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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承担武汉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建

设、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工作，主要职责如下：

（一）根据国家、省、市和高新区的战略部署，制定园区总

体发展规划，报上级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负责园区内开发建设、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企业服务等工作，重点推进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产业项目

发展。

（三）负责入驻企业和项目综合服务保障工作，维护企业稳

定和生产秩序，指导入驻企业依法开展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业

务。

（四）负责制定和实施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承担园区日常管

理和综合协调工作。

（五）承担园区党的建设、群团等工作。

（六）承担党工委、管委会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来看，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决算由

单位本级预算组成。未来城为事业单位，无下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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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

2022 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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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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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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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
2022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收、支总计 140623.39万元。与 2021年度相比，收、

支总计各减少 10230.81万元，下降 6.8 %，主要原因是专项债券

资金较去年减少 1亿元。

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收入合计 140623.3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40623.39万元，占本年收入 100%；上级补助收入 0万元，占本

年收入 0%；事业收入 0万元，占本年收入 0%；经营收入 0万元，

占本年收入 0%；其他收入 0万元，占本年收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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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收入决算结构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支出合计 140623.3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0万元，

占本年支出 100%；项目支出 140623.39万元，占本年支出 100 %；

上缴上级支出 0万元，占本年支出 0%；经营支出 0万元，占本年

支出 0%。

图 3：支出决算结构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140623.39万元。与 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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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 10230.81万元，下降 6.8%。主

要原因是专项债券资金较去年减少 1亿元。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23.39万元，比 2021年度决算数减少 230.81万元。减少主要原因

是压减一般性支出减少。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40000万

元，比 2021年度决算数减少 10000万元。减少主要原因是专项债

券减少 1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万元，与 2021

年度持平。

图 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623.39万元，占本年支

出合计的 0.44%。与 2021年度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减少 230.81万元，下降 37%。减少主要原因是压减一般性支出减

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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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623.39万元，主要用于

以下方面：

1.科学技术支出 293.15万元，占 47%。主要是用于安全生产、

国内招商、招商宣传、党群工作、企业服务工作。

2.卫生健康支出 33.46 万元，占 5.4%。主要是用于常态化疫

情防控。

3.城乡社区支出 296.78万元，占 47.6%。主要是用于水土保

持区域评估。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636万元，

支出决算为 623.3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8%。其中：基本支出

0万元，项目支出 623.39万元。项目支出主要用于行政事务经费

51.94万元、安全生产工作经费 11.75万元、招商工作经费 110.72

万元、党群工作经费 37.34万元、企业服务工作经费 81.4万元、

常态化疫情防控专项经费 33.46 万元、水土保持区域评估费 27.8

万元，园区运营专项经费 268.98万元，主要成效：保障了办公场

所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提高了未来科技城服务入

园企业的水平，更好地对外展示了未来科技城风采、风貌，提升

了未来科技城对外展示、宣传效果。

按支出功能分类，具体情况：

1.科学技术支出（类）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项）293.15万元。年初预算为 363万元，支出决算为 2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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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支出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压减一般性支

出。

2.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理（项）33.46万元。年初预算为 0万元，支出决算为 33.46

万元。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追加疫情

防控工作经费 33.46万元。

3.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款）城乡社区

规划与管理（项）27.8万元，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

环境卫生（项）6.88万元，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社

区支出（项）262.1万元。年初预算为 273万元，支出决算为 296.78

万元。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了水土保

持工作经费 27.8万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实行差额预算管理，人员经费

以及公用经费全部从东湖开发区管委会预算经费中支出。因此未

来城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为 0万元。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万元，

本年收入 140000万元，本年支出 14000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具体支出情况为：

1.其他支出（类）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款）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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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140000 万元。年初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140000

万元。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了人工智

能计算中心项目配套基础设施专项债 3 亿元、长存配套产业园建

设项目政府专项债 10亿元、人工智能计算中心项目配套基础设施

政府债 1亿元。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

政拨款本年支出 0万元。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6.7 万元，支出决

算为 4.34万元，完成预算的 64.8%；较上年减少 2.34万元，下降

35%。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未来城公务用车出行次数

较往年降低。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 0万元，支出决算为 0万元。主要原

因是：受疫情影响，未安排出国出境考察活动。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为 6.7 万元，支出决算为

4.34万元，完成预算的 64.8%；较上年减少 2.34万元，下降 35%。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未来城公务用车出行次数较往年

降低。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0万元，与预算持平。本年度购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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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务用车 0辆。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4.34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日常公

务活动开展，其中：燃料费 1.2 万元；维修费 2.35万元；保险费

0.78万元。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

有量 2辆。

3.公务接待费预算为 0万元，支出决算为 0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2年度按要求严格控制了公务接待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实行差额预算管理，人员经费

以及公用经费全部从东湖开发区管委会预算经费中支出。因此

2022年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管理办公室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为0万

元，与2021年持平。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2年度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政府采购支出总额0

万元。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共有车

辆2辆，全部为应急保障用车；单位价值50万元（含）以上通用设

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单位组织对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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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项目 8个，资金 636万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从绩效评价情况来看，从

绩效评价情况来看，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情况均达到了预期的绩效

目标。

(二)单位整体支出自评结果

我单位组织对 1个单位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资金

140,595.59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2022年，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

服务中心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得分为96.7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

其中：预算执行率得19.99分、产出指标得37.21分、效益指标得34.5

分、满意度指标得5分。

(三)项目支出自评结果

我单位在 2022 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所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不包括涉密项目)，共涉及 10个一级项目。

1.行政事务经费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56.3万元，

执行数为 51.94万元，完成预算的 92.3%。主要产出和效益是：一

是完成各类采购，运行维护车辆正常使用；二是未来城各项工作

正常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为 100%。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主要为

公务车辆运行维护经费、统计工作专项经费未执行完毕。下一步

改进措施：根据年度工作重点编制预算，加强编制的精细程度，

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及预算的执行率。

2.安全生产工作经费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6万

元，执行数为 11.75万元，完成预算的 73.4%。主要产出和效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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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质保量完成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二是园区企业 2022年度安

全生产正常运转；三是全年未发生安全生产隐患。发现的问题及

原因：《安全技术服务合同》的尾款尚未支付。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预算编制的精细程度，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及预算的执行

率。

3.国内招商经费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45.2万元，

执行数为 30.01 万元，完成预算的 66.4 %。主要产出和效益是：

一是工业企业“小进规”新增 6户；二是完成工业投资额 412.10亿

元、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360.51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1.366亿美

元、外贸进出口 352.71 亿元、纳税百万以上企业合计纳税总额

16.41亿元。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差旅费以及招商

接待费未执行完毕。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预算编制的精细程度，

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及时进行预算监控，提高预算的执行率。

4.招商宣传经费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81万元，

执行数为 80.71万元，完成预算的 99.6%。主要产出和效益是：一

是在主流媒体专版及新媒体策划发布系列宣传报道，不断提升园

区品牌形象；二是主流媒体报道园区 200余次，其中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新社等中央媒体及新媒体平台报道 29次。发现的问题

及原因：一是主流媒体专版及新媒体宣传因合同约定 2023 年 11

月前完成，跨期项目，未及时调整年度计划目标；二是 2022年未

发生展厅设施设备维护。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预算编制的精细

程度，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及时进行预算监控，提高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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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率。

5.综合党委党群工作经费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50万元，执行数为 37.34万元，完成预算的 74.7 %。主要产出和

效益是：一是强化了党建宣传、党员学习培训；二是强化党组织

全覆盖，完成率 100%；三是组织开展各项活动，稳定和提升了党

组织的影响力。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主要为受疫情影响，部分党

建宣教活动未按计划执行完毕。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预算编制

的精细程度，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及时进行预算监控，提高

预算的执行率。

6.企业服务工作经费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94.5

万元，执行数为 81.4万元，完成预算的 86.1%。主要产出和效益

是：一是人才引进完成率 100%；二是人才企业服务中心服务业务

量增长；三是举办多种宣传服务及社区交流活动，达到预期效果。

不存在问题。

7.园区运营专项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273万元，

执行数为 268.98万元，完成预算的 98.5%。主要产出和效益是：

一是展示中心、光明书屋、党建展厅、数字经济党群服务中心正

常运转；二是垃圾分类工作目标完成。不存在问题。

8.常态化疫情防控经费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33.46 万元，执行数为 33.4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

和效益是：一是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完成率 100%、区疾控下发名单

排查完成率 100%、疫情防控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二是“外放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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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内防扩散”，风险隐患得到有效解决，疫情的传播和蔓延得到

有效控制。不存在问题。

9.集成电路配套产业园建设项目政府专项债绩效自评综述：项

目全年预算数为 100000万元，执行数 100000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益是：一是项目建成达产后产能 30万片/月，

项目建成量产后产值 670 亿元；二是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 12.44

亿元。不存在问题。

10.人工智能计算中心项目配套基础设施政府债绩效自评综

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40000万元，执行数为 40000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 %。主要产出和效益是：一是一期建成后 AI算力值达

到 100PFLOPS，二期扩容后 AI算力值达到 200PFLOPS，吸引人

工智能企业入驻算力服务平台的数量 114家，提供 SDK技术解决

方案数量 3个；二是固定资产投资额 60,032.92万元，高素质投资

者不断增加，吸引优秀人工智能企业的入驻，提升本地就业率。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提供 SDK技术解决方案数量 3份，因疫情影

响，未完成年度目标。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项目建设协调。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1.结合绩效自评中发现的问题，给单位管理者与决策者提供

改进建议。

2.根据绩效自评结果，将其作为编制下年度预算依据。

3.根据上年度部门整体自评结果，不断构建完善的目标管理

绩效考核体系，切实发挥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监督、决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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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2022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是东湖科学城核心区快速推进。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先进光源、神农设施、深部岩土一期场平工程基本完成，武

汉先进光源研究中心注册成立，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二期、超

算中心建成投运，筑芯产业园、科创中心结构施工，科学社区、

学校医院等配套项目完成概念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

纵两横一环”7条骨干道路连网成环，环城高压迁改完成，水电气

配套工程全面进场施工，核心区征地 27475亩，深部岩土等 13个

项目征拆清零，为科创项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重点产业聚势壮大。牵头推进集成电路、激光产业基地建

设，按“五个一”要求完成了产业规划印发和扶持政策制定，制定

年度任务清单并定期调度；配合完成数字经济产业基地的规划、

政策编制。九峰山实验室、封测平台、帝尔激光等项目建成投用，

联特科技、奔腾激光、达梦数据等项目开工建设。加大项目招引，

新创元 IC载板、帝尔激光二期等项目成功落户，硅片产业基地、

化合物半导体、海微科技智能座舱生产基地等项目落户正在推进

中。

三是集聚创新要素。创新平台方面，新获批国家数字建造技

术创新中心，锐科激光、达梦数据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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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新型电工器件与储能研究中心揭牌，武

汉顶级节点标识注册量突破 90亿。企业发展方面，联特科技成功

上市，逸飞激光、达梦数据 IPO 过会，新增 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2 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13家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或优势企业，传神语联被认定为国家级语言服务领域

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人才引育方面，3家企业获批院士专家工作站，

新增“国家级人才专项”4人、“省级人才专项”6人，联合华科大、

地大等高校举办 4场招聘会，组织 80余家企业参加。

四是推进产城融合。全力服务项目开工建设，长存未来馆等

14 个项目建成投用，投产面积约 95 万方；中核武汉基地一期等

16个项目开工，开工面积约 93.6万方。持续完善园区配套，长存

国际社区、“之寓·未来”青年社区部分交付，助力青年人才留汉安

居；光谷十三初、三十八小启动建设，高科商业广场开工建设，

光谷书房未来城分馆投用；未来三路全线贯通，东扩 11号变电站

建成投用，市政配套进一步完善。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玉龙河生

态景观廊道核心区建成开放，因地制宜实现 500亩荒芜农林用地

生态覆绿，完成顶冠峰山体修复，累计植绿 10万方。

五是做优企业服务。建立园区“问题清单建立和推进问题解决

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

动，收集、解决企业反馈问题 46个。强化金融赋能，促成松冷科

技等 36家企业获批贷款超 4.5亿元，聚芯微电子等 5家企业累计

获股权融资近 4.5亿元。持续优化人才企业服务大厅功能，新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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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谷优化营商环境法治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法治服务，

全年累计办理事项近 1.1万件，完成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61项。

二、招商引资及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重要事项 目标 完成情况

1 规上工业产值 预期 48% 52.07%

2 项目签约金额 200亿元

亿元以上项目签

约额完成 200.84
亿元

3 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210亿 278.64亿元

4 引进亿元工业项目 10个 11个

5 引进 50亿元以上项目 1个 1个

6 服务业“小进规”、工业“小
进规”、商贸业“小进限”

10家，新增

5户、净增 3
户，1户

新增服务业10家，

新增工业 5户、净

增工业 3户，新增

商贸业 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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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

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政府性基金

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四)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

非财政补助收入。

(五)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

(六)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

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收入

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非

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

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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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十)本部门使用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1.科学技术支出（类）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2.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理（项）：反映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支出。

3.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款）城乡社区规

划与管理（项）：反映城乡社区、防灾减灾、历史名城规划制定

与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4.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

卫生（项）：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公厕建

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5.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社区

支出（项）：除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公厕

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以外的支出。

6.其他支出（类）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款）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项）：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一)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企业所

得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等。

(十二)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

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十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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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五)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

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六)“三公”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

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

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

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

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

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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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附件

一、2022年度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服务中心整体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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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度各项目绩效自评表(摘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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