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汇总）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河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被评价年度 2022年

部门资

金情况

部门调整预算收入 17,076.42 部门年初预算收入 41,601.91 

实际支出数 15,920.74 
年度预算调整数 -24,525.50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9,872.83 

预算完成率 93.23% 预算调整率 -58.95%

年度
目标

部门整体支出的预期目标 部门整体支出的目标完成情况

    立足“十四五”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时期，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在粤港
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中找定位、谋发展，按照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十届人大
一次会议工作部署，践行系统谋划理念，聚焦片区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天河智慧城建设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高水平规划引领，深入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以四
项重点工作为抓手加快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重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优势，全力将天河智

慧城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引领区和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关键节点，在
天河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贡献力量。
    2022年，天河科技园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天河科技园营业总收入超3000亿元，实现同比增

长8%；天河软件园软件业务收入超1500亿元，实现同比增长10%；天河智慧城核心区和天河智谷
片区企业营业收入超1000亿元，实现同比增长16%，推动24个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新组建企业党
组织12个。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天河科技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科学

部署下，聚焦规划引领、招商引资、产业培育、企业服务等主责主业，全力开创天河智慧城、广州天
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立足天河智慧城作为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和广州
科技创新轴关键节点的目标定位，紧扣广州市“3+5+X”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围绕打造新一代信息

技术、智能与新能源汽车2个千亿级产业园和工业互联网与现代都市工业、文化创意等若干个新兴产
业园新布局及天河中央科创区（CTD）品牌新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为主线，完成航天奇观二期西地块、科韵路东侧2宗产业用地和育新街南侧居住用地出让，推动咏声
动漫、凡拓数创2个数字文创产业领军项目落地，引入投资总额亿元以上企业21家、10亿元以上企业6
家。推动24个重点产业项目开工23个，其中新开工项目13个，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纳统50.21亿元。强

化重点企业服务培育，推动75家软件业头部企业完成营业收入943.44亿元，同比增长10.5%，高出全
区软件业增速5.1个百分点。
    2022年天河科技园营业总收入3083.89亿元，同比增长8.2%；2022年天河软件园实现软件业务收
入1590.92亿元，同比增长10.0%；天河智慧城营业收入1150亿元，增长16%。

主要

任务
预期目标 目标完成情况 关键指标 指标完成情况

任务涉及

资金

产业为
本，加快
构建高质

量产业生
态体系

全力完成年度招商任务，打造产业
集群及生态圈；计划推动24个重点

产业项目建设，关键性产业培育取
得较大进展。

    一、全力完成年度招商任务。园区新洽谈入库项目124
个，占任务指标的101%；签约项目49个，占任务指标的

107%；注册项目69个，占任务指标的130%；协议投资总额
177.02亿元，占任务指标的101%；协议达产年产值或营收
487.1亿元，占任务指标的127%，全年共招引企业198家，
其中协议投资总额亿元以上21家，10亿元以上6家，协议达
产年营收超亿元的企业28家，超额超序完成市区下达的年

度招商任务指标。
    二、紧抓75家头部企业服务。建紧抓75家头部企业服
务。建立75家软件业头部企业服务工作专班机制，聚焦解
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与广州金控、
工商银行等合作建成天河首个综合金融服务工作站、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工作站和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专
业服务三站”，打造专属金融服务包，今年以来为企业提
供融资授信约2.76亿元，实现融资投放约1.57亿元。

    三、紧抓精细化政策支持。推动产业扶持政策兑现到
位，全年共173家（次）园区企业获得扶持资金4093.74万

元。落实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房产和国企房屋租金减免
政策，共减免87家企业租金约1369.14万元。搭建区域资源
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协调解决企业子女入学需求86个、人

才入户153人，解决企业住房需求2000多套，构建更具温度
的企业服务体系。
    四、紧抓关键性产业培育。搭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
源合作平台，开展专题论坛培训活动18场，以安商稳商带
动产业生态打造，引导头部企业将中小企业纳入其产业链

、供应链体系，推动网易与虚拟现实公司、小鹏与致远电
子、佳都与宇洪科技等开展实质性合作。2022年，园区5家
企业入选中国互联网综合实力前百强等榜单，占全市50%；
26家企业入选广州“拟上市高企百强”等榜单，占全区约
60%；10家企业入选广州“独角兽”等创新企业榜单，占全

区约50%。五是着力推动24个产业项目建设。园区24个重点
产业项目已开工纳统23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约19.55亿
元，现已完成投资30.66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156.84%
。

园区新洽谈入库项目数 124个，完成预期值的101%。

3788.68

签约项目数 签约项目49个，占预期值的107%。

注册项目数 69个，完成预期值的130%。

协议投资总额
协议投资总额177.02亿元，完成预期值
101%；

招引企业数

招引企业198家，其中协议投资总额亿元以上
21家，10亿元以上6家，协议达产年营收超亿
元的企业28家，超额超序完成市区下达的年
度招商任务指标。

扶持企业数量及金额

全年共173家（次）园区企业获得扶持资金

4093.74万元。落实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房
产和国企房屋租金减免政策，共减免87家企
业租金约1369.14万元。

园区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156.84%

协议达产年产值或营收额 487.1亿元，完成预期值的127%。

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数
（预期值：24个）

23个，比预期值差1个。

园区总收入增长率 8.20%

园区软件业务收入增长率 10%

天河智慧城核心区和天河智谷片
区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16%

规划为
纲，统筹
引领平台
高水平开

发建设

完成天河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推
动尽快晋级国家级高新区；完成天
河智慧城核心区控规调整，打造网
易城、智能网联汽车等专业产业园
区；推动重点区域落地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

    一、做深做实4项产业发展谋划。深入推进天河高新区
产业发展规划、天河智慧城“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

作，打造“两区联动，四园支撑”的新发展格局。以申报
“中国软件名园”为契机，启动天河软件园软件产业高质

量发展规划编制，巩固壮大园区软件业发展优势。全面落
实《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强化与南沙的协同互补、联动合作，推动释放高质量

发展新空间。
    二、加快4个重点地块城市设计，加快4项重点片区专
题研究。立足深化天河智慧城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4+4”成果体系，推进城市设计和控规调整工作，助推
千亿级产业园区发展。

园区平均载体空置率 7.07%

583.26

国家级高新区建设进度
符合计划进度

专业产业园区建设进度 符合计划进度

推动开展公共配套项目

梳理了六大类88个项目，其中可纳入“十四

五”期间建设76个，加快推进软件路西延长
线及支路工程等3个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
围绕网易、小鹏等重点企业需求和重点产业
空间规划，加快推动10号路工程等工程前期
工作。

城建为
基，全力

打造国际
化一流营
商环境

有序开展土地收储，围绕完善区域
公共基础配套，提升产业集聚水

平，精准推动重点地块收储工作。
推进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升
环境品质。

    一、加快推进土地收储。重点推进14宗共83公顷地块
收储工作，南部居住地块解决局部已储未䃼谈判难题，加
快推进收地工作，10号路工程用地、智慧城站东南侧地块
已完成征收补偿及部分用地报批准备工作。

    二、加快推动土地出让。完成3宗共11.84公顷土地出
让，有效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实现出让金总计约25.58
亿元，区分成约18.48亿元。
    三、优化区域基础配套设施供给。加快推进3个基础设
施工程项目建设，已完成软件路西延长线及支路工程竣工

验收并通车，推动天智二路（高唐大道-华观南四街）道路
工程和杨梅河跨线桥工程2个项目前期工作。立足完善区域
轨道交通体系，完成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10号线东延段建

设方案论证并通过专家评审，加快构建内畅外联交通格局
。创新园区智慧管理模式。启动天河智慧城智慧园区（社

区）信息化项目可行性研究，围绕招商引资、企业服务、
数据统计、人才交流、政策推送与兑现、企业资源链接等
重点需求，形成平台模块化建设思路，提升区域信息化、

智能化、精准化管理服务水平。
    

计划供地宗数
重点推进14宗共83公顷地块收储工作，其
中，完成育新街南侧地块、中部休闲二期地

块等2宗共计22.46公顷用地结案。

8812.32

土地收储工作完成率 完成3宗共11.84公顷土地出让。

土地税费缴纳率 100%

土地征收完成率 100%

征地拆迁导致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0

核心区交通环境优化完成情况 按进度完成



全面从严

治党与体
制机制优

化

抓好基层党建，计划新组建企业党

组织12个；理顺体制机制，强化党
风廉政监督。

    一、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面提升党委班子政治
素养，共组织召开党委会34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

学习6次，切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将巡察作为“政治体检

”，积极配合市委第一巡察组提级巡察。
    二、激发园区特色党建活力。实施天河首个非公企业
党组织全面“红联结对共建”工程，深化非公企业

“1+7+42+X”党建结对工作体系，推动园区93对非公企业
党组织结对共建，探索开展人工智能产业链党建试点，依
托“佳都+”人工智能产业共同体，形成“创新链—资金链
—产业链”三链融合的产业创新协同和高质量发展生态体
系，提升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三、优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完成天河科技园管委会
及下属事业单位改革，破解天河科技园管委会服务中心中
层干部编制缺乏等难题，切实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激情
。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将疫情防控、巡察审计整改、督办
落实及预算执行等工作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实

行动态管理，提升干部队伍干事创业水平。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健全公司管理机制。
    四、深化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强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建设，全力抓好干部警示教育，设置作风廉政教育警示专
栏，以审计整改推动作风转变，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党政主

要领导任期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审计需整改事项共18项，完
成整改10项，成立专项工作组持续推动未完成整改事项落
实，并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建立健全制度共11项。

新组建党支部数 新组建党支部数12个，完成100%。

358.93

党群服务阵地和爱心驿站建设 按进度完成。

党建活动举办次数

组织召开党委会34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中学习6次。举办摄影摄像、主题征文、主
题党日活动、全民阅读、观看红色电影等活

动50多场；开展“礼赞新时代，喜迎二十大
”主题征文活动，收集征文作品近60篇，36
个非公企业党支部参与；举办党群服务中心

文化艺术系列活动24场，超500人次参加。组
织观看红色电影，共计200人次参加。近160

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均有征订报刊杂志，以及
收发相关学习材料等近1000本。

党风廉政建设开展情况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党政主要领导任期履行经
济责任情况审计需整改事项共18项，完成整

改10项，成立专项工作组持续推动未完成整
改事项落实，并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建立
健全制度共11项。

重点项目绩效情况

    2022年重点项目为“天河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该项目为债券资金项目，由我委及区代建局负责建设。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
本项目总体支出资金22,933.6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性资金10,033.63万元，债券资金12,900.00万元。2022年本项目实际发行债券资金5,900万元，实际
支出资金5,900万元，其中我委支付4042.36万元，主要用于广州天河科技园10号路工程征地拆迁和前期勘查设计等费用，以及其他子项目的工程进度款和结算款

支付。
    项目绩效：（1）改善了区域道路环境，优化了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天河智慧城核心区软件路西延长线及支路工程、天河智慧城核
心区南部道路一期工程已完工，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区域道路环境，优化了交通基础设施网络。（2）降低了安全隐患。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天河智慧城天慧
路北侧边坡崩塌点治理工程，治理边坡高度30米，横宽220米，坡度60°~70度，倾向170度，有效降低了安全隐患，提升了园区安全。（3）提升了孵化创新环境
。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品质化提升项目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项目的实施优化了创新孵化基础设施环境，提升了

创新孵化品质，提高了对创新企业的吸引力。

部门整体绩效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天河科技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的二十
大精神，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科学部署下，聚焦规划引领、招商引资、产业培育、企业服务等主责主业，全力开创天河智慧城、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2022年天河科技园营业总收入3083.89亿元，同比增长8.2%；2022年天河软件园实现软件业务收入1590.92亿元，同比增长10.0%；天河

智慧城营业收入1150亿元，增长16%。
    （一）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再添新动力。
    1.全力完成年度招商任务。坚持对外招引和对内挖潜并举，精准匹配区域土地、载体等各类资源，促进园区优势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2.凝心聚力推动用地招商。以航天奇观二期西地块、科韵路东侧地块等为重点，绘制细分产业链招商图谱，建立天河智慧城招商引资目标库和项目储备库，
健全招商项目三维综合评价体系，实现产业导入精细有效。

    3.精准研判做优载体招商。全面摸清核心区空间资源、载体的平均租金水平及其产业分布情况，充分利用“管委会-载体-企业”三级联动机制，全年共招引
企业198家。
    （二）区域产业发展生态构建新格局。

    1.做深做实4项产业发展谋划。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南沙开发开放，围绕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关于构建“3+5+X”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部署，系统长远
谋划区域布局，有力有序推动成片连片开发建设。

    2.精细抓好优势产业安商稳企。以科韵园区为试点，通过“洗楼”“洗地”“洗产业”，全面摸清园区38.33公顷总用地面积、98栋楼宇、579个企业数量及
产业分布情况，完成产业地图编制，高效支撑安商稳商和市场主体培育工作。
    3.着力推动24个产业项目建设。围绕产业项目“交地即开工”目标，提前编制形成航天奇观二期高水平城市风貌管控成果，前置破解制约开工建设的关键问

题，为用地项目落地开工提供保障。
    （三）城区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提升。
    1.强化平台重点片区用地保障。按照“收储一片、开发建设一片、及时见效一片”的工作原则，高效推动土地收储出让，为区域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2.深化城区两片两带空间布局。聚焦广棠产业片区、小新塘片区、华观路产城融合带、广汕路南产业带等重点区域，围绕谋划4个专业园区的产业空间格

局，着力打造产城融合样板。 
    3.优化区域基础配套设施供给。加快推进3个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启动天河智慧城智慧园区（社区）信息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提升园区发展综合环境水
平。
    （四）全面从严治党发展向纵深推进。
    1.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党委自身建设，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制定党委工作要点，印发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重点内容安排，强化意识形态政治引领作用，严格落实保密工作责任制，全面提升党委班
子政治素养。
    2.激发园区特色党建活力。实施天河首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全面“红联结对共建”工程，深化非公企业“1+7+42+X”党建结对工作体系，提升党建引领企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
    3.优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完成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及下属事业单位改革，破解天河科技园管委会服务中心中层干部编制缺乏等难题，切实激发干部队伍干事

创业激情。
    4.深化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强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提升履职能力。

存在问题

（1）部分项目预算调整率较高。
（2）部分项目进度未达到预期计划。例如，广州天河科技园10号路工程因清华附中二期规划进行调整使得该工程建设线路需要调整，仅完成前期征地拆迁、设
计勘察等工作，建设进度偏慢，影响了效应的整体发挥。此外，还存在工程进度款结算与合同约定的结算时间延期的情况。
（3）天河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资金项目存在兑现资金发放不及时、园区政策扶持力度不强，与其他城区相比缺乏竞争优势等情况。
（4）在两新组织党建方面，多数两新企业都未设置专职党务工作岗位，党建活动是企业自主行为，企业开展党建活动存在不主动不积极的情况。

改进措施或下一步计划

（1）预算编制时尽量细化预算，提高预算准确性,降低预算调整率。
（2）加强项目流程管理，确定项目能够按时开展。在立项过程中应做好前期论证工作；实施过程中强化工期管理，确保工程按照批复建设进度完成；加强沟
通，加快结算支付进度。实施过程中加强业务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优化结算支付流程，缩短支付时间。

（3）在天河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资金实施方面，应协调区各职能部门加快资金兑现，研究出台更具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园区扶持政策，确保园区在扶持金
额和服务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4）探索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进一步发挥园区党群服务中心作用，通过举办系列活动，运用讲授式、研讨式、互动式等方式营造学习氛围，提供两新企业开展

党建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注：1.每个部门至少开展一个重点项目绩效评价。重点项目是指本部门涉及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或工作任务、部门履职的重大改革发展项目，或社会公众关注度高、代表性强且资金量较大的项目或

政策。                                                
    2.各预算主管部门收集汇总所属预算单位整体支出绩效信息后，由预算主管部门统一报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