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
务

财
商

财建〔2021〕183号

财政部商务部关于2O21年度外经贸发展

专项资金重点工作的通矢‖

中央有关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商务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商务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

巩固外经贸恢复基础’把握好资金使用节奏’持续发挥弓｜导作用’

保持外经贸运行在合理区间’现将2021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有关重点工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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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内容

（一）促迸外贸稳中提质°

1鼓励优进优出。鼓励进口列入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

部发布的《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2016年版）的产品或技术。

鼓励外贸企业升级产品链’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打造自主品牌’

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开展全价值链数字化转型。鼓励脱贫县继

续发展有特色、有优势的外向型产业’扩大出口产品影响力。弓｜

导茧丝绸产业在产品品质、品牌打造方面有所突破’增强国际竞

争力°

2.优化贸易方式和外向型产业布局。支持深化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试点。弓｜导有实力的企业建设海外仓’健全国际营销和售后

服务体系’与外贸中小企业合理共享°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弓｜导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有利于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加工贸易等

外向型产业转移’与东部地区加强加工贸易产业合作’搭建转出

地和承接地产业转移对接协作平台’创新协作模式’开展相关贸

易投资促进活动。弓｜导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推进“小

组团”滚动开发’加强投资贸易促进、数字化改造、专业培训等’

与其他省区国家级开发区开展跨区域合作。鼓励边民互市落地加

工试点’支持互市贸易区｀商品市场等边贸载体建设’改善边贸

仓储物流条件。

3.完善公共服务。支持外贸（含服贸）中小企业参加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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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展会’通过为企业提供业务培训、宣传推介、信息服务、专利

申请、商标注册、资质认证、贸易摩擦监测预警和法律服务等风

险防范与应对｀贸易调整援助等公共服务’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支持外贸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支持以政银保合作等方式’撬

动金融和社会资本’优化完善外贸企业融资信贷、出口信用风险

管理、汇率避险、海外资信调查等服务。支持举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等涉外重要展会’组织企业参与专业化的市场对接活动等。

支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 自贸试验区、

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边境经济合作区等贸易产业集聚区为入驻的

外向型企业降低厂租、检测、营销、物流等综合成本’整合统筹

优势资源要素、跨区域协作’为企业提供创新、中试、供应链融

资、人才合作等专业化、集约化服务。支持贸易数字化公共服务

平台、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公共服务平台等发

挥作用’完善各类配套服务’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二）椎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4.优化服务进出口结构°根据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知识产权局发布的《鼓励进口服务目录》（2019版）’

鼓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进口国内急需的技术密集型、知

识密集型服务·支持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扩大技术及技术

服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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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指我国境内企业或其境外分支机构与

境外客户签订服务外包合同’向境外客户提供国际（离岸）外包

服务并取得收入的业务活动·

技术及技术服务出口指我国境内企业通过贸易、投资或经济

技术合作方式向境外实施的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

实施许可｀专有技术转让或许可等技术转移’以及技术转让或许

可合同项下提供的技术服务。

5.发挥重点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支持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以及数字、中医药

服务等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加强公共服务平台资源的统筹利用、区

域协同’支持平台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共性资源要素支撑、信息

共享及云服务、检验检测、知识产权、贸易促进、品牌及宣传推

广、专业培训等公共服务。

6。发挥市场化基金弓｜导撬动作用°对符合商务部等部门制定

的《服务出口重点领域指导目录》、《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

指导目录》、《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曰录》范围的市场主体’鼓

励利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弓｜导基金等市场化投融资方式予以支

持·

（三）鼓励高质量引进外资。

7.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重点产业链的弓｜资服务力度’为

外资企业提供投资指弓｜、投资促进、宣传推介、投诉处理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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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

8.高标准建设区域开放平台。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依托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打造国际合作新载体’

提升载体服务集约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鼓励创新利用外资

模式。

（四）推动高水平走出去°

9.加强贸易投资融合°鼓励企业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投

资并购境外优质农产品、能源资源、原材料、先进装备、零部件

和技术’服务国内大循环。支持企业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投建

营一体化｀多元化融资等方式’深入推进交通运输、通信设施、

新能源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国

内装备、技术｀服务和标准嵌入国际循环°

10.提升对外投资服务质量。弓｜导对外投资合作项目加强风险

评估和风控能力建设。弓｜导已建成的农业型、资源型、科技型、

物流型以及与国内产业互补促进的境外合作区加快提质升级。加

强对外投资联络服务平台、对外劳务合作公共服务平台能力建设’

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投资、法律、救济｀咨询等一体化专业服

务°

二｀资金使用与管理

（一）资金分配方式°

商务部、财政部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资金°其中: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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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息事项采取项目法分配资金（含中央有关单位）;其他事项采取

因素法分配资金·

采取项目法分配的资金’由中央有关单位、省级商务部门和

省级财政部门将所属企业、单位报送的纸质申请材料于2021年8月

31日前汇总上报商务部和财政部’未按规定时问送达的’不予受

理。商务部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审’将审核合格项目作为安排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依据’并将审核合格项曰通知中央有关单

位、相关省级部门·

采取因素法分配的资金’请各省级财政部门和省级商务部门根

据《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印发〈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企〔2014〕36号）、《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财行〔2016〕480号、财行〔2019〕

91号）、《商务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用好内外贸资金支持稳

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商办财函〔2020〕98号）及本通

知规定（以下简称《办法》及通知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规范

完善具体资金使用细则’更加聚焦重点产业或特色产业’注重发挥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贸试验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各类贸易产业

集聚区及链主企业、领军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外经贸高质量

发展°各省级财政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直接将资金分配至项目

单位’或分配至下级财政部门由其具体安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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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使用负面清单.

1不得用于禁止性补贴’补贴条件不得包括出口实绩或进口

替代等.

2.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包括发放公务人员工资、奖金、劳务

费、津补贴等。

3.不得提取工作经费’包括项目评审费用、审计费用、绩效

评价费用、公务人员差旅费等·

4.不得用于征地拆迁、楼堂馆所建设装修等开支°

5.同一项目不能重复申报、多头申报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6.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

（三）资金使用监测°

中央有关单位、省级商务部门和省级财政部门将所属企业、

单位报送的资金申请’通过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网络管理系统（网

址https:／／eⅢanage.ⅢofcoⅢ.gov.cn）填报申请材料’同时在规定

时间内上报纸质申请材料（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市场事项仍由各地

企业通过网址https:／／zxkt.ⅢofcoⅢ.gov。cn填报申请）。对采取因

素法分配的资金’各省级财政部门和省级商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

组织开展资金申报、审核、公示｀拨付等工作·在资金分配、拨

付过程中’省级财政部门和省级商务部门必须全面及时掌握下级

部门和项目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把握好资金使用节奏’切实加

强绩效目标管理、监督检查和追踪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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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全过程绩效管理

为加强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工作’切实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中

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

号）等文件规定’中央有关单位、各省级商务部门和省级财政部

门应结合年度预算规模’设定项目绩效曰标、区域绩效目标及相

应的绩效指标’按时开展绩效评价’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一）绩效目标设置·

采取项目法分配的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随同资金同步下

达’由项目单位结合工作实际情况设定项目具体目标值’中央企

业绩效目标由一级预算单位审核汇总后于7月31日前报商务部和

财政部;地方企业绩效目标由省级商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审

核汇总后’报送商务部和财政部’以上材料需同时抄送财政部当

地监管局。商务部对各单位报送的项目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并提出

意见’商财政部后对需要修改的绩效目标向有关单位反馈。

采取因素法分配的资金’区域绩效目标随同转移支付资金同

步下达’由省级商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参照上年实际发生值

等设定本年度区域绩效具体目标值’并于7月31日前报商务部和财

政部·商务部对地方报送的区域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

见’商财政部后向地方反馈。绩效目标相关材料应同时抄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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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当地监管局·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省级商务部门参照中央做法’

将省级分配下级财政部门具体安排使用资金的绩效曰标及时对下

分解’做好省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各省级商务和财政部门应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上

年度完成实绩’科学编制绩效目标。一是全面准确’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专项资金政策目标、使用方向等管理要求’能够体现本

地区工作重点’内容全面完整°二是细化量化’从数量、质量、

时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细

化’尽量进行定量表述’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可采用定性表

述’但应具有可衡量性。三是合理可行’绩效目标以及为实现绩

效目标拟采取的措施符合客观实际’能够在一定期限内如期实现°

四是匹配适当’绩效目标要与计划期内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与预算确定的资金规模相匹配。

（二）绩效监控和评价·

审核后的绩效目标作为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的依据°中

央有关单位、各省级商务部门和省级财政部门在组织预算执行中’

应对照绩效曰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及时纠正偏差’确保年度绩

效目标如期实现°年终’中央有关单位对经备案确定的项曰绩效

目标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各省级商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

对照经审核确定的绩效目标’以及本省分解下达至市县的区域绩

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组织开展绩效目标自评工作。绩效自评

部当地」

将省级夕

分解’｝

各↑

年度完贞

律法规、

地区工↑

时效、么

化’尽造

述’但Ⅱ

效目标扎

四是匹酉

与预算碌

（二

审杉

央有关年

应对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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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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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在确保真实、准确的基础上’于2022年3月31日前报送商务部、

财政部’同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三）绩效评价结果反馈与应用°

商务部对中央有关单位及各地绩效自评结果进行审核、分析’

形成2021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并对绩效自评

结果进行反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处理意见’有关绩效自

评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资金分配的重要参考。

四｀其他要求

（一）中央有关单位、各省级财政部门和省级商务部门应当

严格按照《办法》及通知规定安排使用资金’认真组织好所属企

业、单位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项目库建设、全过程绩效管理、

资金申报及审核等工作’同时做好政策宣传及指导’确保符合条

件的企业、单位及时了解相关政策规定°

（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

金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70号）、《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

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5〕15号）、《商务部

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用好内外贸专项资金支持稳外贸稳外

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商办财函〔2020〕98号）要求’为进一步

提高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效率’对2020年度当年结转资金及

2021年度资金（包括提前下达资金）’各省级财政部门可在规定使

用范围内’按照本年度工作要求和本通知规定’结合稳外贸稳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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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工作需要’调整优化具体支持事项’加大资金统筹使用力度°

要加强项目储备’建立完善项目库’做好资金与项目的衔接’切

实加快预算执行。对2020年度前累计结转结余资金’各省级财政

部门应会同同级商务部门向财政部、商务部进行书面报告°

（三）各省级财政部门和省级商务部门应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29

号）要求’对本地区支持外经贸发展的资金政策进行系统梳理’

加强合规性评估’及时修订不合规的文件。

（四）中央有关单位、各省级财政部门和省级商务部门要担

负起资金管理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管。违规使用专项

资金的’将根据《办法》及通知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五）各省级商务部门和省级财政部门应于2021年7月31日前

将本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具体使用细则报送商务部和财政

部’于2022年3月31日前将本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包括资金到位情

况、支持项目明细、资金使用效果、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等）报

送商务部和财政部’同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有关材料报送

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资金分配、开展监督检查的重要参考°

本通知未尽事宜按《资金办法》规定执行’特殊事项另行通知°

｜
｜
｝

｜
『

｜
附件: L2021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进口贴息事项申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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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企业进口贴息项目支出绩效曰标表

3.中央企业进口贴息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4.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5.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自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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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O21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进口贴息事项申报指南

■

』

Ⅲ

■

』

Ⅲ

-｀企业申请条件

（一）符合《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印发〈外经贸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14〕36号’以下简称《资金办

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以一般贸易方式、边境贸易方式进口列入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商务部发布的《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2016年版）》

及根据形势变化印发的新版《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中的产

品（不含旧品）’或自非关联企业弓｜进列入《目录》中的技术。

（三）进口产品的申请企业应当是《进口货物报关单》上的

消费使用单位;进口技术的申请企业应当是《技术进口合同登记

证书》上的技术使用单位。

（四）进口产品应当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

日期间完成进口报关（以海关结关日期为准）;进口技术应当在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问执行合同’并取得银

行出具的付汇凭证°

（五）技术进口合同中不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

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1号）规定的条款。

（六）进口《目录》中“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项下的设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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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2012年调整）》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

第83号）。

（七）符合以上条件的进口产品及技术总额不低于50万美

元。西部地区的企业’该标准可降至20万美元°

二｀支持方式

对符合以上条件的进口产品及技术给予贴息方式支持·贴息

标准如下:

（一）贴息本金°以符合规定条件的产品或技术的进口金额

乘以人民币汇率计算。申请项目汇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1

年6月30日人民币汇率中问价为计算依据·

（二）贴息率。按照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1年6

月30日前最近一期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三）贴息金额。按照贴息本金乘以贴息率计算’每户企业

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对贴息总额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地区

和中央企业不予安排贴息资金·

三｀填报材料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申请文件’包括:企业基本情

况、进口用途、预计可产生的效益、项目绩效目标（工作和目标

完成情况）等°

（二）《2021年进口贴息事项申报说明》（附表1-1）及电子

数据。

（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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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1年进口贴息事项申请表》（附表1—2）及电子数

据。

（五）进口产品订货合同或技术进口合同（复印件’非中文

版请提供中文翻译）°

（六）进口产品的’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

报关单》（企业留存联复印件或打印件）.

（七）进口技术的’需提供《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书》、《技

术进口合同数据表》及银行出具的注明技术进口合同号的付汇凭

证（复印件）。技术使用单位与付汇单位不一致的’需提供双方

的代理合同。技术进口额是指通过转让、许可、委托开发、合作

开发、技术咨询等方式自非关联企业弓｜进《目录》内技术所支付

的技术费金额（不含设备、培训、调试、差旅等费用’不含以年

度销售额、利润等为基数按比例支付的技术弓｜进费）°付汇凭证

上请注明技术引进合同号、技术名称和符合贴息条件的付汇金

额。

（／＼）进口“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项下的设备’需提供《国

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或海关出具的《适用鼓励类

产业政策条目确认通知单》’含进口设备清单’复印件）、《进出

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复印件）及《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

如因关税为零无法获得免税证明’可不提交免税证明’但应在申

请报告中说明有关情况;属于《目录》第三部分‘‘鼓励发展的重

点行业’’中“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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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开发设计中心、科研中试基地、实验基地建设”的’申报

时不需提交《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但需提交科

技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国家级研究中心的认定文件·

（九）重要装备有技术参数要求的’需提供列明商品技术参

数的进口合同或产品说明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十）引进技术的应说明是否从关联企业引进’企业更名的

应说明相关情况并附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四｀申报材料上报与审核

（一）有关中央企业将申报材料（一式二份）报送到所属中央

部门（机构）’有关地方企业将申报材料报送到所在省级商务部

门（一式两份）和省级财政部门（一式一份）。

（二）有关中央部门（机构）’各省级商务部门和省级财政

部门应按照《资金办法》和本通知的要求’认真审核所属企业申

报材料°审核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L在审核企业提交的复印件材料时’需核对材料的原件’经

核对无误后’原件退还企业°

2.对“鼓励进口的重要装备”’应按照《目录》列明的商品

名称、商品编码和技术参数逐项判定;未列明商品编码的’按商

品名称和商品功能判定;成套设备分散报关的’申报产品应为成

套设备的组成部分;对“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项下进口的设备

和零部件’申报产品应列入《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

所附的进口设备清单’且属于《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认定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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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进口产品;因关税为零无法获得免税证明的’核实产品未列

入《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

（三）有关中央部门（机构）’各省级商务部门和省级财政

部门（不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于2021

年8月31日前将本部门（机构）或本地区进口贴息申请报告、

《2021年进口贴息事项汇总表》（附表1-3’含电子版）报送至

商务部（外贸司）、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将通过本单位审核

的企业上报材料汇总报送至商务部（外贸司）°同时’通过外经

贸发展专项资金网络管理系统上报以上电子数据。

（四）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按

照《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运用进口贴息政策支持新疆

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商产函〔2011〕1135号）并结合本地

区实际进口符合规定产品情况执行有关政策。

2021年进口贴息事项申报说明

2021年进口贴息事项申请表

2021年进口贴息事项汇总表

附表

附表

附表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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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

2021年进口贴息事项申报说明

｜申请企业名称

省市企‖注册地法定代表人姓名

个业性质

邮政编码通讯地址

申请人郑重声明如下:
1、申请人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 页;
2、申请人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合法经营;
3、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单证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4、申请人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5、申请人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

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签名）

申请企业盖章:

日期: 年月 日

开户银行账户户名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开户行地址开户银行名称

联系电话企业联系人

移动电话电子邮件

联系传真
■

说明:

1、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栏必须手签使用名章无效;
2、若由授权人签署’需提交由法定代表人手签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书原件;
3、银行账户信息必须为公司账户’用于拨付贴息资金’务必正确填写;
4、企业性质;国有、集体、民营、三资、研究院所、高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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橇
啤
引
剃

…
≈
帐
套
匡
箍
国
吾

干
胃
恨
＝
—

｜
～
←
涵
、

巾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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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央企业进口贴息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中央企业进口贴息事项

［128］商务部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及代码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拨款
项目资金情况
（万元）

上年结转

｝

｜
｜

｜

‖

‖

｜
P

｜

｜
0｜

｜
｜
｜
｜

‖

｜
）

其他资金

鼓励扩大先进设备、技术、关键零部件等进口。
支持企业在进口先进设备、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基础上’开展产品或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目标1:

目标2:

升级.

年度总体

目标

绩效目标三级指标

带动设备、技术、零部件进口金额（万美元）

进口设备、技术、零部件的条目数量（条）

预算执行率（％）

二级指标＿级指标

2020年实际进口额

2020年实际数量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标指出产

100％时效指标

进口设备、零部件后出产的最终产品国产化
率（％）＊

绩效指标 按实际比率社会效益

进口设备、技术、零部件后出产的最终产品
单位附加值（万元）＊

同比增长社会效益

｜
｜
｜
｜
｜
｜
｜

效益指标

提升
—

积极

进口技术后提升现有技术水平＊

对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

社会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预算执行率是指已使用的中央财政资金占中央财政下达金额的比例°
加“＊’’的三级指标为选填指标’各单位至少需选填1项指标°
其他资金是指企业自身投入进口先进设备、技术、关键零部件的金额°

备注: 1
2
3

｜



卞
碰

捍
卞
囤
陛
搔
脂
卡窒

诞
ˉ
搔
服
隆
燃
蝗
匝

—
◎
司

储
仁
幂
＿
埋
奉
氧
仁
蒸
母
剁
撼
蜒
屋

坦
褂
翟
儡

吕
蹄
吨
捏
口
氧
昌
铝
嵌
任
｜
峭
鹏
肾
钞
醚
狐
蹈
聪
幸

懈
途
Ⅷ
攘
蹋
疆
似
匝
答
啤
蟹
□
挝
尝
销
甜
丹

卞
唾
＿
垣
封
强
煌
删
＿
埋
蝗
靶
翘
肚
＿
逛
卞

°
中
紫
｜
嚣
疑
啪
锤
雹
中
赃
途
皿
蝗
靶
慧
螺
°
迎
甜

°
曝
鞘
星
堂
晕
龄
掣
柑

→
摄
螺
°
掣
甜

回
坚
匝

司
蝗
匝

啊
氟
些
碟
滑
吕
吕

斜
丑
煌
础
暗
曰
自

业
枷
封
墨

匠
叶
吕
吕
迢
曰
吕愿

口
辑
隆
删
叶
自
吕

撂
筒
晤
礼
腿
津
＾
马
害
喇
星
苹
晕
删
掣
柑
属
餐
揖

°
口
辑
诽
拄
锥
脚
掣
帐

＾
刨
册
忌
◎
巴

审
鞘
岭
曰
吕

嘿
隧 ·

厚
丑
疆
爆
绷
划
长
国
叠
蛊
任
呕
嚼
靶
闰
窘
钳
丹
涅
匿
埋
旧
疆
骋
毗
褂
仁
霜
醚
屋

◎
◎
胃

晕
啪
胆
田
囚
旦

骡
隆
鄙
叮
蜒
霉
诞
ˉ
嗅
一
都
屡
肄
皿
氰
螺
霉
料
长
骋
霉
昌
绢
咋

正
＝
晕
龄
掣
柑
′
餐
鞘
′
蝉
强
氧
翠
□
氢
吕
辑
卵
皿
昌
斜
靶
峭
媚
靶
二
摔

°
缝
骋
冒
～
缨
剁
雕
急
删
坦
褂
咋
＾
蝗
骋
蜒
遇
轻
蝗
骋
蝗
靶
愚
川
＾
碟
慧
吕

◎
■

山
回

坚
皿
肆
撂

媚
鹃
三
煞

撬
鞘
娟
鹅
闺
琶
串
厉
＿
丝
母
怜
菩
衅

…
篇
涵
、
想
蛔
翅
叶

山
臼

＾
卞
◎
巴
吾
溅
岳

望
鹏
醒
撑
凰
草
撑
昌
札
巨
圃
。
贾

器
＾
假
阻
…

迎
吕
雪
坦
册
唱
礼
鞠
峭
星
礼
羽

但
茸
锰
删
′
倡
鞘
′
驱
蛆
□
辑

铅
剧
厅

诌
喂
鞘
仰
冒
审
骡
四
餐
坦
□
辑

升
＾
琶
斜
翠
扎
田
唱
扎
翱
暇

疆
札
雪
山
兰
晕
腑
′
咆
蝎
口
想

＾
假
洲
仁
…
漏
州
□

搁
茸
锥
胁
′
喂
鞘
′
蛔
蛔
渭
菲

＾
张
…
喇
氧
皿
张

疆
羊
锰
卿
′
餐
鞘
′
咆
鳃
□
辑

缝
靶
尉
川

°
翱
审
逞
笔
霉
坍
昌
扎
渭
掣
＾
瞩
石
喂

′
咖
强
巍
脂
□
氧
惮
司
鹊
鞋
锅
亩
肄
皿

′
书
鞘
′
咖
怒
剩
般
假
挣
逼
橱
肖
蝗
回

＾
卞
◎
巴

蝗
靶

雪
髓
蹦
靶
屉

＾
卞
◎
巴
蝗

靶
相
摄
小
＃

尔
唾
ˉ

＾
卞
◎
巴

蝗
靶
喇
氯

蝗
靶
斟
‖
＿
缝
靶
爵
｜

虐
笔
赵
巨
辗
枷
州

橇
耶
匝
冒

＾
假
惺
…
媚
鞘
匝
旨

＾
奄
◎
岂

蝗
靶
相
撼

＾

札望靶埠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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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

皿
遣
鸿
翅
肚

苛函回司
…
坦
啦

…
钾
＝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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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l年度）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商务部
｜ 项目名称
｜ 中央主管部门名称

Ⅱ
■
■
■
』
‖
□
｜
｜
〗
〗
Ⅶ
■
■
■
■
■
】
〖
』
〗
』
‖
‖
曰
刁
叮
〗
■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商务厅
（局、委）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下达资金总额

省级主管部门省级财政部门

资金情况
（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地方资金

｜
』
『
卜
‖
》
‖
｝
侣
日
巴
■
区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卜
｜
‖
β
‖
‖
‖
■
■

促进外贸稳中提质,鼓励优进优出,优化贸易方式和外向型产业布局完善外贸公共服务°稳住外贸基本盘.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优化服务进出口结构,发挥重点地区示范弓｜导作用
鼓励高质量引进外资,优化外商投资环境,高标准建设区域开放平台。稳住外资基本盘.
推动高水平走出去’加强贸易投资融合’提升对外投资服务质量°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目标4

体凸
烂
怀

度
目

年

指标值三级指标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外经贸项目数量:请各地根据实际支出方向分
类备注各类项目数量（个;如:中小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进
口贴息数量、对外投资合作项目等）

获得外经贸领域公共服务的企业数量:请各地根据实际服务内容分
类备注各类企业数量（户;如;经开区—站式服务平台服务企业数
量等）

获得支持的中小外贸企业外销收入增速（美元,下同）

二级指标＿级指标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数量指标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
｝
0

‖

■

「

｜
｝

｜
｜

‖

p

｜

｜

｜

｜
｜
｜

｜
卜

｜
｜
｜

｜
0
0■
伪

‖

产出指标

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0％

100％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省级拨付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比例（％）时效指标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新增外贸活跃度高的中小企业数量（户）

获得支持的项目带动重要产品和技术进□额:请各地根据实际品类
备注金额（如:带动重要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额带动技术迸口
额）

获得支持的项目带动信贷保险支持金额（万元’人民币）＊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绩效指标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中西部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比（％）＊

获得支持的边合区迸出口总额＊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额规模＊

拉动茧丝绸行业投资（万元,人民币）＊

获得支持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国家级园区利用外资占该省份利用外
资总额的比重:请各地根据园区分类备注利用外资占比（％;如:
获得支持的国家级经开区利用外资、获得支持的自贸试验区利用外
资）＊

带动欠发达地区进出□额增长比例（％）＊

获得支持的中小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数量（人次）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内企业外贸发展环境

经济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环境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积极影响对外经贸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外经贸企业满意度:请各地根据实际服务内容
分类备注各类企业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不低于85％满意度指标

备注:

L三级指标中加“:!:”的指标为个性指标,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指标设置;其余为共性指标,各地必须设置’
2“指标值’’＿栏中采用“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等表述的指标值’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关于2021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重
点工作的通知》,待有关部门审核确认后’另行发文通知地方’同时抄送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3.资金使用合规性指中央财政已下达专项资金扣除发现审计问题资金后的金额占中央财政已下达专项资金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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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主管部门｜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商务部

｜资金使用单位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商务厅（局、委）地方主管部门

预算执行率（B／∧）全年预算数（B）全年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资金情况

（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金年实际完成情况总体目标

目标1:促进外贸稳中提质′鼓励优进优出,优化贸易方式和外向型产业布
局》完善外贸公共服务.稳住外贸基本盘.

目标2: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优化服务进出□结构,发挥重点地区示范弓｜

导作用。

目标3:鼓励高质量引进外资｜优化外商投资环境,高标准建设区域开放平台
.稳住外资基本盘.
目标4:推动高水平走出去′加强贸易投资融合’提升对外投资服务质量·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目标］

目标2

目标3
目标4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当年实际发生

值

上年实际发生

值
指标值三级指标-级指标 二级指标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外经贸项目数量:请各地根据

实际支出方向分类备注各类项目数量（个;如:中

小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迸口贴息数量、对外
投资合作项目等, 10分）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数量指标
（35分）

获得外经贸领域公共服务的企业数量:请各地根据

实际服务内容分类备注各类企业数量（户;如:经
开区-站式服务平台服务企业数量等, 25分）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产出指标

（60分）

获得支持的中小外贸企业外销收入增速（美元’下
同; 7分）

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质量指标
（15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全部资金打｜除发现审计问题资金

占比后的比例; 8分）
100％

时效指标
（l0分）

省级拨付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比例（‰10分） 100％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新增外贸活跃度高的中小企业数量（户）

获得支持的项目带动重要产品和技术迸口额:请各

地根据实际品类备注金额（如:带动重要装备利关
键零部件进口额、带动技术迸口额, 10分）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获得支持的项目带动信贷保险支持金额（万元人
民币）＊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绩效
指标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中西部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比（％）＊

经济效益指

标（22分）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获得支持的边合区进出口总额哮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额规模蓉

效益指标
（30分）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拉动茧丝绸行业投资（万元,人民币）＊

获得支持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国家级园区利用外资

占该省份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请各地根据园区分

类备注利用外资占比（‰如:获得支持的国家级经
开区利用外资、获得支持的自贸试验区利用外资）＊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带动欠发达地区进出口额增长比例（％）＊

社会效益指
标（6分）

不低于上年实际发生值获得支持的中小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数量（人次）

环境改善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内企业外贸发展环境（1分）

可持续影响

指标
（2分）

积极影响对外经贸行业未来可持续发晨的影响（2分）

满意度

指标（10
分）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10分）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外经贸企业满意度:请各地根
据实际服务内容分类备注各类企业满意度（10分）

不低于85％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写无。说明

备注:

I.为鼓励各地把握好资金使用节奏安排到具体项目的预算执行率与序时进度比较,按季度进行考核·例如:中央财政下达专项资金3个月’地方安排到项目的进
度应大于等于25‰下达6个月,地方安排到项目的迸度应大于等于50‰
2绩效目标的各项三级指标中』加“＊”的指标为个性指标,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指标设置绩效目标和相应分值;其余为共性指标,各地绩效目标设置
必须包含所有共性指标,其中己明确分值的不得更改·

3.各地统一按照评价标准开层自评｀按当年实际发生值占既定评价标准的比例乘以权重计算得分’最高不超过该项权重满分分值。
4.自评表中需要与全匡｜平均水平进行对比的指标’由地方填报当地实际值’商务部测算平均水平后统-赋分。



信息公开选项: 不予公开

抄送: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2021年6月29日印发财政部办公厅

｜｜露瞬撼镶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