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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隆科特投资基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金概况

（一）基金设立背景及实施目的

为加快实施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进一步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规范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管理，临沂市财政

局根据《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基

金管理办法》《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

推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加快投资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

动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加快投资的意见》等规定，制定《临

沂市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基金管理办法》，明确基金设立的政策目

标、基金规模、存续期限、出资方案、投资领域、决策机制、管

理机构、风险防范、投资退出、管理费用和收益分配等事项。

为创新财政资金使用、引导新兴产业发展、撬动社会资本投

入，临沂市财政局向年产 3.5万吨新型酶制剂产业化及锅炉改建

配套项目投入 5000万元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

15000万元，助力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实现产业化升级改

造，从而带动现代高效农业及食品加工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发

展。

（二）基金预算安排和支出情况

临沂隆科特投资基金总规模 2亿元，其中市级引导基金出资

5000万元、占比 25%，其他社会资本出资 1.5亿元、占比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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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科特基金存续期为 3年。

（三）基金主要内容和实施情况

临沂隆科特投资基金于 2020 年 7月 2日正式设立，由临沂

市财金股权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临沂市财金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8 月 18 日，临沂市新旧动能转

换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市基金公司）与社会资本

共同出资成立临沂隆科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签订《临

沂隆科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明确合伙企业资

金专项投资于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专项用于年产 3.5万

吨新型酶制剂产业化及锅炉改建配套项目。截至 2021 年 8月临

沂隆科特投资基金 2亿元累计全部到位，基金由各合伙人投资存

入临沂隆科特投资合伙企业资金监管户，资金到位后从资金监管

户出借给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并由临沂市财金股权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资金具体支出情况进行监管。该项目

2021 年 7 月全面建成并投产，但由于新冠疫情、市场波动等影

响，目前未实现满负荷生产。

二、基金绩效目标

（一）总体绩效目标

临沂隆科特项目市级引导基金主要目标为引入社会资本，支

持临沂市“十优”产业及重大建设项目，助力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

限公司年产 3.5万吨新型酶制剂产业化及锅炉改建配套项目实现

初步建成投产，实现洗涤用碱性蛋白酶、糖化酶、酸性高温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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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酶三个酶种国产化，从而推动酶制剂行业的发展，加快酶制

剂在下游企业的应用，带动现代高效农业及食品加工产业发展、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发挥引导基金的引导带动作用。

（二）2021年度绩效目标

经梳理，临沂隆科特市级引导基金计划本年度带动引入全部

临沂隆科特投资基金并专项投入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年

产 3.5万吨新型酶制剂产业化及锅炉改建配套项目，促进项目尽

快投产，实现洗涤用碱性蛋白酶、糖化酶、酸性高温α-淀粉酶三

个酶种国产化，加快酶制剂在下游企业的应用，带动现代高效农

业及食品加工产业发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推动酶制剂行

业的发展，助力提高国产酶制剂行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三、评价基本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通过临沂隆科特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有

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创新财政资金使用、引导新兴产业发

展、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发挥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

水平，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资源配置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总结引导基金管理经验，查找资金使用和管理

中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改进预算管理、提高引

导基金资金绩效提供依据，为后续财政预算资金安排提供重要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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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对象与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临沂隆科特投资基金中的市级引导

基金 5000万元。评价范围涉及临沂市财政局、临沂市基金公司、

临沂市财金股权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此次绩效评价项

目时段为基金设立至 2021年 12月 31日，重要事项可延伸至报

告日。

（二）评价结论

经评价，临沂隆科特投资基金绩效评价总体评分为 86.37分，

评价结论为：“良好”。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完善基金管理体制，提高基金市场化运作水平

临沂市基金公司依据《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管理办法》《新旧

动能转换项目基金管理办法》《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管理绩效

评价办法》等，制定了相应的基金运营管理、退出等机制，健全

了基金管理制度保障。并强化市场主体作用，负责引导基金的市

场化运营管理，发挥了自主决策权，提高了基金市场化运作水平。

截至 2022年 5月，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累计设立合作基金

38支，已清算或退出 6支，在管32支，在管基金认缴总规模 162.25

亿元，引导基金认缴 24.22亿元，吸引社会资本 138.03亿元，实

缴规模 71.38亿元，其中市级引导基金实缴 18.05亿元，吸引社

会资本 53.33亿元，实现基金放大 4倍。

（二）创新运作模式，加快基金落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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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基金公司采取“基金+项目”模式，由市、县级引导基

金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项目基金，支持“双招双引”和“十优”产业

项目建设。项目基金模式变“先设基金，后找项目”为“先找项目，

后设基金”，加快基金投资进度，投资周期至少缩短 6个月。

（三）宣传载体丰富，宣传渠道多样化

一是宣传载体丰富。临沂市基金公司通过设立被投企业文化

墙，开设宣传专栏，拍摄宣传片等方式，不断提升公司知名度。

二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制作基金投资“明白纸”，把基金投资的

相关政策要求，向企业一次性告知。制定“年内进百企”计划，采

取“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业务推介、政策宣讲，培育孵

化目标企业。并多次举办专题培训会，针对企业关心的基金政策、

操作流程、增信措施等问题，开展讲解宣传活动。三是积极推进

“基金+”模式，通过基金推介会、资本交易大会等活动，与各大

银行及金融机构开展广泛深入交流，共享优质资源，寻求合作机

会，为投资业务建立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基金平台配合招商引资

工作，积极主动联系对接客商，了解企业融资需求，吸引优质企

业项目来临投资。四是提升增值服务能力。协助企业提升财务管

控水平，为被投企业提供税务筹划、上市服务、财务规范等增值

服务，引导企业财务控制制度化、健全化、规范化，真正实现基

金为被投项目赋能。

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未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开展年度绩效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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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基金管理办法》要求，临沂

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要每年组织开展项目基金绩

效评价，但两年投资期内，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投资有限公

司仅 2021 年组织开展了临沂隆科特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工作。

2020年，基金实际投资 12175万元，由于该基金投资时间较短，

未开展相应的绩效评价工作。

（二）未严格依照相关制度执行投后监管工作

一是临沂隆科特投资基金到位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

账户后，临沂隆科特投资合伙企业未严格按照《可转股债权投资

协议》第二条关于资金申请拨付的有关要求进行操作，资金支出

过程仅有《项目资金申请报告》。二是基金到位山东隆科特酶制

剂有限公司后，部分资金 2020年 9月 28日及 2020年 10月 9日

分别被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不符合《可转股债权投资协议》第八

条“8.1 乙方应当将融资款全部用于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

年产 3.5 万吨新型酶制剂及锅炉改建建设项目及乙方生产经营”

的规定。

（三）抵押物价值评估和解押不符合合同约定

临沂隆科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针对投资风险的因素

和条件采取预防措施，使用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 6块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作为抵押物，并签订了《抵押合同》，抵押

物价值实际依据企业账面价值确定，未经评估机构评估。

六、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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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基金绩效管理，及时组织绩效评价

建议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今后严格执行

《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基金管理办法》《临沂市新旧动能转

换引导基金管理绩效评价办法》相关要求，严格把控引导基金全

过程运营，结合项目基金运营成果，每年度开展项目基金的绩效

评价工作，完善评价结果运用，规范基金运作，提高项目基金的

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二）严格执行基金投后管理机制，有效实施监管工作

建议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基金投后

管理机制，履行基金投出管理职能，严格按照《可转股债权投资

协议》相关要求对资金支出进行有效监管，严格执行资金支出审

批流程，确保“募投管退”全过程监管。动态跟踪项目投产收益情

况，针对存在的收益不足预期的潜在风险，及时提出应对措施，

促进企业产能提升，使引导基金按期最大化的发挥效能。

（三）严格执行抵押合同约定，按要求组织抵押及解押

为保证资产价值的公允性和基金收回的可靠性，建议严格按

照《抵押合同》约定评定抵押物价值，依照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

客观、公正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抵押物的公允价值，严格按照

《抵押合同》组织抵押物的抵押及解押工作，降低基金回收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