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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港国际青年孵化中心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9 年 10 月 15 日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

委会）与河北冀港青年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冀港国际青年孵化中心进区

协议》，2022 年 6 月 21 日双方签订《冀港国际青年孵化中心项目补充协议》，

项目名称：“冀港国际青年孵化中心”，项目协议期间：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项目考核指标：协议期内引进港澳台项目 12 个以上、为高新区培育科技型

中小企业 35 家、入驻孵化中心的科技型企业累计达到 60 家、组织港澳青年到

高新区交流对接活动至少 2次。

协议奖励内容：

1、管委会按照孵化中心实际运营费用支出 50%给予冀港管理公司补助，每

年给予补助最多 200 万元；

2、若孵化中心成功孵化挂牌新三板的企业，管委会给予冀港管理公司 50

万/家作为奖励；

3、由孵化中心培育出的企业毕业后落户在石家庄高新区，管委会给予冀港

管理公司 20 万元/家作为奖励。

4、管委会按照不高于 40 元/平方米/月、最多 5000 平方米的标准，连续两

年拨付冀港管理公司在高新区租赁办公场地租金。

根据石高科〔2022〕17 号文，对冀港国际青年孵化中心运营补贴 140.26

万元、房租补贴 362.81 万元及其他补贴 60 万元，合计 563.07 万元，从 2022

年创新性孵化器建设扶持资金预算中安排 387.38 万元，从科技局 2022 年预算

中调剂解决 175.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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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

协议期内考核指标：

1、引进港澳台项目 12 家以上，实际引进 12 家（见附表 4），经考核完成

指标。

2、为高新区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35 家，实际为高新区培育科技型中小企

业 36 家（见附表 5），经考核完成指标。

3、入驻孵化中心的科技型企业累计达到 60 家，实际累计入驻 84 家（见附

表 6），经考核完成指标。

4、组织港澳青年到高新区交流对接活动至少 2次，实际组织交流对接活动

2次（见附表 7），经考核完成指标。

5、由孵化中心培育出的企业毕业后落户在石家庄高新区，管委会给予冀港

管理公司 20 万元/家作为奖励，由孵化中心培育出的企业毕业后有 3 家企业

（见附表 8）落户石家庄高新区。

（三）补贴资金项目、来源及到位情况

根据石高科〔2022〕17 号《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局关于拨付河北冀港青年孵

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补贴资金的通知》，对冀港国际青年孵化中心运营补贴

140.26 万元、房租补贴 362.81 万元及其他补贴 60 万元，合计 563.07 万元。

从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局 2022 年创新性孵化器建设扶持资金预算中安排 387.38

万元，从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局 2022 年预算中调剂解决 175.69 万元。2022 年 8

月 18 日补贴资金已到位。

二、绩效评价依据

（一）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局关于拨付河北冀港青年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相关

补贴资金的通知》石高科〔2022〕17 号；

3、《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第 3页,共 8 页

4、《关于印发<河北省省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冀财绩

[2019]11 号）；

5、《高新区区级部门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石高财〔2020〕27 号）；

（二）行为依据

1、2022 年 8 月 1 日《工委管委联席会议纪要》第 23 号；

2、《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报告》；

3、该项目单位提供的专项资金等核算财务资料；

4、该项目单位提供的交流活动资料；

5、现场访谈、勘查和问卷调查取得的资料；

6、其他相关资料。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产出指标（39 分）

1、数量指标：举办创新创业活动至少 2 次，实际组织交流对接活动 2 次

（见附件 10），其中：

（1）2020 年 7 月 10 日，港籍青年到冀港交流考察活动

省港澳台工作领域代表和在石港籍青年代表一行莅临冀港国际青年孵化中

心进行参观调研工作，并进行座谈。座谈会上双方围绕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提升

软实力城市的发展战略,进行了交流探讨。加强了交流各方的深度了解，为将来

港、澳、台、侨青年的合作交流工作奠定了基础。

（2）2022 年 4 月 21 日， 由河北省侨联组织的香港青年企业家考察团到

翼港国际青年孵化中心参观交流。交流期间考察团对冀港的综合实力给予了高

度评价、招商服务的专业性高度认可。为港、澳、台、侨青年的合作交流、利

用侨联组织的平台资源优势、引进青年创业和人才等工作起到了进一步促进作

用。

完成指标的最低要求，扣 1分，得分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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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指标：新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 35 家，实际为高新区培育科技

型中小企业 36 家，超额完成指标，得分 10 分。

3、时效指标：资金下达时效，2022 年 8 月 1 日《工委管委联席会议纪要》

第 23 号，研究了落实冀港国际青年孵化中心项目补贴事宜，2022 年 8 月 18 日

补贴资金到位，预期指标≤30 天，得分 10 分。

4、成本指标：根据冀港国际青年孵化中心项目协议合计补贴奖励，563.07

万元，实际补贴资金 563.07 万元，得分 10 分。

（二）预算执行率指标（10 分）

该项目是按实际支出的比例和完成情况定额给与补贴奖励，预算金额与实

际到账金额一致，得分 10 分。

（三）效益指标（32 分）

1、经济效益指标，在区域内初步形成以企业为基础的商圈，提高了就业

率，带动边缘产业，如餐饮业、外卖行业的发展，示范带动效应较显著，得分

8分。

2、社会效益指标，帮助引进柴火、网易等国内先进孵化载体，引进区外

优质企业入驻高新区社会效益较显著，得分 8分。

3、生态效益指标，通过搭建免费线上平台及发放免费云资源等方式，帮

助企业提升收入和节省资源对接成本，提升区内企业收入、节省成本较显著，

得分 8分。

4、可持续影响指标，通过组织线上线下对接会和宣讲会的方式，帮助区

内企业对接和学习国内其他地区先进企业经验和资源，可持续影响指标效应较

显著，得分 8分。

（四）满意度指标（9 分）

科技局针对社会影响、经济效益等方面设计了调查问卷，并随机抽查区内

企业 9家，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行调查，综合平均满意率 98.56%，预期指标≥90，

扣 1分，得分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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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评价结论

协议期内根据考核指标综合评价得分 90 分，满分 10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标准

分值

实际

评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举办创新创业活动数量 ≧2场 2 场 10 9

质量指标
新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数量
≧35 家 36 家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时效 ≦30 天 18 天 10 10

成本指标 需要支出资金

≦

563.0702

18 万元

563.070

218万

元

10 10

预算执行率

指标

（10 分）

预算执行率 100% 10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经济效益指

标
示范带动效应

显著/较

显著
较显著 10 8

社会效益指

标

帮助引进区外优质企业

入驻高新区

显著/较

显著
较显著 10 8

生态效益指

标

提升区内企业收入、节

省成本

显著/较

显著
较显著 10 8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帮助区内企业对接国内

先进资源

显著/较

显著
较显著 10 8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满意度指标 企业满意度 ≧90% 98.56 10 9

总分 100 90

评价方法及结论：我们的评价是基于对绩效目标中的产出和效益方面目标

进行测验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式进行的。该项目综合得分 90 分，综合评价完成

程度较好，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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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

1、科技局以企业实际支出为基础，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事后补助的方式，操

作方便、补助金额准确、可量化信息充分，做到了有效补贴有利于企业发展，

有利于充分发挥补贴资金效能的作用。

2、科技局对补贴对象进行了专项审计，对孵化企业的各项支出进行了专业

鉴证，为补助资金基数的准确性提供了保障；同时科技局为了对毕业企业、科

小企业的性质的判断也邀请了河北省科技企业孵化协会的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

指导，为补助资金的精准补贴提供了技术支持。

3、后续管理有效，补贴政策到期后又有企业陆陆续续的转化成科小企业，

成效显著，企业发展后劲较足，说明科技局进行的辅导或者是产业引导政策有

效，值得借鉴。

（二）存在的问题

社会效益指标比较抽象，未设置可量化的指标，打分依据不充足。

六、有关建议

1.建议科技局与冀港青年公司加强沟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议各方积

极落实各项扶持政策，进一步突出高新区人才优势，比如：个税返还的人才奖

励措施、对员工进行落户安排等，为人才的引进创造积极条件，圆满实现园区

高水平人才聚集的目标。

2. 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统一管理，制定项目中长期实施规划，年度绩效目

标明确、细化、可量化，以推进项目更好地实施。科技局、区财政局等相关单

位需要加强对上报绩效目标的管理，科技局上报的绩效目标需要综合考虑过去

已实现的目标和未来的工作安排，符合实际情况，并且细化、可量化，区财政

局等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合理性、明确性、可量化的审核，并对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加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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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入基层管理，对于此类对企业孵化、引进性政策增加长效考核机制，

例如与入住年限相关的奖补政策、达不到年限的资金处置规定等，避免奖补后

带来的短期效应。

4.加强过程管理，及时调研、及时了解企业的满意度、与企业长足发展进

行有效沟通以便准确掌握企业需求，为扶持企业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做准备，

也便于未来有针对性的做出更贴合企业需求的扶持政策。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评价责任的说明

本绩效评价报告是在科技局提供项目评价资料的基础上核实、分析而完成

的，其资料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由双方共同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组的责任

是对绩效评价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二）关于影响本项目绩效评价局限性的说明

1.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是在科技局配合下完成的，绩效评价工作组具体实施

评价工作和撰写报告。评价报告及结论受绩效评价工作组人员对项目的了解程

度、专业知识和评价能力的限制。

2. 各级指标内容，是在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评价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得出的，

其可靠性取决于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和正确性，同时也受绩

效评价工作组人员专业判断能力的限制，可能会对评价结论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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