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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2021年省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省部会商专项奖励

专项资金 

填报人：谢文光 

联系电话：0753-5557373 

填报日期：2022年 5 月 27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设立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为高水平建设知识产权强县提

供有力支撑，推动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查

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司法保护职能，对授权的发明专利、

给予奖励，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良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

保护氛围。 

（二）项目决策情况。 

     1、规范绩效目标编制，制定相关制度，围绕绩效目标

加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加强财务核算，准确反映项目开支情况，防止挤占、

截留、挪用项目资金情况发生。 

     3、完成相关制度，规范资金管理，完善项目资金分配、

使用及管理制度。 

（三）绩效目标。 

 完成 2021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工作各项工作部署，提高知

识产权综合能力，深入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强化知识产权运

用，大力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和服务，扩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领域

和提升服务能力，加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升知识产权行

政裁决效能，加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协作，提升基层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加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1、 2021年评价按照绩效评价的原则和规范，对取得的



资料进行审查核实，对采取的数据进行分析，按照绩效评价

指标逐项进行评分、分析、汇总各方面评价结果，综合分析

评价结论，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我局高度重视项目评价工作的领导，开展了绩效监

管工作，促进了评价具体工作的落实，把绩效工作列入重点

议事日程，并将其用为加强自身财务建设，提高项目资金使

用效益的重要手段，切实抓紧抓好。 

3、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充分认识和发挥自身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将项目绩效运作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工作加强

沟通、协调和联系，共同配合，促进绩效工作的规范、有序、

顺利开展。 

三、绩效自评结论 

    2021年我局知识产权总体评价得分 96分，自评为“优”。 

评分主要分为：项目决策总分 20 分，自评 19 分，主要是

充分论证材料不够充足，扣了 1分。项目管理总分 20分，

自评 20分，主要是项目管理比较规范，没有扣分。产出指

标 30 分，自评 30 分。④效益指标 30 分，自评 27 分，主要

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不够具体和完善。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 

知识产权工作有较好的协调性、操作性、完善性和规范

性，有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适应社会需要的，



建议应当继续实施，政府应当持续加大对知识产权工作的投

入，并优化投入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完善各项工作机制。 

（2）目标设置。 

 2021 年全县有效商标达到 3311 件，申报注册商标 12

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2 个，发明专利 28 件，申报示范企

业 3 家，商标品牌培育站建设 1个。 

（3）保障措施。 

     资金到位。 

     2021 年省财政下达我局省食品监管经费 14.5 万元，其

中：知识产权促进类经费 2万元、知识产权保护类经费 12.5

万元，全部资金已到位，到位时间 11 月份，到位率 100%。 

 资金分配。 

专项资金分配合理，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商标品牌培育

指导站建设、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效能提升、知识产权行政纠

纷调解、重点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费用开支。 

（二）管理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 

2021 年知识产权支出 14.5 万元，其中：商标品牌培育

指导站建设 2万元、知识产权行政能力提升 1支出万元、知

识产权行政纠纷调解 1.5 万元、重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 5 万

元、地理标志产品培育 5 万元。 

（2）支出规范性。 

     此专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资金使用规范，严格执行



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资金支付严格按照财务审批程序进行，

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 

、2021 年 1至 4 月份，按照《2021 年大埔县知识产权

工作计划》的要求，继续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各项工作。 

、2021 年 5 月至 12 月份，完成知识产权申报、商品

品牌培育站建设和各种资料的整理。 

（2）管理情况。 

收到财政部门专项资金下达文件后，按照项目资金的使

用和管理要求，严格组织项目实施，专项资金必须实行专款

专用，不得将其用于预算安排外的各项支出，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执行，严格执行报销审批手续。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 

计划申报注册商标一个 5 万元，实际申报注册商标一个

4.5 万元，节约了 0.5万元。 

2.效率性。 

一是着力控制了知识产权风险，强化监督力度，针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并针对重点商标品牌培

育的建设。 

二是有力提升了监管工作效能，坚持日常监管和监督检

查相结合，充分发挥部门监督作用，将我县知识产权各项工

作运用于日常监管。 



三是彰显了监管部门权威和公信力，通过严格执行知识

产权保护，及时、定期公布注册商标申报结果，严格不合格

知识产权核查处置，依法为打击力度，并公开检查处置结果，

提振了消费信心。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一是提高了公众知识产权安全意识，通过印发宣传手

册、制作宣传牌、利用电台、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广泛

宣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产权相关制度，让社会民

从不断了解知识产权知识。 

二是提高了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建立常态宣传机制，

依法分布注册商标申报结果，全年向有关媒体和政府网站公

示。 

2.公平性 

（1）确定考核的经济指标以及考核指标、目标。 

（2）建立分工明确、职责分明的岗位责任制，使评议

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3）成立考核小组，不断提高考核者的能力和素质。 

五、主要绩效。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2021 年我县有效商标 3311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2 个，商品品牌指导站建设 1个。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2021 年所有指标已全面完成，

达到行业基准水平。 

3、完成时效情况：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完成知识



产权各项工作任务。 

六、存在问题。 

通过项目经费的使用加强了我县知识产权的监管力度，

保障了全县人民的注册商标安全，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些

工作还需改进，主要问题如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知

识产权工作的复杂性，项目部分具体事项的计划编制不够精

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工作量走出预算。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1）建议财政部门加强对项目资金拨付力度，确保专项

经费专款专用规定落实到位。 

   （2）建议财政部门加强业务培训，组织相关单位人员学

习交流以拓展工作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