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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2022 年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支持商务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加

快补齐短板，推动全省商务协调发展，以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主动

创新，加快转型升级，发挥商务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

（一）促进外经贸供给端补短板。支持外向型产业贸易投资

提质增效；支持开展产业链招商，引进大型外资项目；支持重点出

口行业和出口企业培育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优化贸易结

构，发展服务贸易，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为核心的国

际竞争新优势。

（二）推进商贸流通产业补短板。支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打造，电子商务和商贸服务业快速发展，促进市场运行调控和商

务领域消费，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及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保障市场秩

序规范有序等。

（三）支持贸易投资环境补短板。支持商务领域疫情防控和

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进贸易投资便利

化和重点商务改革，完善通关、物流、仓储、金融、信息、技术等

商务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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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政府确定的其他商务发展事项。

二、支持对象

各设区市、县（市、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

三、支持标准

（一）专项资金采取项目法分配。申报项目按照相关因素进行

评分并择优支持，资金切块分配至有关设区市、县（市、区）、开

发区。

（二）对申报的设区市，县（市、区、开发区）分别择优给

予分档支持，每个设区市不超过 500 万元，每个县（市、区、开发

区）不超过 200 万元。对原中央苏区县、闽东苏区县、革命老区县

和脱贫县给予适当倾斜支持。

（三）同一年度对设区市与所辖的县（市、区）、开发区的同

类项目不予同时支持，设区市申报的方案应惠及全市商务发展。

四、申报条件

未获得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支持的地区，或最近一次取

得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县域产业发展资金使用良好的地

区。

五、申报材料

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申请报告，内容包括政策背景情

况、具体政策实施方案、专项资金使用方案、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14-1。

六、申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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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区市及以下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专项资金

的项目库建设。设区市及以下商务和财政主管部门于 7 月 31 日前

结合本地区商务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商务领域亟需解决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政策实施方案及其资金拼盘、绩效目标、

执行年限等，按照规定要求直接报送省商务厅、省财政厅。

（二）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开展专项资金评审工作，

根据年度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等因素，对申报的设区市，县（市、

区、开发区）分别择优给予分档支持。

（三）省商务厅按规定程序对专项资金支持方案进行公示、

研究。研究通过后，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及时将资金核定下达给

相关设区市、县（市、区）、开发区。

（四）设区市及以下商务和财政主管部门根据本通知及相关

规定统筹安排使用专项资金。

七、工作要求

（一）设区市及以下商务主管部门负责项目的合规性、真实

性、有效性审核及绩效评价相关工作，设区市及以下财政部门负责

程序的合规性、完整性审核，并配合做好资金拨付与绩效评价监管

工作。

（二）取得资金支持的地区，应在下达资金指标的次年底前

（以下简称“执行期”）按实施方案用好专项资金。专项资金执行

期间，设区市及以下商务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绩效目标对专

项资金进行跟踪监督和绩效评价，对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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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改。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并对绩效评价开展情况进行复核。

（三）在执行期内落实具体实施方案，对省级资金已支持的

项目不得给予重复支持。同时，将专项资金使用的相关文件留档备

查，并按照《福建省省级商务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将专项资金

使用管理情况、绩效评价情况报备两厅。

（四）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规定用途和范围使用专项资金，

不得用于“三公”经费支出，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挤占和挪

用。专项资金的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专项资

金使用中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

（五）专项资金使用单位应自觉接受财政、商务、审计等部

门的监督检查。

（六）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违法

行为的，以及同一项目重复申报本专项资金支持等违反本通知规定

行为的，按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予以处理。

（联系人:薛从彬，电话：0591-87303263）

附件：14-1.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申请报告（参考格式）

14-2.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评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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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1

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申请报告
（参考格式）

一、政策背景情况

如本地区商务发展现状、主要矛盾以及商务领域亟需解决的问

题等。

二、具体政策实施方案

包括政策支持内容、支持对象、支持方式以及执行时间计划等。

其中政策执行年限原则上不超过 2 年。

三、专项资金使用方案

包括申请专项资金金额、资金安排计划、资金绩效目标等。其

中资金绩效目标应清晰反映专项资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指专项资

金在一定期限内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情况，预计对经济、社

会、生态等带来的影响情况，以及服务对象或受益人对该项产出和

影响的满意程度等），并以相应的绩效指标予以细化、量化描述。

四、其它需说明事项

最近一次取得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使用情况，及上一年

度县域产业发展资金使用情况（23 个脱贫县）。使用情况包括以前

年度资金使用进度、支出细目、绩效目标自评情况等（对照以前年

度资金申请报告设定的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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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2

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评审办法

一、评审内容

以申报方案为重点进行评审，同时适当考虑申报地区的区位

因素和项目创新因素。

二、评分标准

总分 100 分，其中：申报方案 60 分、区位因素 25 分、创新

因素 15 分。以前年度资金使用情况作为扣分项。

（一）申报方案评分（满分得 60 分）

1.项目具有积极意义，符合资金管理细则的支持方向，较好

体现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当地商务更

快发展或者对其他地方商务发展具有示范带动作用（满分 30，不

符合要求的相应扣分）；

2.项目发展目标明确，并制定相应的绩效目标，且经过努力

能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满分 20 分，不符合要求的相应扣分）；

3.措施完善、合理可行（满分 10 分，不符合要求的相应扣分）。

（二）区位评分（满分得 25 分）

1.原中央苏区县、闽东苏区县，得 10分；

2.脱贫县，得 10 分；

3.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县，得 5分。

三明市、南平市、龙岩市全境为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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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得 15 分；宁德市全境为闽东苏区、革命老区县（市、区），

得 15分。

（三）创新情况（满分得 15 分）

发展商务新业态、新模式、新领域，推动商务领域创新发展，

有关工作成效突出，及对当地商务发展意义重大、具有示范带动

的项目。

（四）以前年度资金使用情况（扣分项）

以前年度有安排资金未报送使用情况的评审不予通过。最近

一次取得的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使用结余超过 10%的扣 10

分，超过 25%的评审不予通过；未完成既定绩效目标的扣 10 分。

上一年度县域产业发展资金使用结余超过 10%的，扣 10 分；超过

25%的，扣 30 分；超过 50%的，评审不予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