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企业补助项目

自评报告

根据《石家庄市市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试行）》（石财绩〔2020〕3 号）、《石家庄市市级部门预算

绩效目标设定规范》（石财绩〔2020〕4 号）、《石家庄市市级

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石财绩〔2020〕5 号）和

《石家庄市市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石财绩

〔2020〕6 号）的通知要求和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

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 2019 年度石家庄市高

新技术企业补助专项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

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立项等基本情况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石家庄市认真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市科技局通过宣传培训、后备培育、孵化体系建

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落实优惠政策等综合性的措施，高

企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

2017 年石家庄市出台《石家庄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若干

措施》（石政办发〔2017〕54 号）后，极大提高了企业申报

和创建高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高企数量大幅增长。2017 年



至 2019 年，全市高企总数平均增幅约为 36%。2018 年石家

庄市高企总数突破 1000 家，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据统计，2018 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共计 3918.9 亿元，

收入 1 亿元以上的企业达 216 家。职工总数达 26.2 万人，

其中科技人员为 6.2 万人。户均拥有有效知识产权 12.6 件，

研发投入强度为 4.6%。高企的优惠政策促进了石家庄市高新

技术企业快速发展。

2018 年全市共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681 家，比 2017 年增

加 297 家，增长了 77.3%，创历史新高。截至 2018 年底，全

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 1326 家，占全省的 26%。

比 2017 年底新增 501 家，增长 60.7%，高企数量均呈爆发式

增长。

全市 1326 家有效期内高企中，电子信息领域高企最多，

有 297 家，占 22.4%；其次是高技术服务领域，有高企 289

家，占 21.8%；先进制造与自动化领域高企 234 家，占 17.6%；

生物与新医药领域高企 169 家，占 12.7%；新材料领域高企

164 家，占 12.3%；资源与环境领域高企 101 家，占 7.6%；

新能源与节能领域高企 64 家，占 4.8%；航空航天领域高企

8 家，占 0.6%。

职工总数达 26.2 万人。其中，科技人员 6.2 万人，占

职工总数的 23.7%，比同期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高 3.2 个百

分点。同期全省仅 15%的规模以上企业有研发活动，科技人



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不到 1%。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明显

高于一般企业。研发经费 180.2 亿元，研发投入强度约为

4.6%，比同期全省高企平均水平高 0.97 个百分点，是同期

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的 6 倍。

2.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和范围

依据《石家庄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若干措施》（石政办

发〔2017〕54 号）关于“自 2018 年起，市级财政科技资金

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家给予 20 万元后补助资金支

持，对通过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家给予 10 万元后补助

资金支持”的有关要求，石家庄市从 2019 年开始对 2018 年

以后认定的高企给予市级财政奖励。

石家庄市 2018 年当年共认定 681 家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文件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公布 2018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冀高认〔2019〕

1 号）、《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公

布 2018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冀高认〔2019〕2

号）、《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公布

2018 年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冀高认〔2019〕2 号）。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资助专项包含石家庄 10 个区（县），

共覆盖 166 家高新技术企业，包含长安区、藁城区、矿区、

鹿泉区、栾城区、桥西区、新华区、化工园区、裕华区和正

定县，其具体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补助的高新技术企业基



本情况见附件 2：补助企业基本情况表。

图 1 2019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补助专项具体分布情况

3.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资金数量、资金结构、资金来源

渠道等）

根据《石家庄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若干措施》（石政办

发〔2017〕54 号）及市财政局只对市财政直管区（县）的高

企进行补助的有关要求，按照市科技局受理申请时间排序，

经各区（县）科技部门审核、公示，2019 年 4 月由财政局、

科技局联合下达《关于下达 2019 年高新技术企业奖励性后

补助专项资金的通知》（石财教〔2019〕40 号），对 166 家高

新技术企业进行了奖励性后补助，补助资金合计 3000 万元。

补助资金由市财政下达有关县（市、区）财政局。其具体资

金分布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 2 2019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补助资金具体分布情况

（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石家庄市科技局积极推动全市创新型城市建设以及科

技创新工作的开展，联合石家庄市财政局对认定的高新技术

企业实行奖励性后补助政策。

项目预期绩效总目标为：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补助专项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壮大高新技术企业队伍，提升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最终促进整个石家庄

市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阶段性具体目标主要包含三方面：

（1）支持高企目标：依据资助政策支持一批高新技术

企业，促进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2）人才培养目标：积极开展人员培训，提高人才队

伍建设水平；

（3）创新能力目标：产生一批重要知识产权，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

二、自评工作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本次绩效评价数据收集由市科技局向各受资助高新技

术企业收集，河北科技大学评价组负责整理汇总数据，评价

准则与方法由市科技局和河北科技大学共同确定，评价工作

管理由市科技局统一管理。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1.评价方法

根据《石家庄市市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规范》（石

财绩〔2020〕4 号）、《石家庄市市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

管理办法》（石财绩〔2020〕5 号）、《石家庄市市级预算绩效

重点评价管理办法》（石财绩〔2020〕6 号）等市政府关于绩

效评价的总体要求，结合高企后补助项目实际，本报告中所

用到的指标权重、评价结果的计算等情况如下：

（1）权重的确定。首先，根据《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

开展 2019 年度财政专项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石

财监〔2020〕6 号）精神中关于指标设置要求，设置了 2019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补助专项绩效评价一级指标；其次，结合

高新技术企业补助专项实际特点，确定了专项各一级指标所

属的二级和三级指标，并对指标含义进行了定义，确定了具

体的指标权重系数，详见附件 3：专项评价指标定义与指标



权重系数。

（2）专项评价标准及结果的计算。根据市政府相关文

件要求，为便于理解评价指标含义与横向比较，本报告一方

面将原文件要求的分数转换为对应权重；另一方面对不同量

纲数据进行了归集核算，并为增加评价识别度，每个三级指

标均采用百分制。评价结果的计算采用加权和算法，详见附

件 4：专项评价标准及评价结果。

（3）自评表评价结果。自评表各指标的得分为专项评

价得分乘以标准分数再除以 100得到，总分为指标得分之和。

2.评价过程

（1）评价项目原始数据的收集。本报告以专项预算绩

效目标、统计数据及数据库中数据为评价依据。

（2）原始数据统计。根据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对专项执

行情况与效益情况进行统计，具体数据见附件 2：项目基本

情况表和附件 5：资助企业指标完成情况汇总表。

（2）绩效评价。将附件 5 各指标之和与预算绩效目标

表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按照评价

标准计算出高新技术企业补助专项综合绩效自评得分，专项

绩效自评结果见附件 1：绩效自评表。

（3）评价结果分析。对自评结果进行分析，提出进一

步提高绩效水平、改进绩效管理的措施和建议。

3.评价标准



根据石财绩〔2020〕5 号文件精神，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分为 4 个等级：得分≥85 分为优秀；75≤得分＜85 分为良

好；60≤得分＜75 分为一般；得分＜60 分为较差。

（三）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石财监〔2020〕6 号文件精神，在开展预算自评工

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设计能够体现项目特

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根据评价对象

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 100 分。具体为：

（1）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根据石财监〔2020〕6 号

文件精神，一级指标设置为产出指标 40 分（包含数量、质

量、时效、成本）、预算执行率指标 10 分、效益指标 40 分

（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 10

分。为便于评价指标含义的理解与横向比较，本报告将原文

件要求的分数转换为对应权重，如表 1 所示。

（2）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

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

果。

（3）同类评价对象的指标权重设置保持基本一致，便

于评价结果相互比较。

高新技术企业补助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

重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重情况表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高新技

术企业

补助专

项绩效

评价

产出指标

（0.4）

数量指标（0.7）

支持高企数量 0.1
当年认定的高企数量 0.3
当年专利申请数量 0.4
科技活动人员数量 0.2

质量指标（0.2） 指标完成率 0.5
质量达标率 0.5

时效指标（0.1） 资金到位及时率 1.0
预算执行率

（0.1）
预算执行率

（0.1） 预算执行率 1.0

效益指标

（0.4）

经济效益（0.4）

营业收入 0.3
上缴税费 0.3
利润 0.2

经济影响度 0.2

社会效益（0.4）
新增从业人数 0.4

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数 0.4
社会影响度 0.2

可持续影响

（0.2）
持续时间影响度 0.5
持续程度影响度 0.5

满意度（0.1） 满意度（1.0） 满意度 1.0

三、项目执行及绩效实现情况

根据前述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将各指标评价结果，

并根据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到 2019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补

助专项绩效评价得分为 98.43 分，等级为优秀。其具体专项

绩效评价得分如表 2 所示。

表 2 专项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评价指标 评价得分 等级

产出绩效 100 优秀

预算执行率 100 优秀

效益绩效 96.09 优秀

满意度绩效 100 优秀

专项绩效 98.43 优秀

绩效等级为优秀，反映了市科技局绩效指标设定清晰明

确，严格按照预算进行执行，预算执行水平达到优秀，项目



产出情况可观，项目承担单位对科技局服务过程满意度水平

很高。

（一）项目产出

对项目的实际完成数量、质量、实效、成本等，根据指

标体系评分标准计算分值，具体产出绩效评价得分如表 3 所

示。

由表 3 可知，项目的实际完成数量、质量、时效、成本

等指标得分均为 100 分，其所有指标均达到优秀水平，表明

项目培养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产生的知识产

权数量以及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都达到预期目标、项目

产出质量均达到目标水平并且资金到位及时。通过本次高新

技术企业补助专项资金吸引带动更多企业创建高企，增加了

石家庄市高企数量，并且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均呈爆发式增

长。

表 3 产出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评价指标 评价得分 等级

数量产出绩效 100 优秀

质量产出绩效 100 优秀

时效产出绩效 100 优秀

成本产出绩效 100 优秀

（二）预算执行率

根据财政资金拨付情况预算执行率绩效评价得分如表 4

所示。

表 4 产出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评价指标 评价得分 等级



评价指标 评价得分 等级

预算执行率绩效 100 优秀

（三）项目效益

对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等情况进行

分析后，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计算分值，具体效益绩效评

价得分如表 5 所示。

表 5 效益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评价指标 评价得分 等级

经济效益绩效 99.59 优秀

社会效益绩效 91.19 优秀

可持续影响绩效 97.15 优秀

由表 5 可知，新增销售收入、新增利税和利润得分均为

99.59 分，表明项目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带动了高新技

术企业的营业水平。另外，社会效益绩效得分 91.19，等级

达到优秀，说明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补助专项带动了社会就业

水平，但是，从所属三级指标看，吸纳高校毕业人数没有达

到预期目标。可持续影响绩效得分为 97.15 分，一方面受到

项目执行时间较短的影响，可持续影响力还未大幅度扩散，

另一方面资助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有限，从而可持续影响能

力覆盖面不够大。

（四）满意度

对项目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进行分析，根据指标

体系评分标准计算分值，具体满意度绩效评价得分如表 6 所

示。

表 6 满意度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评价指标 评价得分 等级

满意度绩效 100 优秀

由表 6可知，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的奖补性政策，

受补助的高企对于项目下达单位的服务水平较为肯定，并且

社会公众满意度很高，通过奖补，吸引了更多的高新技术企

业的创办，增加了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另外企业培养了更

多的科技型人才，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知识产权数量，大大推

动了全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具有很高的反响程度。

四、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综上所述，高新技术企业补助专项绩效评价综合评价得

分为 98.43 分，等级为优秀。财政资金补助 3000 万元，全

部拨付到位，资金到位情况较好。高企评审申报严格规范，

补助资金使用效果明显，并且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产出以及

更好的效果。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补助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

（2）后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尚需探讨。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确保政策落地。高企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2018 年认定的高企有 681 家，共需

奖励资金 11170 万元，但市级财政预算中只安排了 3000 万

元高企奖励资金，所以仅补助了 166 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余



满足条件的高企并未获得补助，这既对没有获得奖励的企业

不公平，也不利于调动高企创新积极性，同时也影响了政策

的有效落实。

（2）实施后补助项目资金使用负面清单制度。后补助

是对所取得的绩效的补偿和奖励，从科技管理改革进程看，

后补助、奖励的范围、幅度将越来越大，但进行绩效评价存

在一些困难：一是预算绩效目标如何确定，因为在上报财政

预算绩效目标时，这些项目尚未确定；二是考核事前绩效还

是事后绩效，既然是后补助一定是对过去绩效的补偿、奖励，

显然考核事后绩效没有理由。因此，为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合

规，建议建立后补助资金使用负面清单制度，绩效考核时受

补助企业上报财务使用情况报告，经审核符合规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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