 
情况；3、政策设计的瞄

准度是否精准；4、是否

符合因果逻辑关系。 

      

评价时

需求吻

合度 
2 

反映和评价政策

在开展绩效评价

之时及之前是否

还适用解决当前

东莞市外贸发展

存在的实际问题

和需要？ 

评价要点：1、关键问题

识别和社会需求是否在实

施过程已发生变化；2、
政策的瞄准度是否还精

准。3、能否还可以继续

解决当前东莞存在的问

题。 

政策识别度 2 
关键问题识别和社会需求是

否在实施过程已发生变化；

项目评价时识别度和社

会需求度高得 2 分、较

高得 1.6 分、一般得 1.2
分、社会需求已满足得

0 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 
1.5 

绩效

目标

明确 
7 

绩效目

标明确

性和规

范性 

7 

反映和评价依据

绩效目标设定的

绩效指标是否清

晰、细化、可衡

量等，是否做到

指向明确、细化

量化、合理可行

和相应匹配。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绩效目标的明

细化情况。 

评价要点： 
①目标是否明确；是否将

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

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

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年度任务数

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

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

平。                    
⑤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

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绩效目标明

确性 
1 

与项目相关的规划、计划、

实施方案等有明确的定性或

定量的目标 

明确得 1 分、较明确得

0.8 分、有目标但不清晰

得 0.6 分，无目标得 0
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 
0.7 

绩效指标明

确性 
1.5 

与项目相关的规划、计划、

实施方案等有明确的定量的

具体指标 

明确具体系统得 1.5
分，较明确具体系统的

1.2 分，明确具体但不系

统得 1 分，有指标但没

有具体量化得 0.6 分，

不明确具体系统得 0 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 
1.1 

绩效指标科

学性 
1.5 

评价要点：指标与目标直接

相关，指标设置能科学反映

产业、行业、社会发展需求

指标与目标直接相关且

所设指标为行业效益、

效率评价所认可得 1.5
分，指标与目标较相关

且所设指标为行业效

益、效率评价所认可得

1.2 分，指标与目标较相

关但所设指标行业效

益、效率评价使用较少

得 1.0 分，指标与目标

有一定相关性但所设指

标行业效益、效率评价

使用较少得 0.6 分，指

标与目标不相关得 0 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 
1.1 

绩效指标对

应度 
3 

评价要点：设定绩效指标/
年度计划任务指标 

得分=3×对应度 
书面审核

佐；利用公

式计算 
2.1 

效
率性 30 

财政

预算

执行 
8 

预算执

行率 
6 

评价预算安排资

金与实际支付资

金、结转资金的

评价要点： 
1、预算执行率=［实际支

付财政决算金额/财政安排

预算执行率 6 
评价要点： 
1、预算执行率=［实际支付

财政决算金额/财政安排资

得分=6×预算执行率。 
书面审核

佐；利用公

式计算 
3 



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验证方法

（证据） 
指标

分值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及说明 评分标准 

情况，用以反映

资金预算安排的

科学性、准确性

和合理性。分析

评价政策目标已

经或预测可能实

现的情况。 

资金预算]×100%；分年度

预算执行率和项目总预算

执行率评价。2、项目是

否已经或可能突破投资预

算。 

金预算]×100%；分年度预

算执行率和项目总预算执行

率评价。2、项目是否已经

或可能突破投资预算。 

财政资

金发放

及时性 
2 

反映和评价预算

安排的财政资金

是否及时足额发

放情况。 

评价要点：1、财政资金

是否严格按规程要求的时

间及时审批、拨付；2、
项目资金是否存在滞留现

象。 

财政资金发

放及时性 
2 

评价要点： 
1、财政资金是否严格按规

程要求的时间及时审批、拨

付；2、项目资金是否存在

滞留现象。 

得分=2×资金发放及时

率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问

卷调查；利

用公式计算 

1.5 

项目 
产出 

20

任务实

际完成

情况 
18 

反映和考核项目

在计划的时间周

期内产出数量及

设计产能功能目

标的实现程度。

分析评价政策目

标已经或预测可

能实现的情况。 

评价要点： 
①分析实际产出数和计划

产出数的对比情况。 
实际产出数：一定时期

（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

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供

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

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

年度或项目期）内计划产

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

量。②设计产能功能达成

率，即为实际值对比设计

时的产能功能目标值的符

合程度（达成目标的程

度）。 

“两仓”进出

口占比 
6 

评价要点：占比=“两仓”进
出口总额/全市进出口总额
*100

得分=6×完成率（完成

率=实际数/目标数

*100）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利

用公式计算

得分 

6 

“两仓”报关

单票数增长

率 
6 

评价要点：增长率=（当年

“两仓”进出口报关单票数-
上一年“两仓”进出口报关单

票数）/上一年“两仓”进出口

报关单票数*100 

3 

“两仓”进出

口增长率 
6 

评价要点：增长率=（当年

“两仓”进出口额-上一年“两
仓”进出口额）/上一年“两
仓”进出口额*100 

5.6 

任务完

成及时

率

（性） 

2 

项目实际提前完

成时间与计划完

成时间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产出时效目

标的实现程度。

分析评价政策目

标已经或预测可

能实现的情况。 

评价要点： 
1、完成及时率=[（实际完

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100%。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

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所耗

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

实施计划、预先设定的绩

效目标或相关规定完成该

项目所需的时间。        
2、可分别考核项目开工

项目进度完

成及时率 
2 

评价要点： 
项目进度完成及时率=项目

进度实际完成支出额/项目

进度计划完成支出额×100%

得分=2×项目进度完成

及时率 
1.4 



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验证方法

（证据） 
指标

分值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及说明 评分标准 

（实施）的及时性和完工

的及时性 

投入

产出

合理

性 

2 
投入产

出关系

合理性 
2 

评价投入产出关

系是否最优，用

以反映和考核在

目标既定的条件

下，实施方案的

科学、合理和经

济的程度。 

评价要点： 1、在目标既

定的条件下，投入产出因

果逻辑关系是否合理；项

目是否比其他类似项目

好；2、实施方案是否最

优，做到科学合理和最经

济；3、是否存在设立目

标接近、使用方向类同、

支持对象相近、资金管理

方式相近的其他类似或相

近的政策项目；  4、本

政策项目之下的子项目是

否存在部分项目零星分

散、重复、重叠，或功能

相近等问题。 

投入产出关

系合理性 
2 

评价要点： 
      1、在“两仓”政策、

计划设定目标既定的条件

下，实施方案是否最优，做

到科学合理和最经济；2、
是否存在设立目标接近、使

用方向类同、支持对象相

近、资金管理方式相近的其

他类似或相近的“两仓”政策

项目。 

实施方案科学合理、无

相似相近政策得 2 分，

实施方案较合理、无相

似相近政策得 1.6 分，

实施方案较合理、存在

小部分相似相近政策得

1.2 分，实施方案不太合

理、政策相似相近程度

较高得 1 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 
1.4 

效
果
性 

35 
效益

指标 
35

受益分

配优度 
2 

反映和评价项目

成果是否真正地

被政策目标群体

享有。分析评价

政策目标已经或

预测可能实现的

情况。 

评价要点：1、受益瞄准

度，跟政策设立时的计划

目标群体对比，是否相

符；2、受益覆盖面，是

否覆盖了计划受益群体；

3、产出与效果方面的因

果逻辑关系是否得到验证

和实现。 

受助企业瞄

准度 
2 

评价要点：  
受助企业瞄准度=受助企业

与政策计划资助企业对比度

得分=2×受助企业瞄准

度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利

用公式计算

得分 

1.4 

社会效

益 

2 反映“两仓”政策

在稳定和促进就

业、提高通关效

率方面的作用。 

评价要点： 
该政策对促进就业的社会

效应。 

企业用工稳

定率 
2 

评价要点：  
该项政策对企业用工的稳定

作用 

得分=2×企业用工稳定

率 问卷调查；

利用 5 等分

法计算得分 

1.6 

3 
评价要点： 
该政策对提升通关效率的

社会效应。 

通关效率提

升率 
3 

评价要点：  
该项政策对企业通关时间的

节约程度 

得分=3×通关效率提升

率 
2.5 

经济效

益 
28 

反映和评价项目

实施对经济发展

已经或预测将来

带来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情况等。

分析评价政策目

评价要点： 
该政策对促进进出口增

长、促进进出口结构调

整、促进人力与运输成本

节约、支持企业走出去、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经

济效应和提升作用。 

“两仓”进出

口额年均增

长率 
4 

评价要点： 与全市进出口

年均增长率比较，反应“两
仓”政策的贡献度 

得分： 大于全市进出口

年均增长率得满分，小

于全市进出口年均增长

率酌情扣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利

用公式计算

得分 

4 

“两仓”进出

口占全市进

出口比例年

均增长率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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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验证方法

（证据） 
指标

分值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及说明 评分标准 

标已经或预测可

能实现的情况。 
预补总票数

年均增长率
3 3 

加工贸易企

业平均受助

额年均增长

率 

5 
评价要点：评价财政资金对

加工贸易企业和保税物流经

营单位资助效果 

得分：平均受助额年均

增长率为正，逐年增长

得满分；平均受助额年

均增长率为零得 60%
分；平均受助额年均增

长率为负得 50%分。 

  

2.5 

保税物流经

营单位平均

受助额年均

增长率 

5 2.5 

人力成本节

约率 
3.5 

评价要点： 反应“两仓”政
策对企业用人成本的贡献度

得分=3×人力成本节约

率 
问卷调查；

利用 5 等分

法计算得分 

2.8 

运输成本节

约率 
3.5 

评价要点： 反应“两仓”政
策对企业运输成本的贡献度

得分=3×运输成本节约

率 
2.8 

公
平
性 

10 
公平

性 
 

政策及

程序公

开程度 
3 

反映和评价项目

政策和有关制

度、申报指南、

指引等是否以合

适的渠道和方式

公开，让目标群

体和公众广为知

晓。 

评价要点：①项目政策和

有关制度、申报指南、指

引等是否在本单位网站上

公开；②是否应该和已经

在政府指定的公众媒体上

给予公开和宣传报道；③

是否应该并实施组织召开

项目推介会或宣讲会。④

项目的申报、评审、公

示、审批、验收、绩效评

价、监督检查等信息是否

完整给予公开。 

政策及程序

公开程度 
3 

评价要点：①项目政策和有

关制度、申报指南、指引等

是否在本单位网站上公开；

②是否应该和已经在政府指

定的公众媒体上给予公开和

宣传报道；③是否应该并实

施组织召开项目推介会或宣

讲会。④项目的申报、评

审、公示、审批、验收、绩

效评价、监督检查等信息是

否完整给予公开。 

得分=3×公开度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问

卷调查；利

用 5 等分法

计算得分 

2.6 

政策及

指引知

晓度 
3 

反映和评价政策

及相关指引指南

是否做到公开透

明。 

评价要点：1、项目政策

和操作指南是否让受益目

标群体深入理解；2、受

到间接影响的相关利益群

体是否对项目政策是否有

所了解。 

政策及指引

知晓度 
3 

评价要点：1、项目政策和

操作指南是否让受益目标群

体深入理解；2、受到间接

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是否对

项目政策是否有所了解。 

得分=3×知晓度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问

卷调查；利

用 5 等分法

计算得分 

2.5 

公平性 4 

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申请、审

核、结果等工作

的公平性，包括

程序公平和结果

公平，以及作息

的公开。本指标

评价要点： 
①对资助（奖励）对象是

否公平对待，是否有歧视

现象或人为设置障碍，包

括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方

面； 

公平性 4 

评价要点： 
①对资助（奖励）对象是否

公平对待，是否有歧视现象

或人为设置障碍，包括程序

公平和结果公平方面； 
②申请对象轮候情况是否合

理，公平。 

得分=4×公平度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问

卷调查；利

用 5 等分法

计算得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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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验证方法

（证据） 
指标

分值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及说明 评分标准 

适用于涉及对群

众、企业或特定

群体给予资助、

奖励的项目。 

②申请对象轮候情况是否

合理，公平。 

可
持
续
性 

10 
可持

续影

响 
10

项目外

部影响

可持续

性 

1 

主要评价项目

（包括各子项

目）实施是否对

相应方面持续发

生影响；各子项

目是否投入应用

后不久便发生调

整或取消。 

评价要点：1、项目所规

定的目标是否可以继续；

2、项目是独立发挥作

用，还是跟它项目一起对

相关社会事业的整体推进

产生相互影响，并受制于

其他项目的作用。3、各

组成项目投入使用效果是

否长久。 

持续作用程

度 
1 

评价要点：1、项目所规定

的目标是否可以继续；2、
项目是独立发挥作用，还是

跟它项目一起对相关社会事

业的整体推进产生相互影

响，并受制于其他项目的作

用。3、各组成项目投入使

用效果是否长久。 

持续作用程度高得 1
分，较高得 0.8 分，一

般得 0.6 分，较低得 0.4
分，低不得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现

场勘查 
0.5 

项目内

部资源

管理可

持续性 

2 

反映和评价项目

的内部资源管理

是否可以保证项

目持续发挥作

用。 

评价要点：①项目管理和/
或运行机构的设置、人力

资源能否满足项目持续运

行的需要。②相关协作单

位完成项目实施是否已经

具备基础条件和能力，部

门之间是否能够做到很好

的沟通和协调。 

内部保障程

度 
1 

评价要点：项目管理和/或
运行机构的设置、人力资源

能否满足项目持续运行的需

要。 

保障能力强得 1 分，较

强得 0.8 分，一般得 0.6
分，较弱得 0.4 分，弱

不得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现

场勘查 
1 

协调配合程

度 
1 

评价要点：相关协作单位完

成项目实施是否已经具备基

础条件和能力，部门之间是

否能够做到很好的沟通和协

调。 

协调性强得 1 分，较强

得 0.8 分，一般得 0.6
分，较弱得 0.4 分，弱

不得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现

场勘查 
1 

项目政

策制度

可持续

有效性 

5 

反映和评价项目

的目前国家有关

政策制度和社会

经济形势是否可

以保证项目持续

发挥作用。 

评价要点：项目运行所依

赖的政策制度能否得到持

续的实施，是否需要修改

该项目的制度设计；客观

社会经济形势是否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项目作用的

持续发挥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因素和风险。 

财务制度健

全性和有效

性 
1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

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

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

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健全有效性强得 1 分，

较强得 0.8 分，一般得

0.6 分，较弱得 0.4 分，

弱不得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现

场勘查 
0.8 

财务监控有

效性 
1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

金的安全、规范运行而采取

了必要的监控措施，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资

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监控有效性强得 1 分，

较强得 0.8 分，一般得

0.6 分，较弱得 0.4 分，

弱不得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现

场勘查 
0.8 

业务管理制

度健全性和

有效性 
2 

项目实施单位的业务、绩效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用

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

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

况。 

健全有效性强得 1 分，

较强得 0.8 分，一般得

0.6 分，较弱得 0.4 分，

弱不得分。有制定本单

位相关业务制度、项目

申报指南或指引，并严

格执行得 1 分；有业务

制度，无项目申报指南

或指引不明确得 0.8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现

场勘查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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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验证方法

（证据） 
指标

分值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名称 

权

重 
指标解释及说明 评分标准 

分；两项制度均没有不

得分。 

项目实施计

划性 
1 

项目实施是否制定相关规

划、计划，并按计划和相关

规定及时开展，相关费用是

否有支付计划，用以反映和

考核业务计划的执行情况。

实施计划性强得 1 分，

较强得 0.8 分，一般得

0.6 分，较弱得 0.4 分，

弱不得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现

场勘查 
0.6 

项目运

营维护

可持续

性 

2 

反映和评价项目

的后期运营维护

管理是否可以保

证项目持续发挥

作用。 

评价要点：项目后续各项

管理是否得到落实；项目

运营经费是否得到保证；

项目的运营维护费用是否

高昂等，运行收入与成本

费用有无严重倒挂，使运

行难以为继而无法长远发

展。 

项目运营维

护可持续性
2 

评价要点：项目后续各项管

理是否得到落实；项目运营

经费是否得到保证；项目的

运营维护费用是否高昂等，

运行收入与成本费用有无严

重倒挂，使运行难以为继而

无法长远发展。 

可持续性强得 2 分，较

强得 1.6 分，一般得 1.2
分，较弱得 0.8 分，弱

不得分。 

书面审核佐

证材料；现

场勘查 
2 

 
     100   100       100       76.48 

最终评价等次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