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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扶持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

34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

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

绩〔2020〕7号）和《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金融办）

关于开展 2022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发

〔2022〕5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组建绩

效评价工作小组，于 2022 年 8至 9月对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海信研究院”）2021年度长沙海信智

能系统研究院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工作已完成，现将

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情况

评价小组通过听取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对项

目情况的汇报，检查、核对项目资金预算资料和项目立项文件以

及项目申报、评审、资金分配等项目的执行资料，项目收支明细

账及原始凭证等财务资料，运用收集、整理、分析评价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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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开展绩

效评价工作。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 2019年 12月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长沙市岳麓区

人民政府、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沙先导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四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具体的合作内容约

定如下：

1.2019 年底前在长沙市岳麓区完成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

院有限公司的商事登记，项目公司十五年内不得迁出洋湖总部经

济区。

2.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业务的税收 2020 年内逐

步纳入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

3.在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搭建本地化研发团

队，投入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研发，并通过公司营销网络面向

全国进行销售，销售收入纳入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

4.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至 2026年累计

实现税收不低于 2.22亿元，其中前三年 7200.00万元。

5.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7年至 2034年逐年

所产生的年均税收不低于 2020年至 2026年所产生税收中最高五

年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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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 年末在编员工人

数不少于 100人，2021年末不少于 180人，2022年末不少于 260

人，2023年末不少于 380人，2024年末不少于 500人。

7.在 2024 年底将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资

金 1.50亿元全部实缴到位，具体为 2020年 2,000.00万元，2021

年 3,000.00万元，后续根据资金需求情况于 2022年、2023年、

2024年分 3年逐步到位。

8.积极推动海信新增制造业生产基地优先落户湖南湘江新

区。

针对以上合作内容，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长沙市岳麓

区人民政府与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场地补贴、研发

费用补助、地方贡献奖励、人才奖励、政策扶持等方面予以扶持。

（二）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项目由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

有限公司负责实施。长沙海信研究院成立于 2019年 11月 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4MA4QYHLY1A；注册资本

15,000.00 万元，由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额出资，

法定代表人为张四海；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

潇湘南路一段 368 号中盈广场 C 座 5 层 502 号；经营范围：人

工智能应用；智慧交通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智慧城市规划、设

计、相关服务；轨道交通信号系统、轨道交通通信系统、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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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综合监控系统、智能化技术、教育装备研发；基础软件、应用

软件、机器人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电子产品及配

件的研究；信息系统工程规划；监控系统工程、电子设备工程安

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运行维护服务；弱电工程总承包；

轨道交通项目的总承包；交通设施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三）项目总体目标

2020 年内逐步纳入母公司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业

务的税收；搭建本地化研发团队，投入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研

发，并通过公司营销网络面向全国进行销售；2020年至 2026 年

累计实现税收不低于 2.22亿元，其中前三年 7,200.00万元；2027

年至 2034 年逐年所产生的年均税收不低于 2020 年至 2026 年所

产生税收中最高五年的平均值；2020 年末在编员工人数不少于

100人，2021年末不少于 180人，2022年末不少于 260人，2023

年末不少于 380 人，2024 年末不少于 500人；2024 年底注册资

金 1.50亿元全部实缴到位，具体为 2020年 2,000.00万元，2021

年 3,000.00万元，后续根据资金需求情况于 2022年、2023年、

2024年分 3年逐步到位。

（四）项目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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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年底在编人数不少于 180人；

2.2021年到位注册资金 3,000.00万元，累计到位 5,000.00万

元。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2021年 7月 26日，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财政局、岳麓区财

政局共拨付产业扶持资金465.54万元，具体资金扶持内容为2020

年地方贡献税收返还，资金到位率 100.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湘新

财发〔2020〕47 号），长沙海信研究院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

《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资金结余控制措施》等，完善了管理制

度及内部流程，规范了专项资金的管理，保障了专项资金的使用

安全。

（三）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项目共

使用财政资金 465.54 万元（湘江新区财政局、岳麓区财政局补

贴资金各 232.77万元），自筹资金 253.40万元，资金使用率 100%。

2021 年全年专项资金支出 718.94 万元，其中研发合作费

90.00万元；房屋租赁费 279.07万元；增值税 349.87万元。

四、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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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的要求，长沙海信研究院已于 2019

年 11月 13日成立，累计实缴注册资本 5,500.00万元，注册地址

位于洋湖总部经济区，自 2020年期逐步纳入母公司湖南、湖北、

江西、福建四省业务的税收，搭建了本地化研发团队，研发团队

共有 34 人，其中博士 1 人，硕士 28 人，本科 5 人，2021 年主

要参与了视频识别技术、跨镜目标精准图像搜索技术和 AI辅助

标注平台、AI应用场景四个项目的研究开发。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规范项目资金管理，长沙海信研究院制订了《财务管理制

度》《资产盘点管理办法》《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等制度，完善

包括组织机构、人员、预算管理、费用管理、资金与往来款项管

理、融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税务管理等一系列的管理

制度，明确了管理责任人、资金支出范围、审批权限及流程等，

项目的资金管理与支出活动基本按照相关制度执行。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智慧公交，精准预测安全快速

2020 年，湖南首条智慧公交线——长沙智慧公交 315 线开

通，搭载了国内首创的数字交通车载智能终端系统，在人工智能、

V2X 车路协同、大数据分析等科技赋能下，进一步提高了公交

通行效率。2021年 4月，“智慧定制公交”在梅溪湖开通试运行，

具有“信号交叉优先通行”、“预约出行”和“准点准时”三大优



7

势。经过实测，315 线路上路运行后，车辆平均行程时间缩减

13.30%，平均行程速度提升 15.40%，各个站点车辆平均到站时

间偏差由 60秒缩短至 28秒，实现了出行精准预测、行驶安全快

速，让公交车真正“快起来”、“准起来”。

（二）信号调优，智慧交通路畅人安

2021年全年，长沙实现了 1,300余个路口的智能化管理，采

取多种手段对拥堵路段及路口进行系统优化，优化后干线的行程

时间和停车次数均有改善，信号调优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凭借

多年信控实践，海信在长沙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信号调优之

路”。围绕“基础建档+精细优化+技术创新+效果宣传”四个维

度，按照“确保安全、强化秩序、兼顾效率”的理念，建立起了

全方位的信号优化管理体系，协助交警支队相继完成了智能交通

信号控制系统、行人电动车交通违法智能管理系统及人脸识别应

用管理系统等智能化平台，为交警日常的缓堵保畅、秩序维护、

安全监管、联动指挥等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三）深入研发，研发成果积累能力

研发面向智慧城市、公共安全、城市交通等领域，2021 年

共申请专利 15项，其中：授权 9项，已受理 3项，公开 3项目；

科技项目方面获批长沙市科技重点研发单位（合作单位）、市工

信局软件企业做大做强项目、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长沙市火炬

企业；参与《生物特征识别数据交换格式第 5部分人脸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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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系统应用要求》《人脸跨模型比对》《人脸识别系统测

试方法》四个国家标准编制。

七、存在的问题

（一）公司承揽业务目前缺乏控制权

目前长沙海信研究院在承揽业务的过程中，整个业务仍旧在

海信集团内部，而且业务由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切块划分，拥有较大的控制权，长沙海信研究院只是单纯的接受

总部划分来的业务，整体而言缺乏业务拓展能力。

（二）专项资金的财务核算欠规范

根据长沙海信研究所提供 2021年度《产业扶持资金项目收

支明细表》显示，2021年 3月 175号凭证和 2021年 9月 176号

凭证支付房租139.54万元，其中包括中盈广场4楼半年房租69.77

万元，系海信集团中国区长沙营销部办公用房，非长沙海信智能

研究院自用办公用房。长沙营销部直属海信集团，承接长沙地区

海信家电营销业务，目前营业税收归缴在营销总部下属的 4家分

支机构，分支机构工商注册地已转入岳麓区，但税收暂未转入岳

麓区，根据《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2021〕

第 33 次）要求，待海信集团中国区长沙营销总部注册地和税收

迁至岳麓区后，再视其实际税收贡献情况另行研究是否纳入长沙

海信智能研究院 2021 年度办公场地租金补贴范围，故该笔费用

不应在该专项经费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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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欠规范

长沙海信研究院按照湘江新区财政局要求对 2021 年度长沙

海信产业扶持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报告项目概况、资金使

用情况、组织实施情况、项目产出等内容基本齐全，但自评工作

开展仍存在待提升之处。如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中产出指标和效

益指标未细化、量化；也未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四）项目支出绩效指标不够完整、不够细化

2021 年度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扶持资金绩效目标未结

合《合作协议》反映第二年度的工作内容，如:未将第二年“2021

年底在编人数不少于 180人”“2021年到位注册资金 3,000.00万

元，累计到位 5,000.00万元”的考核工作要求设定为绩效目标；

个别申报的绩效目标未细化、量化，具体为效益目标中的经济效

益目标值 “所有业务纳入该公司，所有税收在岳麓区缴纳”，该

指标值未细化、量化业务及税收种类，不利于对项目的绩效考核

管理。

八、相关建议

（一）提升业务能力，加快资质建设

建议提升平台的自身业务拓展能力，加快平台资质建设。积

极拓展自身业务，搭建业务链，提升研发实力，同时积极对接政

府资源，快速拓宽公司 CMMI5、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等相关资质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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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让公司实实在在掌控业务和研发势力。

（二）规范专项资金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应该在项目主管单位的指导和监督下，明确专

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对于资金使用单位，

应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的规定使用，专项核算、用途清晰、使用规

范，同时注意会计核算的规范性。

（三）合理设置目标，完善绩效自评工作

在绩效自评环节，单位应结合预算工作申报的绩效目标从年

度预算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情况、支出组织管理情况、预定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等方面对财政支出的实施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益进

行自我评价，保持自评工作开展与预算绩效申报工作的连接性，

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以提升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强化绩效管理，重视绩效目标申报工作

项目单位应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总体目标以及各年度工作

任务要求，及时、全面的申报项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全面反映

项目应达到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预期效益等，将项目绩

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绩效指标，设置成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

予以体现，便于绩效管理。

九、上年度绩效评价反映的问题整改情况

本项目以前年度未进行绩效评价，故无上年度绩效评价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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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整改情况。

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项目的实施，推动了长沙市智能交

通、智能城市等产业链及生态圈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了湘江新区

和长沙市的产业升级，但是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绩效目标设定不够

科学、单位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欠规范等问题。评价工作组按照项

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方面进行评价，根

据《2021年度长沙海信智能系统研究院扶持资绩效评价指标表》

评分，得分 84.00分，评价等次为“良”。

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

2022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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