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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绩效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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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省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和部

门评价的通知》（湘财绩〔2024〕1 号）等文件要求，为做好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

管理，强化绩效和责任意识，切实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保证

评价质量，加强结果应用，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省

科协）特制订《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普及专

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评价步骤采取部室及相关单位自评

和随机抽取部分专项资金项目开展现场评价（项目数不少于 30%，

资金量不少于 40%）。现将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部门

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预算支出基本情况

（一）预算支出概况

科学技术普及专项资金（以下简称科普专项资金）是指由省

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和示范活

动，开展学术交流，提升学会能力，科技人才培养、引进与宣传，

国际与区域科技合作和交流，科学家宣传阵地建设，科技智库建

设，公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进行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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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等的专项资金。自然科学技术普及专项资金由省财政厅、省

科协牵头管理。社会科学普及专项资金由省财政厅、省社科联牵

头管理。

本次评价对象是指由省财政厅、省科协牵头管理的用于服务

科技工作者方面（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国际与区域科技交流、海

智计划、科学家精神宣传教育）、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科技

创新服务能力提升计划、院士专家市州行、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

站建设、湖南省青少年基础学科能力提升工作）、服务提高全民

科学素质方面（湖南省科技传播信息化平台-科普资源采集项目、

流动科技馆巡展）、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方面（决策咨询）四

个方向的自然科学技术普及专项资金（注：根据省财政厅要求，

以下评价内容将按照最小项目类别进行描述）。

省财政厅安排省科协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

3,280.00 万元。具体为：科技人才托举工程 1,460.00 万元、国

际与区域科技交流 120.00 万元、海智计划 30.00 万元、科学家

精神宣传教育 110.00 万元、科技创新服务能力提升 530.00 万元、

院士专家市州行 40.00 万元、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项目

280.00 万元、湖南省青少年基础学科能力提升工作 160.00 万元、

湖南省科技传播信息化平台-科普资源采集项目 300.00 万元、流

动科技馆巡展 190.00 万元、决策咨询 60.00 万元。项目数共计

304 个。

（二）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湖南省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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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联合会关于印发＜湖南省科学技术普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湘财教〔2019〕23 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湘财教指〔2023〕

29 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

金(第二批)的通知》（湘财教指〔2023〕30 号）、《湖南省财政

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第三批)的通知》（湘

财教指〔2023〕34 号）、《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印发＜芙蓉

计划--湖南省科技人才托举工程之“小荷”科技人才专项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湘科协通〔2022〕46 号）、《湖南省科学技

术协会关于印发＜湖南省科协科技创新服务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管理暂行办法＞等的通知》（湘科协通〔2022〕51 号）、《湖南

省社会团体管理办法》、《“英才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

行）》、《湖南省“英才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认定管理办法》、《湖南省模范院士专

家工作站经费管理办法》、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流动

科技馆项目管理办法》《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资产管理办法》《中

国流动科技馆项目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科协办函普字

〔2022〕127 号）、《“中国流动科技馆湖南巡展项目”实施绩

效考核办法》《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管理暂行

办法》等制度性文件规定，湖南省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技术普及

专项资金均按规定进行项目申报，并经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结

果公示等程序，签订了项目合同书，实行了跟踪指导，明确了绩

效考核的目标与要求。各实施单位能够严格按照相关通知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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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要求对资金进行有效的跟踪管理，资金使用按预算开支，

专款专用，切实提升项目经费使用效益，确保经费使用合理、规

范、高效。

1.预算资金下达情况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所涉及的项目共 304 个，预

算总额 3,280.00 万元（含湖南科技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科普信息

采集项目 300.00 万元，该项目为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普及专项管

理，纳入科协部门预算支出），实际下达资金 3,280.00 万元。

其中：湘财教指[2023]29 号文下达第一批资金 117 个项目的指标

共计 1,240.00 万元；湘财预[2023]30 号文下达第二批资金 20 个

项目的指标共计 280.00 万元，湘财预[2023]34 号文下达第三批

资金 166 个项目的指标共计 1,460.00 万元，部门经费支出湖南

科技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信息采集项目指标共计 300.00 万元。截

至现场评价日，中建五局新建企业类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项目

50.00 万元资金未到位。

2.预算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评价日，2023年度科普专项资金所涉及的项目共304个，

预算资金 3,280.00 万元，累计支付了 2,933.44 万元，支付率

89.43%。其中：科技人才托举工程 1,460.00 万元，累计支付了

1,187.03 万元，支付率 81.30%；国际与区域科技交流 120.00 万

元，累计支付了 106.20 万元，支付率 88.5%；海智计划 30.00 万

元，累计支付了 30.00 万元，支付率 100%；科学家精神宣传教育

110.00 万元，累计支付了 110.00 万元，支付率 100%；院士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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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行 40.00 万元，累计支付了 40.00 万元，支付率 100%；科技

创新服务能力提升 530.00 万元，累计支付了 530.00 万元，支付

率 100%；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项目 280.00 万元，累计支

付了 280.00 万元，支付率 100%；湖南省青少年基础学科能力提

升工作 160.00 万元，累计支付了 121.41 万元，支付率 75.88%；

流动科技馆巡展 190.00 万元，累计支付了 190.00 万元，支付率

100%；科普资源采集 300.00 万元，累计支付了 300.00 万元，支

付率 100%；决策咨询 60.00 万元，累计支付了 38.80 万元，支付

率 64.67%。

3.预算资金使用分析

截止现场评价日，通过现场检查相关原始凭证，并进行汇总

分析，将资金使用分类归为五大类，主要为活动经费、建设经费、

项目经费、咨询费/劳务费、其他支出，其中活动费用累计支出

2,469.48 万元、建设经费 25.23 万元、项目经费 306.14 万元、

咨询费（劳务费）85.72 万元、其他支出 46.88 万元。

（三）预算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

1.科技人才托举工程

该项目共计投入 1,460.00 万元。2023 年省科协在全省积极

推进科技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继续支持 2022-2024 年度院士后备

人才、中青年学者、年轻优秀科技人才共 50 名，支持资金 600

万元。新增支持 2023--2025 年度高端科技人才、中青年优秀科

技人才、年轻优秀科技人才 68 名，支持资金 680 万元（其中 120

万元为省财政厅科教处配套资金，非科普专项资金）。新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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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科技人才 60 名，支持资金 300 万元。人才培养对象完成学

术交流次数 553 次，人才培养对象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

承担科研课题等成果数 1490 项。新增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数 128

名，新增高端科技人才培养数 8 名，所支持的“小荷”人才在企

业科技创新中挑大梁、担主角率达 96.7%，托举人才满意度 98.3%。

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2.国际与区域科技交流

该项目共计投入 120.00 万元。2023 年国际科技交流项目内

容主要包括学术会议、科技交流会议、海归论坛、科技成果落地、

人才对接及创新创业大赛活动等。项目完成国内外学术会议、讲

座、培训、学术交流 38 次，活动共邀请外籍专家 142 人，派送

科技工作者出国交流合作 8 人(次)，举办项目跨境路演或创新创

业大赛 3 场，产出科技成果 22 项。由省科协主办的第八届中欧

生命科学论坛、第十届国际铅锌大会获得了极大关注，会议吸引

了 120 余位外籍专家参会，并与国内的科技工作者开展互动交流，

分享最新研究成果。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3.海智计划

该项目共计投入 30.00 万元。2023 年海智计划工作基地项目

围绕电子、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了国际科技交流，海外智力对接，

海外智力讲座、座谈会、培训，技术、人才引进，成果转化等工

作。全年开展海外智力对接活动 5 场，资助前往美国、英国等交

流 11 人（次），邀请海外专家开展讲座、培训及开展学术交流 7

场（次）。经过海智计划工作基地的宣传、对接，全年该项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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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较好成果。科研人才、团队及引进项目签署 3 人(项)，引进

人才获得省部级奖项 3 项（次），引进海外（落地）项目 2 个，

获得专利、论文等科技成果 10 项，新增科研经费 200 余万元。

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4.科学家精神宣传教育项目

该项目共计投入 110.00 万元。包括科学家精神宣讲及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宣传项目、科学家精神宣传阵地建设和运维项

目、优秀科技人物宣传项目和中国科学家故事宣传项目四个类别，

其中科学家精神宣讲及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宣传项目包括组

织青年科学家进校园、组织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会、开展科学道

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和组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四个

内容。各项目承担单位按照项目合同要求，基本完成了跨年度合

同任务，2023 年度合同任务完成率达 100%，非常满意率 100%。

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5.院士专家市州行

该项目共计投入 40.00 万元。2023 年 4 月-5 月，举办了院

士专家湖南行暨国情考察活动，活动紧扣我省 4×4 现代化产业

体系，围绕医疗、农业、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产业的发展特点

及地方重点工作的实际需求，邀请了 44 位两院院士先后赴长沙、

岳阳、湘潭、衡阳、益阳、邵阳等地考察、调研企业园区 9 次，

开展技术指导座谈交流 10 场，开展决策咨询 5 次，为助力湖南

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把脉问诊。该项目产生了良好效果，签署

了项目合作 11 项，技术转化 2 项，成立了专家工作站 7 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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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专家开展了学术报告、科学普及活动，进一步拓展了科技工作

者的事业，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精神和求知探索意识，受众人数

超 10000 人。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6.科技创新服务能力提升

该项目共计投入 530.00 万元。在项目支持下，各省级学会、

市州科协、高校科协在服务全省或地方经济发展、提升服务能力、

服务我省“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中，取得了一系列突

出成绩。项目预算支出顶层设计合理，预算执行过程严格，预算

产出效果显著，达到了预期目标，项目完成情况良好，完成率

98.00%，有的目标超额完成，如“科创中国·湖南中心”建设与

运营项目，合同为开展技术需求征集数量指标 100 项，为企业提

供技术难题解决方案 200 个，实际开展需求征集 522 项，为企业

提供技术难题解决方案 667 个，预算支出效益明显。

7.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项目

该项目共计投入 280.00 万元。2023 年湖南省“新建站”2

家，建设总目标主要包括引进院士团队 18 人，引进培养中、高

级及硕士以上人才 10 人，推广新技术、新产品 18 项，授权专利

17 件，院士专家在站工作时长 6 个月，投入工作站运行经费 100

余万元，新增项目研发经费 400 余万元，企业类工作站助力新增

经济效益 283.30 万元，助力新增缴税 77.68 万元，院士专家在

站内开展科技创新服务活动次数 337 人次，进站院士专家对于建

站单位的整体服务满意度均达到 90%以上。

2023 年湖南省“模范院士专家工作站”8 家，建设总目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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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引进院士团队 49 人，引进培养中、高级及硕士以上人才

136 人，推广新技术、新产品 147 项，授权专利 252 件，院士、

专家在站工作时长 24 个月以上，投入工作站运行经费 80 万元，

新增项目研发经费 5000 余万元，工作站助力新增经济效益

565,004 万元，助力新增缴税 29,882 万元，院士、专家在站内开

展科技创新服务活动次数 1077 人次，进站院士专家对于建站单

位的整体服务满意度均达到 90%以上。

2023 年湖南省“模范专家工作站”10 家，建设总目标主要

包括引进专家团队 37 人，引进培养中、高级及硕士以上人才 101

人，推广新技术、新产品 291 项，授权专利 130 件，专家在站工

作时长 30 个月以上，投入工作站运行经费 100 万元，新增项目

研发经费 6,000 万元以上，企业类工作站新增经济效益 339,725

万元，助力新增缴税 9,699.42 万元，专家在站内开展科技创新

服务活动次数 1,851 人次，进站专家对于建站单位的整体服务满

意度均达到 90%以上。

8.湖南省青少年基础学科能力提升工作

该项目共计投入 160.00 万元。2023 年，湖南省青少年基础

学科能力提升工作累计参与学生 7,421 人次，共有 493 人荣获全

国中学生学科竞赛联赛一等奖，全省 14 个市州超过 200 所学校

均有学生参与。湖南省中学生英才计划共有 100 名学员到高校接

受培养，年度评价合格率达到 98%。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9.流动科技馆巡展

该项目共计投入 190.00 万元。属于后补 2022 年的资金。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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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 个巡展站点获得专项补助，分别是湘西州吉首市站、保靖

县站、怀化市中方县站、芷江县站、麻阳县站、沅陵县站、湘潭

市韶山市站、永州市宁远县站、冷水滩区站、江华县站、常德市

汉寿县站、石门县站、津市市站、郴州市桂东县站、宜章县、临

武县站、岳阳市湘阴县站、岳阳县站、衡阳市衡东县站。2022 年

巡展全省受众 71.1 万余人次，有效地促进了我省民众科学素质

的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巡展期间，各站点展览时间均

超过 2 个月，各站点中小学覆盖率达 90%，展品完好率 98%以上，

均无安全事故。

10.科普资源采集

该项目共计投入 300.00 万元。生产科普动画 60 分钟（≥20

部）、科普专家直播 70 场/次、科普音频 180 分钟（≥30 部）、

科普视频（含小小科普员）300 分钟（≥140 部）、科普文章 5,650

篇（原创率不低于 30%）、科普海报挂图漫画 400 套。组建专业

团队(不低于 10 人），做好湖南省科技传播信息化平台的运营推

广，每年完成如科普教育基地典型宣传、科普示范县典型宣传、

典型科普人物宣传、科学家精神宣传、应急科普等专题的策划生

产不低于 5 个，单个专题作品不低于 5 个，平台日均更新不低于

50 条；完成省科技传播信息化平台及平台向其他传播媒体的传播

推广，平台年传播量不低于 3 亿人次，充分发挥省科技传播信息

化平台在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建设创新型省份中的重要作用。

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11.决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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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共计投入 60.00 万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协组织

提出的“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指示精神，围绕我省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联合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开展 3 项

重大决策咨询课题研究，出 3 份高质量报告，为省委、省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服务，积极发挥科协组织科技智库作用。目前决策咨

询研究报告、决策咨询政策建议初稿已基本完成。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和省级专项资金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湘财绩〔2024〕1

号）要求，省科协向各项目主管部门（单位）、各市州科协、项

目实施单位和项目支持对象印发了《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要求各方高度

重视，严格按照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每一个项目实施单位都

按时进行了资金绩效自评，提交了绩效自评报告、自评表和佐证

材料。各市州科协统一针对所属辖区的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

自评，提交了绩效自评报告、自评表和佐证材料。各项目主管部

门（单位）针对所负责的项目进行收集汇总，提交了该项目的自

评报告、自评表和佐证材料。省科协对各自评材料进行了审阅，

并统计了相关绩效指标数据，同时组织了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小组

对随机抽取的部分专项资金项目开展现场评价，项目数共计 96

个，资金量共计 1381.5 万元。形成了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普及专

项资金部门评价报告。

三、预算支出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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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工作者科研能力、技术应用实践能力等科技创新

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为响应科技工作者需求、大力发挥科协优势、探索新的人才

培养机制，省科协在全省积极推进科技人才托举工程项目，2023

年省级专项财政资金继续支持 50 名科技工作者、新增支持 128

名科技工作者，每人支持 5-20 万元。通过科技人才托举工程项

目，支持对象科研能力、技术应用实践能力等科技创新能力都得

到一定提升，对加速湖南优秀科技人才成长成才、推动人才强省、

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托举对象在

国（境）内外重要学术活动作学术报告次数达到 347 次，新任国

际学术组织职务 34 个，开展国（境）内学术活动 507 次，开展

国（境）外学术活动 46 次，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数 113 个，承

担省级科研项目数 139 个，发表高质量论文 767 篇，发表专著 30

本，获得专利授权 441 项，实施、应用专利授权 181 项，提供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246 项，获得人才称号 82 个，获得科技奖励

82 项，专利实施、成果转化新增产值达 25.5 亿元，实现技术服

务收入 4408 万元，新增科研经费 2.65 亿元，新增培养博士、硕

士研究生 363 人。

（二）引进海外项目，加强了科技工作者与外籍专家开展学

术交流及分享研究成果

据统计，2023 年举办国内外学术会议、讲座、培训、学术交

流 38 次，活动共邀请外籍专家 142 人，派送科技工作者出国交

流合作 8 人(次)，举办项目跨境路演或创新创业大赛 3 场，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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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22 项。经过海智计划工作基地的宣传、对接，科研人

才、团队及引进项目签署 3 人(项)，引进人才获得省部级奖项 3

项（次），引进海外（落地）项目 2 个，获得专利、论文等科技

成果 10 项，新增科研经费 200 余万元。

（三）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进一步增加了科普信息

的覆盖面

2023 年，组织科学家精神宣讲 11 场，共有一万多名师生聆

听了现场宣讲报告，让更多人认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完成省科

技传播信息化平台及平台向其他传播媒体的传播推广，平台年传

播量不低于 3 亿人次，充分发挥省科技传播信息化平台在推进全

民科学素质提升中的重要作用。

（四）促进了院士专家与科技企业的交流合作，对地方经济

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2023年度新建2家企业类院士专家工作站助力新增经济效益

283.30 万元，助力新增缴税 77.68 万元，吸引或培养中、高级及

硕士以上人才 10 人。8 家省级模范院士专家工作站预算支出效益

主要为：工作站助力新增经济效益 565,004.00 万元，助力新增

缴税 29,882.00 万元，吸引或培养中、高级及硕士以上人才 10

人。10 家省级模范专家工作站企业类工作站成新增经济效益

339,725.00 万元，助力新增缴税 9,699.42 万元，吸引或培养中、

高级及硕士以上人才 101 人。

（五）有效地促进了我省民众科学素质的提升，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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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科技馆湖南巡展项目在全省顺利开展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巡展期间，各站点通过多级媒体（人民网、红网、

湖南日报等）对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和报道，流动科技馆所

带来的科普知识和震撼效应已经深入全省各地人心，特别是深受

广大中小学生的热烈欢迎，让广大青少年近距离体验到科技产品，

激发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从而增强学生科技意识和科

学素养，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科学

精神。2022 年巡展全省受众 71.1 万余人次，对我省基层科普事

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有力促进了我省基础学科后备人才培养，进一步推动

了我省基础学科教育事业的发展

2023 年，湖南省青少年基础学科能力提升工作累计参与学生

7,421 人，共有 493 人荣获全国中学生学科竞赛联赛一等奖，参

与学生遍及全省 14 个市州的 200 余所学校。湖南省中学生英才

计划共有 100 名学员到高校接受培养，英才计划年度评价合格率

达到 98%，有力地促进了我省基础学科后备人才培养，有效推动

了我省基础学科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预算支出决策情况

2023 年 4 月，省科协联合省财政厅发布《湖南省科学技术协

会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申报 2023 年度科学技术普及专项的通知》

（湘科协通〔2023〕13 号）进行项目申报。后经形式审查、专家

评审、结果公示等程序，2023 年 6 月，发布《湖南省科学技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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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科学普及专项计划（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

站建设项目）的通知》（湘科协通〔2023〕24 号）等通知，与人

才托举工程、海智计划、决策咨询等项目实施单位签订项目合同，

预算支出决策均按相关通知下达。

（二）预算执行过程情况

根据《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申报 2023 年

度科学技术普及专项的通知》（湘科协通〔2023〕13 号）、《湖

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第一批）

的通知》（湘财教指〔2023〕29 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湘财教指〔2023〕

30 号）等制度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湖南省 2023 年度省级科学技

术普及专项资金执行过程中各实施单位能够严格按照相关通知

及管理办法的要求对资金进行有效的跟踪管理，资金使用按预算

开支，专款专用，切实提升项目经费使用效益，确保经费使用合

理、规范、高效。

(三）预算支出产出情况

通过对 2023 年度省级科普专项资金进行部门评价（包括科

技人才托举工程、国际与区域科技交流、海智计划、科学家精神

宣传教育项目、院士专家市州行、科技创新服务能力提升、湖南

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项目、湖南省青少年基础学科能力提升工

作、科普资源采集、流动科技馆巡展、决策咨询等 11 个方向共

304 个项目），认为绝大多数项目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

指标、成本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基本达标，部分项目的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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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时效指标实际完成值远高于年度指标值。

（四）预算支出效益情况

通过湖南省 2023 年度省级科普专项资金的部门评价，11 个

方向科普事业的 304 个项目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成果显著，

如海智计划、模范院士专家工作站等项目能够高效地促进专利实

施、实现成果转化新增产值和技术服务收入，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在引导海外人才服务、开展技术培训、促进新增就业人数等方面

能够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领导重视，加强协调。省、市、县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协

调联动，省科协全程指导，各部门统筹规划，实施单位狠抓落实，

确保项目实施质量，全面完成项目绩效目标。

2.强化制度落实，明确责任分工。切实做到思想认识到位、

人员安排到位、工作措施到位，对项目的开展、支出账务、活动

成效等进行认真检查和分析，确保项目成效。

3.管理规范，多方协作。项目实施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建立了信息共享、及时反馈、共同管理机制，联合多部门、社会

机构共同参与，有力地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开展。

4.激励引导。对项目实施工作提供方法指导，对工作认真的

单位给予表扬。详细了解个别项目实施延期的有关情况，帮助分

析原因，加强督促检查。

5.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如科技馆巡展期间，通过各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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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广泛宣传，扩大了活动的影响，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氛围。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个别方向的部分项目在 2023 年资金执行率偏低。如决策

咨询研究课题项目预算总额及到位金额为 60.00 万元，支出总额

为 38.80 万元，执行率为 64.67%。经分析，主要原因是 2023 年

其中两个课题（数字经济赋能湖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机制与效

应研究、湖南省市州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进度稍缓，未全部完

成。

2.个别单位自评绩效指标欠科学。如科技创新服务能力提升

项目部分单位自评指标未量化，质量指标设置仅为资金使用合规

性，数量指标设置不具体。经分析，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对绩效

指标理解不透彻不清晰。

3.部分单位资金到位时间迟。如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 日收到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项目专项资金 50.00

万元。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截至审计日都未收到湖南省

院士专家工作站项目资金 50.00 万元。经了解，主要原因一是地

方财政资金紧张导致资金拨付延迟，二是项目资金下达审批程序

繁杂冗长，部分地区项目资金需经地方财政审批再经地方科协审

批后拨付至企业，导致资金到账时间迟缓。

六、有关建议

（一）强化监管责任

建立健全监管责任制度，明确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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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的日常监督检查，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为了鼓励项

目团队努力实现量化指标，可以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同时，对

于未能达到预定指标的项目，也应有一定的约束措施，以保证资

金的合理使用。

（二）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

加强对专项资金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

和专业素质，增强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加强沟通和

协作，加强管理人员对绩效指标的理解和解读，提高专项资金管

理的质量和效率。

（三）加快资金下达，提升项目执行效率

可探索在当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次年专项资金的拟分配、项

目申报及评审等工作。待次年专项资金额度确定后，进行项目立

项、公示等程序。争取在次年第一季度划拨到位。简化审批流程，

对项目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查和监督，并会同主管部门追踪后续

执行，加速推进项目进度。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此报告因时间和能力的局限性，只能用于评价报告载

明的评价目的。

（二）未征得评价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同意，此报告的内容不

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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