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华县 2023 年度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整体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

办发[2019]10 号）、《江华瑶族自治县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

法》（江办发电[2022]95 号）《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

开展 2023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江财绩

[2024]1 号）精神，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对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我局属政府部门一级单位，设办公室（综合法规股）、

科技管理与人工智能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股、农村科技与

社会发展股、科技成果与监督管理股、工业技术改造股）、

科技合作与外国专家服务股（科技人才股）、经济运行监测

股（产业政策和合作交流股）、工业园区服务股（中小企业

和非公经济管理服务股）、节能与综合利用股（消费品工业

股）、能源运行股（对外称县电力执法大队）、电子信息产

业股（信息化推进股）、人事股（扶贫工作办公室）、墙体



材料改革与散装水泥管理服务股、军民融合产业股（民爆物

品生产管理股、装备工业股、县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11 个

内设机构；下属县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为过渡性事业机

构。

（二）人员情况

江华瑶族自治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是县财政全额拨

款的正科级行政单位，现有编制 23 人，其中行政编制 11 人，

工勤编制 2 人，事业编制 10 人；现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22 人

(其中行政编 11 人、工勤编 3 人，事业编 8 人)。退休人员

合计 37 人，财政供养遗属 9 人。公车改革后，无公车。

二、部门整体收支结余情况

我单位 2023 年收到财政资金 33843422.87 元，年初结

转结余 2552450.98 元，合计 36395873.85 元。其中基本支

出 3620020.22 元，项目支出 32775853.63 元；2023 年全年

实际支出 33843422.87 元；结余财政资金 4417687 元。基本

支出结余 0 元，项目支出结余 4417687 元。

三、预算执行与管理情况

2023 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

度工作目标。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

2023 年度评价得分为 88.5 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1、投入 10 分

预算配置得 5 分。其中：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 22 人/

编制 23 人*100%=95.65%，得 5 分；“三公”经费本年度预



算数111000元，上年度预算数111300元，变动率等于-0.27%，

得 5 分。

2、过程 38.5 分

（1）预算执行得 10.5 分。预算完成率 87.86%得 0.5 分；

预算控制率 0 分，本年度追加预算 10909779.87 元，年初预

算 25486093.98 元，控制率等于 42.81%，不得分；无新建楼

堂馆所得 5 分；新建楼堂馆所投资概算控制率 100%，得 5 分。

（2）预算管理得 28 分。政府采购执行率 2496111.60

元/2532000 元＝98%，得 4 分；管理制度健全有相关财务管

理制度等得 8 分；资金使用符合规定得 6 分；预决算信息公

开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基础信息

完善，得 10 分。

3、产出及效率 39.8 分

职责履行得 10 分。2023 年我单位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

同努力下圆满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

履职效益得 88 分。

（1）产出指标内容：

指标 1：全县规模工业实现总产值 190 亿元，实际完成

值 190.976 亿元。得 10 分。

指标 2：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5%，实际增长 2%，得 8

分。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成为常

态。我县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对工业经济发展形



成稳定支撑。一是入统时序推迟。现存近达标企业较少，新

引进企业今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订单增长困难，达到产

值 2000 万入统门槛的时序较预期有所推迟。二是存量企业

收缩。部分规上存量企业由于销售收入减少，面临退库风险，

入规企业少，退规企业多，增长后劲不足。

指标 3：新增入统规模工业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大

于等于 10 家，完成 13 家新增入统规模工业企业；成功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 27 家，有效高企数达 70 家，得 20 分。

指标 4：服务企业发展大于等于 300 元/家，实际服

务企业发展 304 元/家，得 10 分。

（2）效益指标方面：

指标 1：节约管理成本大于等于 1000 元每年，实际节约

管理成本 1009 元/年，得 15 分

指标 2：节约服务成本大于等于 1000 元每年，实际节约

服务成本 1007 元/年，得 15 分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得 10 分：在年度绩效

考核中成绩优异。

四、绩效情况

（一）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分析。

2023 年，出台了新一轮科技特派员联村帮扶工作方案，

积极协助科技特派员开展相关工作，组织科技特派员、“三

区”科技人才深入基层一线 100 余人次，开展各类实用技术



培训 20 余次。开展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名师名

课下基层”乡村学堂、“送技下乡”科技帮扶等活动。依托

科技特派员制度、“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等，组织引导科技

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推动各类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省派科

技特派员周佳民、“三区”科技人才黄光文两位专家帮助湖

南好自然农业有限公司、永州瑶顺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家

企业成功申报省级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项目。全县共发

展帮扶车间 550 家，吸纳 1.3 万余名群众稳定就业；建成食

用菌场 245 个，培育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15 家，实现产值 7

亿元，纯利润 6000 万元，吸纳就业人员 6000 余人，发展成

为全省重要食用菌生产基地。

（二）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2023 年，全县 124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

190.97亿元，同比增长 7.56%；累计完成工业实缴税金 60496

万元，同比增长 7.67%；实现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4%；实现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67.9%；累计实现规模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全年完成优饰联智能、鑫治精密、

金澳电机等 13 家企业的上规入统工作。江华正海五矿新材

料有限公司-汝铁硼合金薄片、湖南飞优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支付行业用液晶显示屏等 2 家企业产品被认定为湖南省制

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同时争取省级向上推荐九恒数码申报国

家级单项冠军企业。江华智能小家电电机产业集群获评全省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2、社会效益指标：

（1）科技创新。2023 年，全县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入

库数 225 家；成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27 家，有效高企数达

70 家；14 家企业成功认定为 2023 年湖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全县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 31 家，排名全市第

一；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 4 家；成功培育 9 家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总数达 14 家，排名全市第一；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家；在 2023 年“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

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永州市复赛中，湖南泉想湖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获得企业组一等奖，湖南飞优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获

得企业组三等奖。湖南骏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第十二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南赛区）全国赛优秀奖、2023 年湖

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成长企业组优秀奖。

深入开展“湘企融”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政银企

对接，获批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纯信用贷款共计 640 万元，

推动县域银行在 47 家科技型企业投放贷款 2.71 亿，成功备

案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8162 万元；组织江华贵得

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申报 2023 年科技创业领军人才项目，湖

南金蚂蚁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申报 2023 年芙蓉计划

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项目；推动湖南明意湖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引进外国专家人才 2 名。

（2）信息化建设。2023 年，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推进

“智赋万企”行动获得 2023 年度省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

表扬激励。全县完成新建 5G基站 234 个，每万人拥有 5G基



站数 21.06 个，实现了城区 5G信号深度覆盖；新增千兆光

纤端口 3700 余个，实现园区和重点企业“5G”网络深度覆

盖。完成企业上云 725 家，上平台 37 家，上云上平台标杆

企业 1 家；智能制造企业 5 家、智能生产线 16 条、智能工

位 122 个；泉想湖钢化膜智慧工厂项目成功纳入 2023 年度

湖南省“数字新基建”100 个标志性项目，全市唯一；绿宝

石聚合物固态电容器智造工业认定为湖南省第五批省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全市唯一；通过两化融合贯标认定企业 3 家，

完成两化融合评估诊断企业 155 家；纳入省级制造业“三化”

重点项目企业 6 家；新增纳入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类

分级管理企业数量 17 家；完成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

类分级管理整改企业数量 12 家；新增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领

域数据安全管理企业数量17家。10月24日成功承办全市“智

赋万企” 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现场观摩会暨供应商对接签

约仪式活动。

（三）行政效能分析

1、2023 年机关党支部紧紧围绕省委“三高四新”战略

和县委“125”战略，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

强化服务保障，推动党建工作与科工工作深度融合，扎实开

展主题教育，将开展“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活动作为“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的重要形式和载体，讲“微党课”12 次，

集中学习 4 次，围绕中心工作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2 次，组

织领导班子深入到企业、联系村等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余次，开创了科工工作新局面。在民主生活会中认真围绕主



题、六个方面、意识形态、 正确政绩观、反面典型案例、

“易鹏飞案”“文竹案”以案促改明确的 11 个方面等开展

对照检查，共查摆出 20 个问题，对照问题清单及时进行整

改。。

2、科工局在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

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本年“三公”经费总额为 11.09 元，比上年减少

0.27%，其中公务购置和维护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1.09

万元，出国经费 0 万元。严格控制了“三公”经费的支出。

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情况、预算管理方面严格按财政要求，

基本上按预算计划资金执行，在职责履行、履职效益和各部

门新增财政支出方面也能严格把关，发挥资金的使用效果，

一般性支出、项目支出、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等方面也是按县

财政要求实施和管理。本年在项目支出管理上，严加控制，

做到不挤占、不挪用项目资金，对手续不齐的款项不予办理。

五、存在的问题

1.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当前我县工业经济整体呈复苏态

势，但仍面临结构性减速压力。一是工业税收增速放缓。受

市场矿价下降影响，中稀（湖南）稀土和海螺水泥等企业在

产量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有所下降。且中稀（湖南）稀土成

功申报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优惠，

可执行 15%的优惠税率，税率下降也导致税收有所下降。二



是营收上台阶难度大。存量亿元以下企业营收首次破亿元难

度较大，头部企业营收据突破十亿元仍有较大差距。

2.企业培育提速困难。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变乱交织，不

稳定、不确定、难预料成为常态。我县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

较弱，难以对工业经济发展形成稳定支撑。一是入统时序推

迟。现存近达标企业较少，新引进企业今年受经济下行压力

影响，订单增长困难，达到产值 2000 万入统门槛的时序较

预期有所推迟。二是存量企业收缩。部分规上存量企业由于

销售收入减少，面临退库风险，入规企业少，退规企业多，

增长后劲不足。

3.产业数字化转型艰难。转型调整通常需要工业企业投

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进行技术更新和设备升级。部分企业

由于缺乏资金实力和技术能力，难以进行必要的技术更新和

升级。特别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前期投入大，配置和培养专业

人才较困难，企业转型意愿不强；相比其他地区，我县智能

制造起步晚，底子弱，极大部分企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企

业，自动化程度相对低，只有少部分企业部分工序实现了自

动化生产，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工作任务艰巨。

六、后续的工作计划

1、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在费用报账支付时，

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

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2、持续抓好“三公”经费控制管理。严格控制“三公”

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

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

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3、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

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江华瑶族自治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2024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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