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临沂市外经贸发展和商贸流通补贴政策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

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总体部署，进一步促进稳外贸、

稳外资，推动外经贸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临沂市财政局

2020年安排 9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促进我市服务业和商贸流

通。

（二）项目预算安排和支出情况

1.项目预算安排

2020年市级财政专项补贴资金到位资金 900万元，第一

批拨付资金 580.16万元。

2.支出情况

本政策截至 2021 年 7 月，补贴企业防疫物资进口资金

32.16万元；外贸补贴决策、过程、产出及效果决策、过程、

产出及效果部分，实际拨付资金 134万元；外经补贴部分，

实际拨付资金 58 万元；商贸流通补贴方面，实际拨付资金

137.95万元，共支出 362.11万元。

（三）项目主要内容和实施情况

1.项目内容

本专项资金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支出进行补贴。

（1) 为鼓励企业扩大防疫物资进口，补贴企业防疫物资



进口资金 32.16万元；

（2) 外贸专项资金 280万元，直接切块到县区，用于促

进各县区、开发区外贸稳定发展，使用方向主要为支持开展

市场采购贸易、国际市场开拓、外贸新业态培育、国际贸易

摩擦应对、国际自主品牌培育、先进设备及技术进口、资源

型大宗商品进口等与外贸相关的项目；

（3) 对外投资 50万，主要用于三家企业在境外的投资

补贴；

（4) 外派劳务人员培训费 20万元，根据 2019年实际派

出人数进行补贴；

（5) 内贸流通 198万元，主要分为进博会项目、老字号

经营模式创新、餐饮转型升级与家政服务项目等。

2.实施情况

市财政局根据外经贸与商贸流通项目的资金需要和财

力情况，在年度预算中安排财政专项补贴资金，与中央、省

财政专项补贴资金统筹使用。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长期绩效目标

符合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目标建设，为临沂市在商贸

服务业产业专项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政策的支持和

引导促进我市服务业转型升级发展。

（二）年度绩效目标

促进临沂市一般贸易出口增长率 6%，境外投资额增长

率 5%，利用外资增长率 10%。



三、评价基本情况

在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公平性原则的基础上，按

照科学规范、简洁实用、目标导向、绩效突出、合理分类和

综合评价的要求，展开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一）评价目的

本次对临沂市外经贸发展和商贸流通补贴政策进行评

价的目的是：全面了解该项目经费的具体使用、执行情况以

及综合效果，帮助政策实施单位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

经验，改进项目管理措施，提高政策实施单位绩效管理水平。

（二）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评价对象为2020年临沂市外经贸发展

和商贸流通补贴政策的使用绩效，该项经费预算为900万元，

实际使用经费为362.11万元，资金执行率为40.23%。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综合评价结论

本政策绩效评价总得分为71.3分，各项得分详见下表。

依据优（100-90）、良（89-80）、中（79-60）、差（59-0）

四个评分等级，本政策综合评价等级为“中”。

绩效评价综合得分情况表

指标 制定 实施 产出 效益 满意度 合计

分值 20 30 20 25 5 100

得分 9.5 22.9 14.4 22.5 3 71.3

得分率 47.5% 76.33% 72% 90% 60% 71.3%



（二）绩效结论分析

政策制定模块：临沂市外经贸发展和商贸流通补贴政

策，政策制定依据充分，论证规范。但年度绩效目标设置较

低，预期产出效益与实际差别较大，预算额度测算不够充分，

预测的政策投资额与实际资金量匹配度不高。

政策实施模块：预算专项资金9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580.16万元，资金到位率64.46%。截至评价日，支出资金

362.11万元，预算执行率40.23%。切块到各县区的部分补贴

企业资金，出现截留、挪用现象。

政策产出模块：外贸补贴部分，全市14个县区中有7个

县区未将应发补贴拨付至相关企业，应补尽补率50%。外经

补贴部分，50万元的资金因部分补贴企业项目未提供审计报

告，仍有12万元未拨付。外派劳务人员培训费部分，按照排

除人数平均分配，共支出20万元。商贸流通部分，对三家“老

字号进街区”企业和十家家政网点实现补贴全覆盖，补贴资金

已足额发放。参加进博会预算120万元，实际支出59.95万元。

政策效益模块：进出口总额增长率、被补贴企业税收增

长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占出口比重增长率、对外投资额增

长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资增长率、“老字号”

企业进街区数量等多项指标基本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但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增长率、进博会签约金额和预期还有差

距。

政策满意度模块：外贸企业对政策实施的满意度偏低，

主要集中在专项资金对外贸企业的补贴比例过少，无法激发



起外贸企业的积极性；对外投资企业对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涉及到的山东新丝路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对越南投资项目一

事，商务局和新丝路未能达成一致，导致补贴迟迟未能发放；

对老字号、家政企业补贴方面，企业满意度较高，但也存在

补贴金额太少的问题。

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评价发现，临沂市外经贸和商贸流通补贴政策带来

了较为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

足，主要表现在：

（一）项目预算执行率过低

2020 年市商务局共申请市级外经贸发展和商贸流通资

金 900万元，第一批预算指标分配明细表中对其中的 548万

元资金进行了二次分配，剩余的 319.84万元未进行分配。外

经资金有 12 万元未拨付到企业账户，内贸流通资金剩余

60.05万元，本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率过低。

（二）政策知晓率低，各县区补贴比例相差迥异

通过对 380份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统计，发现各县区外

贸企业中对本专项资金补贴毫不知情的占 7.9%，经过对各县

区报送的资料进行整理汇总，发现全市 14 个县区中有 7 个

县区未将应发补贴拨付至相关企业，另外河东区、综合保税

区、高新区、蒙阴县并未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各县区的实

施方案标准不一，补贴比例差距悬殊，切块式的资金分配方

式导致全市无法形成统一标准，工作效率低下。

（三）补贴项目缺乏全流程监管机制

政策实施单位对补贴企业的条件合规性严格把关，但对



该补贴项目实施后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没有监督考核机

制。由于没有对补贴项目的长期跟踪管理机制，无法得知该

项目后续执行情况，在对政策实施单位进行调研时，只有申

报材料，找不到项目具体执行情况的材料。

（四）进博会参展企业积极性不高

政策实施单位积极组织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提前四个月就开始对企业进行参展动员，但通过对比三届参

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数据，发现 2020 年第三届进博会

参会人数和参展企业比上一届都有大幅下降，虽然在展会上

与外商达成了 2000 余万美元的成交意向，但实际成交额却

很低，多数企业对展会上的产品不够认可，对参加进博会积

极性不高。

（五）对企业补贴的种类单一，宣传力度不够

对项目审查过程中，发现补贴企业的内容主要为开拓国

际市场、外贸新业态培育及国际贸易摩擦应对，没有对市场

采购贸易、国际自主品牌培育、先进设备及技术进口、资源

型大宗商品进口等方面进行补贴，补贴的种类过于单一，覆

盖面不够广。

（六）资金分配不均衡，对国内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

2020 年外经贸和商贸流通专项资金对外贸企业的预算

金额为 280万元，实际拨付 13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47.86%，

在当前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商贸流通领域的补贴比例过

低，不利于刺激国内消费，对国内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



六、有关建议

（一）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强化项目执行力

为了使年度财政预算更科学、合理，要及时督促财政部

门提前着手预算编制，改变过去每到年底才着手编制下一年

度预算的做法，使各预算编制部门有比较充裕的时间酝酿和

考虑，编制出准确的预算支出方案。财务部门要经过认真测

算，重视项目申请过程中的事前评价工作，财务部门在预算

中不仅要列示收支总量，更应详实地列示具体项目，并附详

细文字说明。

（二）改变资金拨付方式，重视事前和事中评价

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管，避免资金被县区财政局临时

挪用，开辟专项资金“绿色通道”，专项资金统一通过直达资

金监控系统进行拨付，对直达资金进行全过程监管直接惠企

利民，也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内

容。

（三）建立补贴项目跟踪管理制度

企业在申报项目时，对项目的社会及经济效益设定有预

期的目标，建立和完善跟踪管理机制，在关注财政补助资金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同时，还应核查项目投产后的实际效益

情况，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考核主管部门及其政策实施单

位对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及使用效果的重要指标，作为以后立

项项目、安排财政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

（四）规范进博会参展企业奖励政策

需要制定积极的奖励政策，充分利用专项资金，提前做



好展会准备工作，让企业提前了解参展国家和企业的相关产

品，积极主动地与参展企业进行对接，充分调动起企业的积

极性，对现场签约以及与参展商签订总代、区域代理合同的

临沂企业进行相应的奖补，推动临沂市内外贸融合发展。

（五）加强外经贸与商贸流通补贴政策的宣传

加强对“领跑者”行动家政企业新模式新业态、示范企业、

特色企业的宣传，引导全社会和人民群众认识家政服务产业

新定位、新理念、新职业，免费对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每年对全市的家政网点进行综合评比，拿出部分资金对表现

突出的网点进行表彰，激发家政公司的工作积极性，争做“领

跑者”中的领跑者。

（六）用好用足专项资金，积极促进国内消费

加强与中央资金及一般预算安排的统筹，提高资金使用

绩效。在当前疫情常态化形势下，建议加大促进国内消费的

支持力度，积极促进国内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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