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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苍溪县经济合作中心概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县经合中心职能简介

1.促进国内外投资人和企业在苍溪投资，引进国内外高端人

才在苍溪发展，在境内外举办投资说明会、项目洽谈会等系列招

商引资活动，指导和协调全县的招商引资工作。

2.为国内外投资人和企业在苍溪投资提供环境推介、政策宣

传、商机发布、项目对接、投资咨询、审批代办、投诉受理、人

事服务、困难解决等服务，负责全县外来企业投资项目办理的综

合咨询、服务工作。

3.负责在苍企业在外省市及境外投资的协调服务工作，组织

国内外投资人和企业到苍溪县开展投资考察、项目洽谈。

4.负责外来企业党、工会和共青团建设。

5.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县经合中心 2023 年重点工作

2023 年，力争全县实现招商引资市外到位资金 120 亿元以

上，工业到位资金 65 亿元以上，省外到位资金 40 亿元以上。继

续坚持招大引强，力争签约亿元以上的大项目突破 30 个，投资

20 亿元以上项目取得新突破。新开工建设亿元以上项目 25 个。

引进外资省口径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实现FDI100万美元以上。

1.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实现招商成效新突破。一是持续开

展资源招商。依托我县丰富的天然气、猕猴桃等自然资源，重点

落实前一年的招商成果，继续重点推进恒力集团新材料生产，巨

石集团、重庆复合材料玻璃纤维生产等项目的跟踪落实力度，围



绕这些重点项目予以重点跟踪，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种困难

和问题，成立专抓队伍和领导组，强化跟踪督查和服务。二是强

化产业配套招商。坚持工业招商的主导地位，依托我县现有工业

基础和产业门类，重点围绕食品饮料、鞋服眼镜等重点产业开展

特色招商，围绕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开展相关配套产业招商。特别

是要紧盯江西新百伦领跑集团、361°集团、厦门雅瑞光学有限

公司等大企业，积极引进产业互补型、产业链补缺型企业，加长

拉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围绕农业产业基础，以猕猴

桃、肉牛羊等产业为重点，以柴门餐饮太平山现代农业园区、小

牛无限（成都）肉牛种养循环及牛副产品加工等项目引领，不断

壮大产业体量。以增加城市配套功能为突破口，大力招引现代服

务业项目，重点推动广东兴恺实业杜里坝星级酒店、成都翕荟川

东北智慧物流商贸港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三是持续承接产业转

移。当前，不仅要抓住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有利时机，把招商

重点放在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产业转移集聚地，开展高强度、

大密度的招商活动，更要密切关注成渝地区及周边县市资源，充

分利用东西部协作、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机遇，认真分析自身

优势，带着产业去交流，带着项目去沟通，做到有备而去，有获

而归。四是大力实施回引招商。大力推崇成功人士创业型招商，

引导和支持在外苍溪籍及周边县区能人尤其是优秀企业家、技术

人才、科技人才回乡创业。当前，沿海部分企业正面临产业转型

升级的压力，产业转移迫在眉睫，部分城市民工返乡潮有所增加，

部分产业势必要向中西部转移，抓住这一波良机，力争回乡创业



有更大突破，利用各种活动，大力宣传推介我县优势和近年来取

得的辉煌成绩，积极鼓励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回乡创业。

2.进一步创新工作举措，寻求招商方式新突破。一是健全产

业招商机制。充分发挥县产业发展专班统筹领导作用，重点加强

对天然气综合利用、食品饮料、眼镜鞋服、文旅康养等十大产业

进行专业化招商，成立产业领导小组并下设专抓办公室，制定相

关产业招商指导目录，指导各产业招商小组扎实有效地开展招商。

各产业招商小组要动态分析、调度各产业重点项目，适时调整工

作方案。不断加强与县内重点企业交流与互动，邀请相关产业专

业人员对产业招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摸清县内重点企业上下游

产业链，有针对性地开展优势产业专业化招商。二是探索推进社

会化招商。注重发挥现有落户我县的企业“现身说法”及“扎堆

效应”，大力引导已在我县投资的企业家引进外来资金，通过他

们介绍其同事、熟人和企业家朋友来我县投资创业；探索建立招

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招商引资激励机制，出台“引资人”

奖励办法，来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探

索通过政府该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中介机构招商，进一步

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三是强化驻外力量管理。优化驻外招商

布局，延伸招商触角，对各驻外招商分局人员进行调整、充实、

强化驻外招商机构，进一步加强对专业招商人员的培训，组建一

支懂招商、能吃苦、善攻关的专业招商队伍。进一步加大对专业

招商人员的管理和考核力度，工作积极，成绩突出的优先选拔，

对工作能力差，态度不积极，无招商实绩的人员坚决予以调整。



四是加强对外宣传推介。进一步加大走出去引进来力度，立足省

外、市外，县外多角度、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地宣传、推介

我县优越的区位优势、优越的投资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全面

提高我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适时

在发达地区召开投资恳谈会和推介会，以点扩面，提高苍溪的区

位影响力。电视、网站和报纸等媒体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及

时报道招商引资利好信息，定期宣传招商引资能人喜事，全面展

现外来投资企业形象效应。

3.进一步优化保障服务，实现投资环境新突破。一是打造平

台，提升项目承载能力。科学调整园区产业规划，加快实施紫云

园区、古梁园区场平工程，加快建设小微企业孵化园三期，加大

百利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打造经济发展平台，为新一

轮大招商、大发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二是优化服务，提升政务

服务水平。继续强化优质高效服务，下大力气解决“全程代办服

务”，提升行政审批质效，着力打造服务型、效能型政府，努力

为投资者提供“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服务。目前整个经济

形势不容乐观，一些小微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建立

企业困难问题会商机制，及时了解企业动态、发展困境，切实帮

助企业解难释惑，度过严冬，确保“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真正体现重商、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三是强化机制，提升项

目推进效率。进一步提高各项机制的制度化、常态化，切实提高

工作效率，构建全民招商体系，真正营造起“人人都是招商主体，

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的发展氛围。在招商环境上逐步形成“三个



体系”（投资审批一条龙体系、企业建设过程中的全方位服务体

系、企业开工后的经常性服务体系）、建立完善“五个一”机制

（一个重点项目、一名县领导、一套班子、一个牵头部门、一套

工作方案），用制度构建和谐的发展环境。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县经合中心下属二级预算单位 0 个，其中：行政单位 0 个，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0 个，其他事业单位 0 个。主要包

括：苍溪县经济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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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1



部门公开表 1-1



部门公开表 1-2



部门公开表 2



部门公开表 2-1



部门公开表 3



部门公开表 3-1



部门公开表 3-2



部门公开表 3-3



部门公开表 4



部门公开表 4-1



部门公开表 5



部门公开表 6



部门公开表 7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部门名称 苍溪县经济合作中心

年度主

要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签约资金 实现招商引资市外到位资金 120 亿元以上

新签约项目 全年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30 个以上

引进外资 实现 FDI100 万美元以上

招商引资推介会 举办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 20 场次以上

县主要领导外出招商 全年县主要领导外出招商引资 24 次以上

新开工项目 全年新开工项目 25 个以上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551.39 551.39 0.00

年度总

体目标

2023 年，力争全县实现招商引资市外到位资金 120 亿元以上，工业到位资金 65亿元以上，省外到

位资金 40 亿元以上。继续坚持招大引强，力争签约亿元以上的大项目突破 30个，投资 20亿元以上

项目取得新突破。新开工建设亿元以上项目25个。引进外资省口径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实现FDI100

万美元以上。

年度绩

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签约资金 ≥120 亿元

新开工项目 ≥25 个（台、套、件、辆）

新签约项目 ≥30 个（台、套、件、辆）

引进外资 ≥100 万美元

招商引资推介会 ≥20 场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定性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招商引资质量 定性

可持续发展指标 提升全县招商引资水平 定性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落地企业满意度 定性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完成成本 ≤538 万元





第三部分

苍溪县经济合作中心
2023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县经合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上年结转；支

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

出、农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县经合中心 2023 年收支预算

总数 551.39 万元，比 2022 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191.96 万元，

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住房公

积金解缴基数调整、部门预算项目等项目经费增加。

（一）收入预算情况

县经合中心 2023 年收入预算 551.39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

12.52 万元，占 2.27%；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38.87 万元，占

97.73%。

（二）支出预算情况

县经合中心 2023 年支出预算 551.3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6.87 万元，占 39.33%；项目支出 334.52 万元，占 60.67%。

二、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县经合中心 2023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 551.39 万元，比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191.96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

员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住房公积金解缴基数

调整、部门预算项目等项目经费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38.87 万元、上年

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52 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 499.7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03 万元、卫生健

康支出 7.75 万元、农林水支出 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7.84 万

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县经合中心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538.87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数增加 206.24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住房公积金解缴基数调整、部门预算

项目等项目经费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87.25 万元，占 90.42%；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22.03万元，占4.08%；卫生健康支出7.75万元，占1.44%；

农林水支出4万元，占0.74%；住房保障支出17.84万元，占3.32%。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商贸服务（款）事业运行（项）2023

年预算数为 169.25 万元，主要用于：县经合中心正常运行、开

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2.一般公共服务（类）商贸事务（款）招商引资（项）2023

年预算数为 318 万元，主要用于：县经合中心开展招商引资、优

化经济环境等方面的项目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3 年预算数为 22.03



万元，主要用于：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支出。

4.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

2023 年预算数为 7.75 万元，主要用于：县经合中心按规定由单

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5.农林水（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其他

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项）2023 年预算数为 4 万元，主

要用于：开展驻村帮扶工作方面的项目支出。

6.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3

年预算数为 17.84 万元，主要用于：部门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

房公积金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县经合中心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216.87 万元，其

中：

人员经费 200.02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社会保险缴费、离休费、住房公积金、福利费、工会经费、

公务交通补贴等支出。

公用经费 16.8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

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

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支出。

五、“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县经合中心 2023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 2 万元，

其中：公务接待费 2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 万元。



2023 年县级年初部门预算暂不编列因公出国（境）经费，执行

中，确需执行因公出国（境）任务和计划的，按照“一事一议”

的方式按程序报批后安排经费。

（一）公务接待费较 2022 年预算持平

2023 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执行接待考察调研、检查指导

等公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用餐费等。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 2022 年预算持平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 0 辆，其中：轿车 0 辆、越野车 0 辆、其

他乘用车 0 辆。

2023 年未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3 年未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县经合中心 2023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

出。

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县经合中心 2023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县经合中心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行的相关科目。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 年，县经合中心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0 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



务 0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县经合中心共有车辆 0 辆，其中，定向保

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

备 0 台（套）。

2023 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

大型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3 年县经合中心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10 个，涉及预

算 538.86 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 5 个，涉及预算 200.01 万元；

运转类项目 3 个，涉及预算 34.85 万元；特定目标类项目 2 个，

涉及预算 304 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三）一般公共服务（类）商贸服务（款）事业运行（项）：

指县经合中心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四）一般公共服务（类）商贸服务（款）招商引资（项）：

指用于开展招商引资、优化经济环境等方面的项目支出。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实施养老保险制

度由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的支出。

（六）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指事业单位用于单位应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七）农林水（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

其他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项）：指用于开展驻村帮扶工

作方面的项目支出。

（八）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

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三公”经费：纳入县经合中心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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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反映单

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

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

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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