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福田区 2021年度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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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广东省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指南》（粤财绩〔2021〕1号）、《福田

区财政局关于转发〈深圳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程〉的

通知》（福财〔2021〕29号）、《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绩

效评价工作规程（试行）》（福财〔2019〕207号）有关要求，福

田区财政局（下称“区财政局”）组织评价小组对“福田区 2021年

度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下称“产业发展专项”）开展绩效评

价。评定福田区 2021年产业发展专项项目绩效得分为 87.58分，

绩效等级为“良”。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实施成效

2021年，产业发展专项政策以“三大新引擎”为总牵引，发力

“三大产业”，瞄准“三大定位”，高效落实。在巩固提升优势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增强可持续

发展能力、加速“世界级湾区现代产业引领区”建设、推动福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充分发挥了引领和杠

杆作用。

（一）增强经济贡献能力，有效撬动社会投入

政策坚持价值原则、撬动原则，支持企业向高产出、高效益、

高带动和高成长企业转型升级，支持企业（机构）或相关个人撬

动社会资本、空间、技术、平台等资源，有效巩固区域税基贡献

能力。2021 年，获得支持的代表企业在审核依据年度为福田区

的纳税均做出突出贡献，其中，金融业分项和总部服务业分项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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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企业表现出较高的经济贡献实力，缴纳税收总额分别为支持金

额的 38.66倍和 29.05倍。政策在多个领域均有效撬动社会资本

投入，政策+市场化两只手共同推动辖区产业发展。

（二）打造区域创新平台，华强北科技引领能力显著提升

2021 年华强北已成立福田区人工智能城市创新中心、国际

智能硬件创新中心、中电智谷国际智能硬件创新中心以及物联网

（AI）国际创新中心 4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打造低成本产业空间

4万多平方米，总入驻企业 160余家。园区积极引入创新资源，

提高科技企业入驻率。

（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1．总部经济产业跃升，市级总部企业纳税稳居全市第一

2．巩固发展支柱产业，“科创、金融、时尚”全面发展

（1）科创产业

一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荣获多项优秀成果。二是推进攻坚

克难创新载体、团队的建设。三是有效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2）金融产业

一是扩大企业直接融资规模。二是强化金融服务对中小微企

业的支持。三是成功引进高质量金融机构。

（3）时尚产业

一是有效鼓励企业参与行业资质认定、提升创意设计综合能

力和企业软实力。二是鼓励企业开设品牌门店，增强企业运营能

力和硬实力。三是打造优质文化活动，增强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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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兴产业跨界融合，有效培育新兴增长点

（1）“智能+”类产业

有效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多项技术取得重大成果。

（2）“金融+”类产业

一是重点打造金融科技产业园区。二是推动绿色金融生态体

系建设。

（3）“健康+”类产业

一是提升医疗医药企业综合实力。二是推动高端研发机构发

展。

（4）“绿色+”类产业

有效推进绿色生产和节能改造。

4．培育支撑新兴产业，促进现代产业集群发展

（1）专门专业服务业

（2）都市消费产业

（3）商贸会展产业

（四）促动商协会积极作为，优化行业发展环境

一是有效鼓励商协会进行标准研制、产业研究、建言献策。

二是打造优秀商协会磁场，吸引更多优质的企业、项目、人才、

资源汇聚福田。三是激发商协会举办国际性、全国性展会积极性，

带动福田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四是扩大商

协会信息化项目的辐射范围，提高服务效果、效率。

（五）全面落实招商引资工作，打造高质量企业“集聚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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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将福田区打造成为高质量企

业的“集聚洼地”。投资推广署跟进落实 2020深圳全球招商大会

签约洽谈项目，顺利完成全部 26个项目落地，项目落地率 100%；

编制印发《2021 年福田区服务龙头企业推进产业链集聚定向招

商工作方案》，全力开展服务龙头企业推进产业链集聚定向招商

工作，汇顶、货拉拉、平安、物美等 4个服务专班取得新的工作

成效，对接龙头企业上下游目标企业数超 60个，其中挖掘的世

界 500强、上市公司、龙头骨干名企等有明确投资意向项目 43

个，投资落地项目 16个；积极配合 2021年 12月召开的 2021深

圳全球招商大会前期工作，报送洽谈签约项目 26个；加快推进

华为数字能源、中航锂电、深港澳芯片联合研究院等项目落地见

效，支持荣耀终端等重点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预算编制工作有待提升，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一是部门预算编制依据不够充分。二是部分绩效指标及目标

值设定不够完善。三是部分单位自评工作质量有待提高。

（二）政策内容有待完善，政策发布时间节点较晚

1．政策条款支持领域不全面

2．部分政策不够精简

3．政策发布时间较晚

（三）政策机制设置有待优化，政策实施效率待加强

1．申请材料要求待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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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前期工作待完善

3．相关部门协作待加强

（四）政策数据归档管理待加强，企业数据挖掘应用不足

四、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实施的建议

（一）规范预算绩效编制工作，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

1．强化预算编制工作规范性

2．强化绩效管理工作规范性

3．加强政策绩效持续考核工作

（二）完善政策文本内容，调整政策修订周期

1．根据发展规划扩展政策支持领域

2．合理精简政策条款，避免重复奖补

3．调整政策修订周期节点时间，合理推动政策修订工作

（三）完善政策机制设置，提升申请工作效率

1．针对申请材料特性，合理调整提交要求

2．规范实施方案和申请指南制定工作

3．强化部门协作责任和功能

（四）加强经营创新数据统归工作，绩效佐证数据档案管理

制度化规范化

1．加强企业机构经营数据采集工作

2．强化绩效佐证数据的归档管理

3．将绩效佐证数据档案管理工作纳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一、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实施成效
	（一）增强经济贡献能力，有效撬动社会投入
	（二）打造区域创新平台，华强北科技引领能力显著提升
	（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1．总部经济产业跃升，市级总部企业纳税稳居全市第一
	2．巩固发展支柱产业，“科创、金融、时尚”全面发展
	3．新兴产业跨界融合，有效培育新兴增长点
	4．培育支撑新兴产业，促进现代产业集群发展

	（四）促动商协会积极作为，优化行业发展环境
	（五）全面落实招商引资工作，打造高质量企业“集聚洼地”

	二、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预算编制工作有待提升，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二）政策内容有待完善，政策发布时间节点较晚
	1．政策条款支持领域不全面
	2．部分政策不够精简
	3．政策发布时间较晚

	（三）政策机制设置有待优化，政策实施效率待加强
	1．申请材料要求待简化
	2．政策前期工作待完善
	3．相关部门协作待加强

	（四）政策数据归档管理待加强，企业数据挖掘应用不足

	四、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实施的建议
	（一）规范预算绩效编制工作，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
	1．强化预算编制工作规范性
	2．强化绩效管理工作规范性
	3．加强政策绩效持续考核工作

	（二）完善政策文本内容，调整政策修订周期
	1．根据发展规划扩展政策支持领域
	2．合理精简政策条款，避免重复奖补
	3．调整政策修订周期节点时间，合理推动政策修订工作

	（三）完善政策机制设置，提升申请工作效率
	1．针对申请材料特性，合理调整提交要求
	2．规范实施方案和申请指南制定工作
	3．强化部门协作责任和功能

	（四）加强经营创新数据统归工作，绩效佐证数据档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1．加强企业机构经营数据采集工作
	2．强化绩效佐证数据的归档管理
	3．将绩效佐证数据档案管理工作纳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