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G60科创走廊建设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创新研究中心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
创新研究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300000.00 2954906.62 2,954,906.62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300000 2954906.62 2954906.62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要素对接："1、拟定2023年12月底前，邀请
专家院士、各类商会企业家，共同参加高端智库支持G6
0科创走廊发展研讨大会，建立集技术开发、技术转化、
投资咨询、产业服务为一体的立足长三角、面向世界的应
用型研究“智囊团”，汇聚形成高端智库建设的合力，着
力提高智库成果质量，打造G60高端智库品牌； 2、
以松江为活动始发站，相继在三省一市各选一地产业基础
较好、有鲜明学术基础的城市各举办一场院士专家走进G
60巡回活动，搭建院士专家和企业家真诚合作、携手共
赢的平台，专家们充分发挥站位高、视野宽、专业精的优
势，在决策咨询上发挥智库参谋作用，在科技研发上发挥
领军带头作用，在创新创业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聚焦企
业需求，帮助解决一批科研技术和生产经营难题，促成一
批产学研合作项目，促成并建立长期的院企合作关系，通
过活动使企业进一步掌握了科技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和
相关法律法规，为生存发展抢抓机遇、抢占先机注入了新
活力，同时扩大G60在三省一市的影响力。 3、搭建
中国留学生与上海政府、企业高管、学术界沟通的桥梁，
帮助中国留学生了解中国的政策与机遇，呼吁更多的中国
留学生归国贡献所学，助力海归人才参与到上海的高速发
展中。同时搭建起新型招聘场景，组织线上云聘会。以新
技术、新场景、新渠道支持G60企业的人才招募工作，
协助企业进行品牌宣传及岗位介绍。 4、峰会将紧扣人
才战略和科技创新，以全球视野和多元视角，通过主旨演
讲、圆桌论坛、菁英晚宴的形式探讨海归人才与产业、技
术、资本、城市的深度融合。" 二、政
策研究： 聚焦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松江
、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
跨区域协同发展，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坚持以
市场化、法治化为导向，以“科创+产业”为抓手，聚焦
“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先进走廊、科技和制度创新双
轮驱动的先试走廊、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战略定位
，面向国际国内、长三角地区、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等
聚焦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推进“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发
布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和跨区域实践指导意义的研
究方向，面向社会公开遴选承担机构，并公开征集相关研
究成果，最终将调研成果应用转化。 三
、创新合作：1、大赛聚焦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挥上海
金融中心和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金融服务联盟作用，通
过搭建政府、园区、企业、金融机构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

一、政策研究：开展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课题研究，推动“科创+产业
+金融+人才”融合发展。结合大兴调查研究
工作要求，实地调研安徽创新馆、科大硅谷、
中安创谷、本源量子等重点企业和园区200
余家，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科学学研究所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司南智库、松江区委党
校等智库单位共同推进课题研究，围绕科创走
廊肌理和发展脉络、长臂管辖与实体清单应对
策略、协同创新指数研究等重点方向，为科创
生态建设开展前瞻性研究。围绕产业、科创、
金融、人才、营商环境五大要素，汇编高端智
库专家观点形成专报报送区委区政府。二、要
素对接：1、举办高端智库支持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大会，助力构建国际先进科创能力和产业
体系。2、在松江、合肥、嘉兴、宣城成功举
办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G60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暨企业家走进G60系列活动，务实推动九
城市与上交所战略合作协议落地见效。3、举
办长三角“侨梦苑”发展论坛，集聚海外华人
华侨共建G60科创走廊。三、创新合作：1
、会同九城市政府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创赢未
来”G60科技与产业创新大赛。2、联合毕
马威编制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报告，
全方位评估产业发展情况，形成人工智能和生
物医药产业图谱，整合赋能服务资源，为G6
0科创走廊战新产业发展、研发、供应链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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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技型企业成长，进一步促进企业打造品牌，推动
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加速集聚，加快创新主体科技成
果落地转化，激发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产业联盟
创新潜力，推动九城市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发展，促
进九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跃升能级，助推长三角G6
0科创走廊九城市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长三角一
体化国家战略。2、促进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以及该
领域内企业的成长提供支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
展的深度融合，加快“三先走廊建设”，寻找出各层次的
前沿的技术驱动型公司，通过线下专家团队综合评选机制
，评选优质创业企业，助力企业创新，帮助参评企业诊断
识别提升空间和路径，协助企业讨论在经营挑战、改善绩
效、风险管控、和业务成长等领域的计划和建议，并为为
参选企业中的高成长性企业提供全牌照、全产业链、全生
命周期的金融综合服务。 四、金融赋能
："1、深化落实央行“15+1条”金融支持政策，会
同26家战略合作金融机构，建立落实常态化合作工作机
制，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作用，
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精准对接科创板，
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科创板，做大做强上证G60综指增
强型基金和上证G60成指ETF产品。 3、打造一批
高质量发展的产融结合示范园区，着力提升G60科创走
廊金融服务体系能级。 4、依托G60金融服务联盟、
产业联盟和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常态化开展产融对接活动
，促进金融要素与企业精准对接。"

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面向长三角地区联合
开展首届未来独角兽人工智能双30企业榜单
评选。四、金融赋能：打造“六位一体”金融
服务体系，着力建设金融赋能中心：深化落实
央行“28条”金融支持政策，全力释放金融
政策红利；充分发挥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G6
0基地作用，精准对接科创板及注册制改革；
拓展G60金融服务联盟，汇聚高端资源服务
科技创新；推进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
建设，打造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样板；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基金运行，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举办院士专家企业家进

G60巡回活动

=4场 >4场 8 8

举办高端智库支持G6

0科创走廊发展研讨大

会

=1场 =1场 8 8

留学生专场招聘会
=2场 =0场

云聘会
=2场 =0场

2023上海G60·

中国留学生论坛可持续

发展峰会

=1个 =0个

发布重大领域、关键领
=10个 =7个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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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域及其他领域研究方向

第二届“创赢未来”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创

新创业大赛

=1场 =1场 8 8

发布人工智能创新企业

G60榜单

=1个 =1个 8 8

每季度召开“金融支持

G60科创走廊15+

1条”政策落实推进会

完成 完成 1 1

积极推动双创债发行，

力争九城市累计发行双

创债企业达到50家；

完成 完成 1 1

常态化开展精准诊断辅

导会，年度培育辅导拟

上科创板企业不少于4

完成 完成 1 1

建设打造产融结合示范

园区9家，年度举办各

类产融对接活动100

完成 完成 1 1

推动院士工作站与企业

实质性合作和项目对接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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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质量指标

搭建中国留学生与上海

政府、企业高管、学术

界沟通的桥梁

完成 完成 1 1

发挥理论研究在决策支

持和智力支持方面的重

要作用

完成 完成 1 1

推动参赛项目与政府、

金融机构实质性合作和

项目对接

完成 完成 1 1

帮助参评企业进行专家

诊断并做出实质性发展

建议，推动参评榜单企

完成 完成 1 1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推动信贷产品与服

务方式加快创新，降低

完成 完成 1 1

完善科创板上市G60

科创走廊专属培训体系

，通过线上培训、线下

完成 完成

集聚全牌照、全产业链

、品牌化、专业化金融

资源，探索投、债、贷

完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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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4：充分调研，制

定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

完成 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前

2023年12月
前

1 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活动，搭建院士专

家和企业家真诚合作、

携手共赢的平台

完成 完成 3 3

协助企业及留学生高效

率面对面交流沟通，简

化企业招聘及留学生投

完成 完成 3 3

帮助中国留学生了解中

国的政策与机遇，呼吁

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归国

完成 完成 3 3

完成调研成果的应用和

转化

完成 完成 3 3

通过活动，搭建政府、

园区、企业、金融机构

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

完成 完成 3 3

提高榜单入选企业及参

评企业社会影响力，促

进G60区域内中国人

完成 完成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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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举办各类政

策宣讲和辅导会，增强

社会影响力

完成 完成 3 3

解决企业融资需求，为

企业复工复产、抗击疫

情提供融资服务

完成 完成 3 3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科技成果共同转移

转化

完成 完成 3 3

为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智力保障

完成 完成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相关方满意度
>=85% >=85% 10 10

G60九城市企业融资

渠道丰富、融资方式更

加便捷，融资成本有效

>=85% >=85%

形成良好的G60科创

走廊上市生态圈，拟上

科创板企业从中得到上

>=85% >=85%

总分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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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政策研究(二级构成)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创新研究中心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
创新研究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00.00 1898957.56 1,898,957.56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00000 1898957.56 1898957.56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聚焦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松江、嘉兴、杭州、
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跨区域协同发展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坚持以市场化、法治化
为导向，以“科创+产业”为抓手，聚焦“中国制造迈向
中国创造的先进走廊、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先试走
廊、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战略定位，面向国际国内
、长三角地区、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等聚焦长三角G6
0科创走廊推进“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发布一批具有重要
决策参考价值和跨区域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方向，面向社
会公开遴选承担机构，并公开征集相关研究成果，最终将
调研成果应用转化。

开展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课题研究，推动“科创+产业+金融+人才”
融合发展。结合大兴调查研究工作要求，实地
调研安徽创新馆、科大硅谷、中安创谷、本源
量子等重点企业和园区200余家，与上海社
会科学院、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司南智库、松江区委党校等智库单位共
同推进课题研究，围绕科创走廊肌理和发展脉
络、长臂管辖与实体清单应对策略、协同创新
指数研究等重点方向，为科创生态建设开展前
瞻性研究。围绕产业、科创、金融、人才、营
商环境五大要素，汇编高端智库专家观点形成
专报报送区委区政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布重大领域、关键领

域及其他领域研究方向
=10个 =7个 30 30

质量指标

发挥理论研究在决策支

持和智力支持方面的重

要作用

完成 完成 10 1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前

2023年12月
前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调研成果的应用和

转化

完成 完成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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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智力保障

完成 完成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相关方满意度

>=85% >=85% 10 10

总分 100 100.00  

- 8 -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要素对接(二级构成)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创新研究中心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
创新研究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00000.00 108155.00 108,155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00000 108155 108155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拟定2023年12月底前，邀请专家院士、各类
商会企业家，共同参加高端智库支持G60科创走廊发展
研讨大会，建立集技术开发、技术转化、投资咨询、产业
服务为一体的立足长三角、面向世界的应用型研究“智囊
团”，汇聚形成高端智库建设的合力，着力提高智库成果
质量，打造G60高端智库品牌；2、以松江为活动始发
站，相继在三省一市各选一地产业基础较好、有鲜明学术
基础的城市各举办一场院士专家走进G60巡回活动，搭
建院士专家和企业家真诚合作、携手共赢的平台，专家们
充分发挥站位高、视野宽、专业精的优势，在决策咨询上
发挥智库参谋作用，在科技研发上发挥领军带头作用，在
创新创业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聚焦企业需求，帮助解决
一批科研技术和生产经营难题，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
，促成并建立长期的院企合作关系，通过活动使企业进一
步掌握了科技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为
生存发展抢抓机遇、抢占先机注入了新活力，同时扩大G
60在三省一市的影响力。3、搭建中国留学生与上海政
府、企业高管、学术界沟通的桥梁，帮助中国留学生了解
中国的政策与机遇，呼吁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归国贡献所学
，助力海归人才参与到上海的高速发展中。同时搭建起新
型招聘场景，组织线上云聘会。以新技术、新场景、新渠
道支持G60企业的人才招募工作，协助企业进行品牌宣
传及岗位介绍。4、峰会将紧扣人才战略和科技创新，以
全球视野和多元视角，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论坛、菁英晚
宴的形式探讨海归人才与产业、技术、资本、城市的深度
融合。"

1、举办高端智库支持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会
，助力构建国际先进科创能力和产业体系。2
、在松江、合肥、嘉兴、宣城成功举办上交所
资本市场服务G60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暨企业
家走进G60系列活动，务实推动九城市与上
交所战略合作协议落地见效。3、举办长三角
“侨梦苑”发展论坛，集聚海外华人华侨共建
G60科创走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举办院士专家企业家进

G60巡回活动

=4场 >4场 20 20

举办高端智库支持G6

0科创走廊发展研讨大 =1场 =1场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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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会

留学生专场招聘会
=2场 =0场

云聘会
=2场 =0场

2023上海G60·

中国留学生论坛可持续

发展峰会

=1个 =0个

质量指标

推动院士工作站与企业

实质性合作和项目对接
>=20 =0

搭建中国留学生与上海

政府、企业高管、学术

界沟通的桥梁

完成 完成 5 5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前

2023年12月
前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活动，搭建院士专

家和企业家真诚合作、

携手共赢的平台

完成 完成 20 20

协助企业及留学生高效

率面对面交流沟通，简

化企业招聘及留学生投

完成 完成 5 5

帮助中国留学生了解中

国的政策与机遇，呼吁

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归国

完成 完成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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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科技成果共同转移

转化

完成 完成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相关方满意度

>=85% >=85% 10 10

总分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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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创新合作(二级构成)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创新研究中心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
创新研究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0.00 509035.26 509,035.26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00 509035.26 509035.26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大赛聚焦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挥上海金融中心和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金融服务联盟作用，通过搭建政府、
园区、企业、金融机构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助力科技型
企业成长，进一步促进企业打造品牌，推动人才、技术、
资本等要素加速集聚，加快创新主体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激发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产业联盟创新潜力，推
动九城市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发展，促进九城市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跃升能级，助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
城市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2、促进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以及该领域内企业的
成长提供支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加快“三先走廊建设”，寻找出各层次的前沿的技术驱
动型公司，通过线下专家团队综合评选机制，评选优质创
业企业，助力企业创新，帮助参评企业诊断识别提升空间
和路径，协助企业讨论在经营挑战、改善绩效、风险管控
、和业务成长等领域的计划和建议，并为为参选企业中的
高成长性企业提供全牌照、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金融
综合服务。

1、会同九城市政府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创赢
未来”G60科技与产业创新大赛。2、联合
毕马威编制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报告
，全方位评估产业发展情况，形成人工智能和
生物医药产业图谱，整合赋能服务资源，为G
60科创走廊战新产业发展、研发、供应链更
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面向长三角地区联
合开展首届未来独角兽人工智能双30企业榜
单评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第二届“创赢未来”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创

新创业大赛

=1场 =1场 20 20

发布人工智能创新企业

G60榜单

=1个 =1个 15 15

推动参赛项目与政府、

金融机构实质性合作和 完成 完成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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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质量指标

项目对接

帮助参评企业进行专家

诊断并做出实质性发展

建议，推动参评榜单企

完成 完成 5 5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前

2023年12月
前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活动，搭建政府、

园区、企业、金融机构

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

完成 完成 15 15

提高榜单入选企业及参

评企业社会影响力，促

进G60区域内中国人

完成 完成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相关方满意度

>=85% >=85% 10 10

总分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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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金融赋能(二级构成)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创新研究中心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
创新研究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00 438758.80 438,758.8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0000 438758.8 438758.8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深化落实央行“15+1条”金融支持政策，会同
26家战略合作金融机构，建立落实常态化合作工作机制
，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作用，缓
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精准对接科创板，推动
更多优质企业上科创板，做大做强上证G60综指增强型
基金和上证G60成指ETF产品。3、打造一批高质量
发展的产融结合示范园区，着力提升G60科创走廊金融
服务体系能级。4、依托G60金融服务联盟、产业联盟
和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常态化开展产融对接活动，促进金
融要素与企业精准对接。"

打造“六位一体”金融服务体系，着力建设金
融赋能中心：深化落实央行“28条”金融支
持政策，全力释放金融政策红利；充分发挥上
交所资本市场服务G60基地作用，精准对接
科创板及注册制改革；拓展G60金融服务联
盟，汇聚高端资源服务科技创新；推进产融结
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建设，打造产融结合高
质量发展样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运行，
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数量指标

每季度召开“金融支持

G60科创走廊15+

1条”政策落实推进会

完成 完成 8 8

积极推动双创债发行，

力争九城市累计发行双

创债企业达到50家；

完成 完成 8 8

常态化开展精准诊断辅

导会，年度培育辅导拟

上科创板企业不少于4

完成 完成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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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建设打造产融结合示范

园区9家，年度举办各

类产融对接活动100

完成 完成 8 8

质量指标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推动信贷产品与服

务方式加快创新，降低

完成 完成 5 5

完善科创板上市G60

科创走廊专属培训体系

，通过线上培训、线下

完成 完成 3 3

集聚全牌照、全产业链

、品牌化、专业化金融

资源，探索投、债、贷

完成 完成 3 3

指标4：充分调研，制

定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

完成 完成 3 3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前

2023年12月
前

4 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线上+线下举办各类政

策宣讲和辅导会，增强

社会影响力

完成 完成 25 25

解决企业融资需求，为

企业复工复产、抗击疫 完成 完成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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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提供融资服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G60九城市企业融资

渠道丰富、融资方式更

加便捷，融资成本有效

>=85% >=85% 5 5

形成良好的G60科创

走廊上市生态圈，拟上

科创板企业从中得到上

>=85% >=85% 5 5

总分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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