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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发展内贸促消

费资金（以下简称“省商务发展内贸促消费资金”）用于促

进我省内贸工作创新发展。主要支持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商贸流通标准化试点城市建设、重要产品流通追溯

体系建设、拓展内销市场等事项。

2018 年至 2020 年省财政预算安排省商务厅发展内贸促

消费资金共 23720 万元。其中 2018 年安排 11900 万元，2019

年安排 7170 万元，2020 年安排 4650 万元（详见表 1）。

表 1:2018-2020 年发展内贸促销费资金预算安排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年度 2018 年 2019年 2020 年

电子商务发展 4500 6000 4250

商贸流通标准化试点城市建设 3500

重要产品流通追溯体系建设 3000

拓展内销市场 900 1170 400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2018-2020 年省财政累计下达

省商务厅发展内贸促消费资金 23,720 万元，考虑到 2020 年

4650 万元专项资金在本次评价基准日刚下达不足一个月，未

形成实际支出，本次评价金额以 2018-2019 年为主，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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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0 万元。受工作调整影响，省财政厅于 2018 年底、2019

年底分别收回 311.8 万元、390.47 万元，调整后共计

18367.73 万元。已分配资金 18367.73 万元，占实际安排额

度 100%；已支出（拨付至企业等用款单位）11706.48 万元，

实际支出率 64%。

二、绩效指标分析

（一）投入分析。投入方面指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分

19.8 分。

1.项目立项。专项资金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粤府办

〔2016〕24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

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6〕12

号）、商务部等 5 部门《商贸物流发展“十三五”规划》、《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办发〔2015〕95 号）、《广东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

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32 号）、《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的通知》（国办发〔2018〕93 号）、《广东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广东省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工

作方案（2018 - 2020 年）>的通知》（粤扶组〔2018〕26 号）、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促进广货内销专项行动方案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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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粤商务交字〔2015〕7 号）等重点任务设立，用于促消

费扩内需，支持拓展内销市场，推动消费升级，支持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建立

内贸流通发展指标体系，加快内贸工作创新发展。专项预算

编制经资金管理处室研究资金具体使用方向、支持对象、支

持内容和范围、总体绩效目标等，提出专项资金需求，由厅

综合以往年度资金执行情况及下一年度工作目标统筹汇总，

形成下一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安排草案，报请厅领导批准后报

送省财政厅。根据省财政厅下达给我厅的专项资金预算控制

数结合项目储备情况，结合资金管理处室提出的预算变更、

调整意见和项目申报、项目库储备情况，提出专项资金安排

总体计划，经厅长办公会议审定后办理报批手续。由于受项

目储备不够精准等因素影响，资金最后执行情况未能按照预

期进行，扣减计划安排合理性 0.2 分。

专项按照实施内容和进度设定了三年的总体绩效目标和

阶段性目标，包括资金支持各项事项的预期产出和达到的效

果，涵盖了产出指标（数量、质量指标）、效益指标（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指标），定性定量结合，目标完整、合理、

可衡量。

2.资金落实。

（1）资金到位。2018-2020 年省财政厅下达省商务厅发

展内贸促消费资金专项资金共 23,720 万元，分别以粤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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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68 号文、粤财工〔2018〕22 号、粤财工〔2018〕

308 号、粤财工〔2019〕17 号、粤财工〔2020〕7 号等文件

下达了资金，资金到位率 100%。上述资金除 2020 年保留省

级审批权限的拓展内销市场事项工作尚未开展外，其余资金

均已及时拨付到位。

（2）资金分配。2018-2020 年省商务厅发展内贸促消费

采取项目法、因素法分配：

拓展内销市场事项采取项目法分配，按项目申报、汇总、

初审、组织评审、审核、研究明细分配计划、公示、下达项

目计划通知、省财政厅按财政预算级次拨付资金等环节完

成。

2018 年商贸流通标准化建设试点事项采取因素法分配，

2017 年 7 月 11 日，我厅下发《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 2018

年商贸流通标准化建设试点事项申报指南的通知》（粤商务

建函〔2017〕330 号）组织发动流通标准化省级试点城市的

申报工作。至申报截止日收到梅州、江门、茂名、阳江等 10

个地市（单位）申报材料共 12 份。经组织评审，根据综合

得分选取排名靠前的梅州、阳江、湛江、韶关四市作为 2018

年我省推广商贸流通标准化的试点城市。按照申请入库金额

不超过其申请额，且不超过拟投资额 30%的原则，每个试点

城市安排 875 万元，共 3500 万元。

2018 年度重要产品流通追溯体系建设事项采取因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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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将各地市 2017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情况、批发及农贸

市场情况、屠宰场（厂）情况作为主要分配因素设置权重值，

同时设定肉菜节点建设与省平台对接差别系数、资金使用率

差别系数、地区差别系数。根据综合得分安排 3000 万元至

13 个地市。

电子商务发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事项按照《关

于开展 2018 年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

（粤商务电函〔2017〕131 号）和省商务厅《关于申报 2019

年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通知》（粤商务电函

〔2018〕86 号）、《001-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开展 2020 年省级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粤商务电函〔2019〕

72 号）等程序最终确定的省级示范创建对象安排资金，2018、

2019、2020 年分别对 9 个、12 个、17 个示范县拨付了资金。

（二）过程分析。过程方面指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分

分 16.84 分。

截止评价基准日，2018、2019 年省商务厅发展内贸促消

费专项资金年初预算安排 19070 万元。受商务交流工作涉及

的个别活动规模压减及工作调整等原因影响，省财政厅于

2018 年底分两笔收回 2018 年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拓展

内销市场）的 100.93 万元、210.89 万元，2019 年底收回 2019

年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拓展内销市场）390.47 万元，调

整后共计 18367.71 万元。实际支出 11706.48 万元，支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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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扣减 2.16 分。

省商务厅严格按照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财

政资金申请、调整履行了向省财政厅报批手续，按照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及申报指南的规定要求，专项资金的申报、汇总、

审核、组织评审、集体研究、公示、下达项目通知、资金拨

付等环节，项目单位在组织项目申报编制、立项、预算审核、

实施招投标或政府采购、实施建设、完工审核验收、办理结

算支付等环节工作规范，措施到位。资金由省、市财政部门

按照财政级次支付各项目单位，各用款单位均严格按照有关

财务制度审批支付资金，支出明细账清晰，未发现超范围、

超标准支出，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情况，会计核

算规范，严格执行财会制度，专账核算，支出凭证合规有效。

2018、2019 年度，省商务厅对分管的省级专项资金采取

绩效自评、结合日常管理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委托第三方专

项检查及绩效评价等形式开展监督检查。一是预算年度结束

后，按照省财政厅统一部署工作，全面开展绩效自评，专项

资金绩效自评实现全覆盖；二是各业务处室结合各自管理职

能及要求跟踪分管资金的落实情况，开展各项督导检查。如，

2018-2019 年，电商处定期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开展现场督导检查；三是财务处对专项资金管理委托第三方

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和绩效评价，如 2019 年抽取了拓展内销

市场开展监督检查；四是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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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如每月各资金使用处室对管理的资金统计各地市实际支

出进度，及时跟踪要求各单位按预设绩效目标推进进度，督

促资金使用和落实。但个别项目存在对地市政策指导不够，

实地检查调研偏少，对资金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现不够

及时，扣减 1 分。

（三）产出分析。产出方面指标分值 30 分，自评得分

30 分。

发展内贸促消费资金按照资金具体使用用途细化为电

子商务发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商贸流通标

准化试点城市建设、重要产品流通追溯体系建设、拓展内销

市场等事项，设定了整体目标和各事项 2018、2019 年预期

年度产出目标“各地区扩大重要产品追溯节点”、“组织参加

拓展内销市场重点经贸活动的场次”、“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数量”、“省委、省政府主办或重点交办的经贸活动完

成率”、“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促消费、拓内

销活动举办”、“综合物流成本”指标均已完成预期目标。截

止 2019 年底，各地区扩大重要产品追溯节点达 2398 个，比

2017 年 153 各节点增加了 14.67 倍；2018、2019 年组织参

加拓展内销市场重点经贸活动均 11 场，100%完成省委、省

政府主办或重点交办的经贸活动，活动举办达到预期效果；

2018、2019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数量分别为 9 个、

12 个，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354.7 亿元，同比增长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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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行政村建设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达到 70%以上，其

中省定贫困村实现全覆盖，物流快递企业的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示范县建设符合预期效果。

（四）效益分析。效益方面指标分值 30 分，自评得分

30 分。

效益指标设置了“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同比增长率”、

“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省际间经贸交流”、“参会参展企业

数量”等指标，均已完成，通过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促进了居民消费，实现了农民增

收。据统计，2019 年 21 个示范县农产品网络零售总额 20.29

亿元，同比增长 26.81%，截至 2019 年 12 月，2018 年的 9

个示范县共建成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9 个、村级服务站点

1340 个（含省定贫困村 288 个），组织电商培训 584 场 48,005

人次（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7,607 人次），2019 年的 12 个

示范县仍在项目建设期，按计划将在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

项目建设。2018-2019 年每年与国内兄弟省区市开展商务交

流活动均超过 10 场，每场参会参展企业超 20 家以上。实施

单位使用标准化托盘、叉车作业、标准化货架进行作业后，

综合物流成本达到下降 10%的水平。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18-2019 年发展内贸促消费资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流

通发展和扩大消费。项目围绕省委、省政府深化改革总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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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扩内需促销费稳外贸总体工作要求，在推动构建安全透

明的食品生产消费环境、以标准化托盘为中心的物流体系和

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方面取得了成效；通过开展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促进了居民消费，实

现了农民增收；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商务工作会议精神，深入

推进省际间经贸往来，加强广货展销推广，提高广货内销市

场占有率。但资金管理方面还存在改进空间，自评得分：

96.64，等级为“优”。

四、资金使用绩效

（一）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大力推动消费升级。大力推

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全省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

系日益完善，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

额同比大幅增长，增幅达 30%以上。开展促销费“广货品牌

推广、拓展省外市场专题”研究。形成了工作思路并提出了

推动广货品牌拓展省外市场的促消费政策措施。完善城市配

送服务体系，“标准化托盘共享”经验列入全国内贸流通体

制改革典型经验。使用标准化托盘、叉车作业、标准化货架

进行作业大幅减少了装卸和接货时间，装卸效率提升 2 倍以

上，采用带板运输后配送全程衔接，零售端接收时间减少 20%

以上，农产品标准化流通后，损腐率降低 25%左右，减少了

成本，标准化信息系统的应用，行业理货时间减少，准确率

提升，对下级配送点的理货出错率减少 12%左右，效率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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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优化市场消费环境，完善肉菜中药材等重要产品追溯

体系建设。建成省重要产品追溯平台，率先实现全省 20 个

市肉菜等重要产品追溯平台数据接入到国家平台。首创“一

品一链”追溯模式，以食品、食用农产品、中药材等 3 大类

重要产品为切入点，鼓励企业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食品生产

经营全过程可追溯，建立从生产、运输到销售全生命周期追

溯流程，实现食品、食用农产品全过程追溯管理，打造以追

溯为重点的广东食品安全名优品牌。截止 2020 年 2月 29 日，

省重要产品追溯平台现有备案主体 35,695 个（家），追溯品

类 354 种，种植基地 88 个、养殖企业 13 个、生产加工 12

个，屠宰企业 159 个、批发市场 280 个、标准化菜市场 454

个、超市卖场 795 个、团体采购单位 597 个。全省重要产品

追溯平台共汇集各市数据 32,386,420 条，向国家平台报送

数据 25,558,453 条。

（二）推进商务精准扶贫和经济协作，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深化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农村电商培训力度逐年加大，

电商助力脱贫攻坚成效日益突显。制定出台《广东省农村电

商精准扶贫工作方案（2018-2020 年）》，该方案明确以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为抓手，以全省 2,277 个省定贫困

村相对集中区域为重点区域，建档立卡贫困户为重点对象开

展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工作，提出我省电子商务助力脱贫攻坚

的具体目标与主要任务，为下一步开展农村电商扶贫工作作

出具体要求。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的 9 个示范



- 11 -

县共建成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9 个、村级服务站点 1340

个（含省定贫困村 288 个），组织电商培训 584 场 48,005 人

次，全省 21 个示范县共培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9,609 人次，

实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培训率达 50%以上，带动贫困人

口增收 2785.52 万元，辖区内行政村建设村级电子商务服务

站点达 70%以上，其中省定贫困村实现全覆盖；物流快递企

业的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100%；有效助力脱贫攻坚。积极开展

省际商务交流合作。深化广东—黑龙江对口合作，作为主宾

省参加第六届中俄博览会，会同黑龙江举办中国（广东、黑

龙江）—俄罗斯（远东）经贸合作圆桌会。积极推进东西部

扶贫协作，组织 200 多家广东企业赴广西、云南、贵州等地

开展 8场扶贫协作投资考察活动。与广西商务厅共同制定《粤

桂两省区商务扶贫协作框架协议和工作清单》。大力支持援

疆、援藏、援川（甘孜州)工作。加强与黑龙江、甘肃、吉林

等重点省份经贸合作，与甘肃、吉林两省商务厅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组织广东企业参加兰洽会、哈洽会等重点省际经贸

活动，推动广药集团等重点项目签约落户当地。厅对口帮扶

经验在粤桂扶贫协作工作现场会作经验介绍。组织广东企业

赴四川甘孜州开展产业对接，在西藏林芝举办桃花节招商推

介会，赴喀什开展产业援疆对接活动。

五、存在问题

2018-2019 年发展内贸促消费专项资金实际支出进度偏

低。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一是资金谋划不足，项目储备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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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期工作不完善，如拓展内销市场部分未使用完资金退回

省财政厅，商贸流通标准化试点城市建设下达地市的资金量

与项目申报数量不匹配；二是个别地市未能准确把握资金实

施内容与政策支持，导致资金进度缓慢，部分项目选择了不

适合的进行试点，项目验收不通过的结果。三是资金使用效

率偏低。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事项，部分县（市）在

获评示范县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工作节奏偏慢，2018 年

支持的示范县在当年主要开展项目论证、招投标等工作，资

金支出基本集中在 2019 年，部分资金须待项目完成验收后

才支出。2019 年的 12 个示范县仍在项目建设期，影响了资

金使用效率；重要产品流通追溯体系建设事项由于肉类蔬菜

流通追溯体系建设项目是系统工程，建设周期长，任务多，

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难度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的使

用进度。

六、相关建议

（一）加强项目储备工作，提前统筹谋划资金使用。以

项目为导向，严格控制把关，先入库再预算，提高预算的精

准度。

（二）加强对地市的指导和督促。采取现场指导、制定

绩效考评方案等措施，有效推进地市的实际进度。

（三）对内贸项目，目前事前支持容易因市场、土地、

经营思路等情况变化导致项目实施内容变化，可思考采取事

后支持的方式。针对某一市场基础薄弱、须引导扶持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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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五年规划或中长期政策文件，从第二年起，连续对前一

年的引导建设项目进行事后奖补，既有利于项目库建设，也

有利于优化资金执行效果。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期为两年，即

2019 年的示范县要到 2021 年才进行绩效考评。因此各县在

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均以 2020 年底为项目完成时间节点。

由于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专项资金为项目建设资

金，为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各示范县普遍采取分阶段验收后

再拨付的付款方式，因此在项目建设初期，多数示范县仅有

少量建设启动资金支出，无法用统一的资金拨付进度指标来

衡量各县绩效情况。建议在考核资金使用进度时，可酌情参

考各示范县实际签订的委托项目合同金额，而非实际支出金

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