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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

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4号）指出：要坚持

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

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集成、转化，培育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通过试验示范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更好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走质量兴农之路。

项目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区域企业技术引进、研发、

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网络化的研发体系，

创建若干面向园区、行业乃至社会中小企业的创新技术服务

中心，为牡丹产品生产、科技开发、技术支持与推广、商务

办公、信息咨询以及人才培训等功能于一体搭建平台，带动

优势产业整体技术升级，促进区域人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和

优化组合，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增强企业群体的核心竞

争力，推动牡丹产业集群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加快产

业集聚步伐。

（二）资金情况

项目计划总投资 10000.00万元，其中，项目单位自有资

金 4000.00万元，发行专项债券 6000.00万元。参照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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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项目绩效目标及预算编制资料，该项目年初预算 2000.00

万元，均来源于专项债券资金。

截至 2023年 12月，项目累计执行专项债券资金 2700.00

万元，其中 2022 年执行 2000.00 万元，2023 年执行 700.00

万元。

二、评价结论和主要绩效

（一）评价结论

经评价工作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综合量化评价，绩效

评价得分为 76.07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中”。
绩效评价得分表

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8 15.80 87.78%

过程 21 16.50 78.57%

产出 36 20.00 55.56%

效益 25 23.77 95.08%

合计 100 76.07 76.07%

（二）主要绩效

1.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产业集聚

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区域企业技术引进、研

发、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网络化的研发体

系，创建若干面向园区、行业乃至社会中小企业的创新技术

服务中心，为牡丹产品生产、科技开发、技术支持与推广、

商务办公、信息咨询以及人才培训等功能于一体搭建平台，

带动优势产业整体技术升级，促进区域人力资源要素合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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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优化组合，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增强企业群体的核

心竞争力，推动牡丹产业集群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加

快产业集聚步伐。

2.拓展牡丹消费市场

该项目以建设种植和加工体系标准化研究室、功能性牡

丹食品加工重点实验室、牡丹产业技术转化中心、牡丹产业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交易大厅为主，通过项目实施，创新发

展模式，实现科学化、产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企业经

济效益，同时带动相关的工业、服务业、工商业等产业的可

持续稳健发展，拓展牡丹消费市场。

三、存在主要问题

（一）项目计划实施内容与年度实施内容存在偏差

2023年度计划实施内容为建设完成 7200 平方米主体框

架、二次结构，室内安装，室外配套，道路、管网 300米，

绿化面积 1500 平方米。山东牡丹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和实施方案中计划建设内容未包含 2023 年度计划

实施内容，计划实施内容与年度实施内容不相符，项目实际

计划实施内容未在前期立项方案中体现。

（二）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影响工程进度

1.项目未按照预期进度约定完成，项目交付延期

山东牡丹产业创新中心项目总体建设期为 25 个月，计

划建设工期为 2021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2 月。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主体框架、二次结构、外墙保温等配套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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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完成的有 11 栋，主体框架、二次结构建设完成，外墙保

温等配套设施未建设完成的有 12 栋，主体框架、二次结构

正在建设的有 5栋。山东牡丹产业创新中心项目未全部施工

完成，存在施工进度滞后情况，

2.缺少应急方案，项目管理不规范

项目签订合同后 2022 年由于不可抗力情形导致工程建

设进度缓慢，2023年由于山东恒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身资

金问题导致项目进度搁置，由于工程主体建设未完成，导致

C区的道路管网、绿化环境等工程无法实施，进而导致项目

整体进度延后。实施单位了解事实后，对突发状况造成的影

响未制定或采取应对措施，无法促使项目尽快建设完工。

（三）事前准备工作健全性不足

山东牡丹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在立项之前未经过必要的

专家论证、绩效评估、集体决策等方面论证，只出具了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无法有效地控制设计整个

施工过程。

四、相关建议

（一）完善计划实施内容，降低项目风险

完善计划实施方案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明确项目目

标和范围，对项目目标和范围进行详尽的规划和阐述，确保

项目建设目标明确且范围全面；二是合理规划项目进度，制

定切实可行的进度计划，并合理分配项目时间，以确保按时

完成；三是科学管理项目成本，进行合理的预算和控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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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项目在预算内完成；四是合理配置资源，确保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和合理分配；五是建立调整机制，鉴于项目建设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的细微变化或增减内容，应设立调整方案，以

保证项目计划与实际实施内容的一致性，降低项目管理风险。

（二）强化项目管理与进度控制，提高执行效率

1.推动项目实施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程

针对项目建设延期的情况，要重新调整项目计划，制定

详细的施工计划和时间表，为其分配合理的建设周期，并同

时建立项目监督机制，定期跟踪项目进展情况。与承包商密

切合作，督促项目相关承包商完成剩余工作量的建设工作，

缩短项目交付延期的时间。

2.建立应急方案，加强项目管理

项目单位应当尽快建立项目应急方案，特别是在项目进

度、质量保证、风险监控等方面，需要明确各方职责和权限，

并制定明确的工作流程和决策机制，以确保项目管理的透明

度和效率。对于 C区主体建筑的建设，可以采用分区域施工

的方法，先完成特定区域内的主体结构、二次结构及配套设

施的建设，然后根据主体建设的完成情况，协调道路管网和

绿化环境的承建方依次进场施工。

（三）提高事前准备工作健全性

项目单位应将专家论证、绩效评估、集体决策部分列入

对项目立项的刚性要求中，作为规定程序，并依程序进行审

核。首先组建专家团队对拟实施的项目，在技术上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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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合理性、实施的可能性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为决

策层提供客观依据。其次对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评估，就立项

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和实施方案可行性等

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最后通过召开会议确定此项目的实

施方案、实施计划与目标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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