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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采纳情况表（部门）
填表时间：2019年7月12日

报告名称 云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2016年-2018年云南省资本市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中期绩效再评价报告

省级预算部门
（单位）

云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介机构 云南华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1.建议对产出指标中的“补助资金足额”不予扣分。
原因是根据《云南省资本市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补助
设定了金额上限。同时明确“省财政厅、省金融办结合预算管理要求及当年资金
规模，提出专项资金安排计划，报经省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下达补助资金。
2016-2018年，资本市场发展专项资金财政预算均按比例压缩安排，实际补助资
金根据预算安排情况同比例压缩后下达，均足额补助。

部分采纳。
本指标为考核政策公平性，指标名称修改为“政策支持公允性”以考核各年同一事
项，是否享受同等补助，仍予扣分。

2.建议对效果指标中的“与相关政策协同性”不予扣分。
原因是按照结果导向对成功发债企业予以补助，体现政府鼓励企业通过资本市场
发展。而企业债券违约是企业发债后自身经营和发展的问题，资金补助不存在“
被动背书”风险。因此，建议此项内容不予扣分，并调整“对支持企业发债的隐
患风险考虑不足，……引发‘被动背书’风险”等表述。

部分采纳。
政府公开补助企业发债，确实不存在法律“背书”风险，但不能阻绝社会公众产生
“发债企业”与“政府信用”相关连带的错觉，从而导致潜在隐患。
仍予扣分，问题分析删除“引发‘被动背书’风险”。

3.建议调整《报告》中“直接融资效率”、“直接融资目标未实现”等表述，同
时，对直接融资相关指标适当扣分。
2016-2018年，我省新增直接融资分别为1656亿元、2252亿元、2533亿元，2018
年较2015年增长42%，较2016年增长53%，年均增幅超过10%，均超过同时期我省
GDP增幅和银行贷款余额增幅。同时，2016-2018年，我省直接融资比重占全国直
接融资比重逐年上升，分别为0.64%、0.74%、0.76%。

不采纳。
涉及评价指标设置，方案征求意见时部门并未提出此意见。且：
“2016-2018年新增直接融资分别为…”再评价已按此评分，无差异；
“2016-2018年新增直接融资超过同时期我省GDP增幅和银行贷款余额增幅”，未能
论证直接融资与GDP的相关性，不予采用；新增直接融资为时段增量，银行贷款余
额为时点存量，两者口径不同，不能比较；
“我省直接融资比重占全国直接融资比重逐年上升”虽三年为上升，但对比2015年
1.1%均是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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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4.每年对20家重点企业的培育工作。原省金融办一是每年根据企业申请，对企业
上市、发债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搭建平台、协调解决，先后为大理药业、华
致酒行、红塔证券等一批现已上市企业解决了上市前的困难和问题。二是根据工
作开展情况，组织专家走访调研企业，深入企业调研了解并现场提供专业意见建
议，先后深入神农集团、健之佳、赛诺制药、北方奥雷德等企业调研。三是每年
会同省工信委、省工商联等部门组织开展企业培训培育，邀请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和全国股转中心等专家进行企业培训。

不采纳。
部门实施的协调培训等工作，再评价已在“基础服务工作”进行评分（满分），“
完成20家重点企业的培育”系部门预算批复绩效目标，为产出指标。无材料支撑，
不能证明培育数量、培育质量标准，故适当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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