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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2022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3〕1号）

要求，我市组织开展了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2022 年

度绩效自评工作。在各项目单位对照分解下达的绩效目标开

展自评基础上，市林业局对项目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复核，形

成自评价报告。评价结果显示，本市较好地实现了财政部下

达的区域绩效目标，年度项目任务也基本完成。具体情况如

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林业改革发展资金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

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

2022年财政部下达本市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共计 650

万元。其中：2021年提前下达 617万元（财资环〔2021〕108

号），2022年下达 33万元（财资环〔2022〕36号）。

按支出方向分：林木良种培育补助 130万元（林木良种

繁育 50万元，种质资源库 80万元）；湿地保护与恢复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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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万元；林业科技推广示范 100万元。

序号 支出方向 金额（万元）

1 林木良种培育 130
2 湿地保护与恢复 420
3 林业科技推广示范 100

合计 650

2、中央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1）年度总体目标：保持东方杉基地的繁育推广、开

展种质资源保护；继续推进湿地保护和修复，提升崇明东滩

鸟类栖息地生境质量；发挥林业科技示范项目引领带动作

用。

（2）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原天保工程区国有林管护面积（万亩）

原天保工程区非国有地方公益林管护面积（万亩）

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而积（万亩）

非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面积（万亩）

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万亩）

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万亩）

政策到期符合国家级公益林界定条件上一轮退耕还生态林管

护面积（万亩）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面积（亩） 900
造林而积（万亩）

森林抚育面积（万亩）

政策到期上一轮退耕还生态林纳入森林抚育补助面积（万亩）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数量（个）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面积（万亩）

油茶营造面积（万亩）

退耕还湿（万亩）

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数量（个） 3
纳入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补助的湿地数量（个）

边境森林防火隔离带长度（公里）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万亩次）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数保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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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个数（个） 1

质量指标

造林合格率（%）

森林抚育合格率（%）

森林火灾受害率（%）

时效指标

天然林和国家级公益林管护当期任务完成率（%） ≥95
造林当期任务完成率（%）

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完成率（%） ≥90
森林抚育当期任务完成率（%）

成本指标

国有天然林管护中央财政补助标准（元/亩）

非国有地方公益林管护中央财政补助标准（元/亩）

非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中央财政补助标推（元/亩）

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中央财政补助标准（元/亩）

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中央财政补助标准（元/亩）

效益指

标

生态效益指

标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明显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 明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林区职工、周边群众满意度（%） ≥80

（二）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报送国家林草局的实施计划，对应落实了下达资

金，明细如下：

2022年度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安排情况表

支出

方向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实施单位

金额

（万元）
项目主要内容

林木

良种

培育

林木良种培育

补贴

上海市林

业总站

上海东林

方杉林业

发展有限

公司

50
安排东方杉良种基地的林地抚育管理、培育苗

木等。

桃国家林业种

质资源库

上海市林

业总站

上海市桃

研究所
35

收集、引进国内外优质桃品种 5-6种；剩余的

老龄化桃种质资源改造更新；优良品种中试及

配套施肥技术示范；资源库信息维护。

蔷薇属植物国

家林业种质资

上海市园

林科学规

上海市园

林科学规
25

收集保存月季新品种资源 30-50种；繁育抗逆

月季品种 10个以上；建立高架月季养护技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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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方向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实施单位

金额

（万元）
项目主要内容

源库 划研究院 划研究院 册并开展技术培训；规范资源保存与分类。

唇形科植物国

家林木种质资

源库

上海辰山

植物园

上海辰山

植物园
20

收集、保存唇形科植物（含品种）15-20种;保
育鼠尾草属濒危物种 1-2种；唇形科植物种质

资源的保存、共享与利用；唇形科植物种质资

源研究成果推广应用。

湿 地

保 护

与 恢

复

白头鹤栖息地

适宜性保护与

修复项目（一

期）

上海市崇

明东滩自

然保护区

管理事务

中心

上海市崇

明东滩自

然保护区

管理事务

中心

420

在崇明东滩北沿围外滩涂（东旺水闸至北八滧

范围），采取科学、有效、经济、适度的化学

治理等人工干预手段，控制二次入侵的互花米

草种群；采用人工播种的方式促进海三棱藨草

的自然生长，恢复土著物种。

林 业

科 技

推 广

示范

生态栽植技术

在提升城市树

木综合效益中

的应用和推广

上海市绿

化管理指

导站

上海市绿

化管理指

导站

100

应用配方土、组合式树木栽植模块、园林废弃

物透水铺装材料等技术，系统解决地下空间环

境胁迫下行道树长势难题，让树木生长健康，

花开得艳，从而提升城市树木综合效益，为上

海“四化”品质提升和生态宜居城市建设打下良

好基础。

合计 650

2、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一方面，我市将财政部下达的区域绩效指标结合预算下

达，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另一方面，会同项目单位研究完

善具体项目绩效指标，确保项目绩效指标的完整性，并突出

了核心指标（详见沪绿容〔2022〕145 号）构建。通过做实

项目指标，既弥补了本市区域绩效目标体系化存在不足，也

有利于绩效跟踪和绩效自评工作的开展。

财政部下达区域绩效指标分解表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分解项目 备注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面积

（亩）
900

林木良种培

育

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数量（个） 3
湿地保护与

恢复

只申报并实施

1个项目

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个数 1 林业科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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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广示范

时效指标

天然林和国家级公益林管护当

期任务完成率（%）
≥95 未申报

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完

成率（%）
≥90 未申报

效益指

标

生态效益指

标

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

挥
明显

湿地保护与

恢复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功能

改善可持续影响
明显

湿地保护与

恢复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林区职工、周边群众满意度（%） ≥80

我市下达具体项目绩效目标如下：

（1）林木良种东方杉资源保护及培育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面积（亩） 900
抚育面积（亩） 1853
培育东方杉苗木（万株） 80

质量指标

培育苗木等级 达标

良种基地专家年度验收通过率 100%
扦插成活率 75%

时效指标
抚育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苗木培育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优良种子（穗苗）产值（元/亩） 3500
优良苗木产值（元/亩） 20000

社会效益指标 提供良种数量（万株） 8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东方杉扦插繁育技术 不断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林区职工、周边群众满意度（%） ≥80%

（2）桃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种质资源（份） ≥5
新增种质资源（株） ≥100
老龄化桃种质资源改造面积（亩） 10
新优品种中试面积（亩） 13

质量指标
种质资源保存率 ≥95%
老龄化桃种质资源改造新植桃苗成活率 ≥95%

时效指标 苗木栽植及时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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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桃种质资源区改造完成及时率 100%
国家林木资源库信息更新维护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劳动就业 10人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经济林种源可持续发展 促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新品种和新技术推广满意度 ＞90%

（3）蔷薇属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种质资源（份） ≥30
新增种质资源（株） ≥600
抗逆月季品种良种选育（种） ≥1
新优月季品种繁育（种） 10
新优月季品种繁育（株） 5000
标准化技术宣贯与培训人次 60

质量指标
种质资源保存率 ≥95%
苗木成活率 ≥95%

时效指标
苗木栽植及时率 100%
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信息更新维护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高架月季养护技术 建立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资源收集保存繁育机制 逐步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技术培训满意度 ＞90%

（4）唇形科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种质资源（份） ≥15
新增种质资源（株） ≥300
鼠尾草属濒危物种成功保育（种） ≥1
唇形科新优物种景观应用（种） ≥1
申报新品种（个） ≥2
成果转化（项） ≥1

质量指标

种质资源保存率 ≥95%
苗木成活率 ≥95%
濒危物种成功保育率 ≥95%

时效指标
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数据更新完成率 100%
苗木栽植及时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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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数据更新维护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支持唇形科植物科研材料 支持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唇形科属植物资源信息共享 共享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科研人员满意度 100%

（5）白头鹤栖息地适宜性保护与修复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斑块状互花米草治理面积（亩） 500
海三棱藨草恢复面积（亩） 600
构筑生境岛屿土方（立方米） 13000
潮沟疏浚土方（立方米） 12400
疏浚土方修整面积（平方米） 28500
芦苇生境控制优化面积（亩） 1200

质量指标

海三棱藨草存活率 ≥50%
斑块状互花米草灭除率 ≥80%
项目验收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100%
项目按计划完工率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支撑科学研究
科研合作项

目≥2个
生态效益指标 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湿地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 明显

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的生境格局 优化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公众满意度 ≥90%

（6）生态栽植技术在提升城市树木综合效益中的应用

和推广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立配方土生产展示基地（个） 1
生产配方土（t） 2000
建设示范点（处） 6
推广应用配方土种类 ≥3
推广应用树木（种） 6
推广应用树木（株） ≥1000
推广应用栽植模块（立方米）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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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技术推广应用培训次数 5
技术推广应用培训人次 ≥500

质量指标

项目开题评审通过率 100%
示范点苗木栽植成活率 ≥98%
项目结题验收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及时率 100%
项目按时结题率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示范点整体养管成本降低 15%左右

社会效益指标 城市树木景观作用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树木地下栽植空间环境改善情况 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市区绿化行业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养护企业综合满意度 ＞90%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2年上海市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指标 650万元已全部到

位。市财政局会同市林业局按照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管理的规

定，及时分解下达预算给各项目承担单位。其中，蔷薇属植

物国家林业种质资源库、唇形科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林业科技推广项目 4个项目共计 565

万元分解预算指标至市级预算单位；林木良种培育补贴、桃

国家林业种质资源库项目 85 万元拨付实施单位（区级非预

算单位）。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要求，我们结合本市项目

管理特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

一是加强项目方案的制定，为推动实施项目的整体绩效

夯实基础。鉴于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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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预期，结合业务管理提升的需要，我们在湿地保护与恢

复、林木良种基地维护项目中，注重前期方案的制定，并邀

请社会专家进行评审，促进了项目实施的质量，提高了专业

化水平。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也借鉴了本市课题制管理的

程序。

二是加强项目执行的规范，保障项目执行规范有序。目

前，项目招投标制、合同制、财务监理制等在一些项目管理

中制度化逐步形成。绩效目标与资金安排的匹配性，以及预

算支出定额和资金支出范围等进一步深化。一些项目通过强

化中期检查、完工验收等环节做好质量控制。

三是加强预算执行的监控。由于多种原因，个别项目预

算执行进度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项目绩效评价和预算执行

监控。为此，我们研究在规划上和方案阶段提前启动、在审

批阶段处室联动等方式，加快项目实施，实现预算执行和绩

效目标的“双监控”，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

同时加强项目支付审核，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管

理，督促项目单位强化进度管理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截至 2023 年 3 月底，我市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实际支出

为 458.3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0.5%。其中，林木良种培育

实际支出 129.59万元，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实际支出 275.13

万元，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实际支出为 53.58 万元（年度

工作计划执行率 100%，见备注）。具体预算执行情况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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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2022年度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表

序号 补助项目
预算金额

（万元）

评价期执行金额

（万元）

当年度预算执

行率%
1 林木良种培育 130 129.59 100
2 湿地保护与恢复 420 275.13 100
3 林业科技推广示范 100 53.58 100

总计 650 458.3 100
备注: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实施周期为 2年，当年度实际执行率为 100%。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2年，各项目单位克服了新冠疫情影响，较好地完成

了年度工作目标。东方杉良种基地、3个种质资源库、湿地

保护与恢复项目完成了全部任务，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培训人

数受疫情影响未达预期目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以下指标除了财政部下达的区域绩效指标外，我们增加

了项目绩效指标，以尽可能体现项目指标的完整性。指标完

成情况分析如下：

1、林木良种繁育

（1）数量指标

指标①：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面积，指标值 900亩，

实际值 769亩。减少原因是当地落实“非粮化”、“非农化”政

策要求，浙江桐乡 131亩培育圃退林还耕。

指标②：抚育面积，指标值 1853亩，实际值 1853亩。

对 184亩东方杉种质资源库、24亩东方杉母树林、145亩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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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圃、1500亩东方杉试验示范林（浦东、崇明、奉贤、金山

等地）开展抚育管理。

指标③：林木良种培育数量，指标值 80 万株，实际值

100.8 万株。包括在浦东川沙曹路镇基地本部温室扦插繁殖

苗木 25 万株，在崇明港沿、江苏启东、浙江桐乡租赁土地

的大田培育圃培育苗木 75.8万株。

（2）质量指标

指标④：东方杉温室大棚嫩枝扦插成活率，指标值 75%，

实际值 76.25%。

（3）时效指标

指标⑤：良种基地任务完成及时率，指标值 100%，实

际值 100%。

（4）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⑥：优良苗木产值，指标值 20000元/亩，实际良种

基地生产优良苗木 80万株，20元/株，面积 769亩，产值 2.08

万元/亩。

（5）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⑦：东方杉良种推广指标值 2.5万株，实际值 3万

株。

（6）满意度指标

指标⑧：用苗企业（个人）满意度，指标值≥95%，实际

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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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1）数量指标

指标①：种质（含品种）收集数量，指标值≥50 份，实

际值 82 份。具体为，上海市桃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指标值

为≥5份，实际完成值为 5份；上海市唇形科植物国家林木种

质资源库指标值为≥30份，实际完成值为 47份；上海市蔷薇

属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指标值为≥15份，实际完成值为

30份。

（2）质量指标

指标②：种质资源库收集资源保存率，指标值≥95%，实

际值均≥95%。

3、湿地修复和补助项目

（1）数量指标

指标①：斑块状互花米草治理面积，指标值 500亩，实

际值 500亩。

指标②：海三棱藨草恢复面积，指标值 600亩，实际值

600亩。

指标③：构筑生境岛屿土方，指标值 13000立方米，实

际值 13000立方米。

指标④：潮沟疏浚土方，指标值 12400立方米，实际值

12400立方米。

指标⑤：疏浚土方修整面积，指标值 28500平方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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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值 28500平方米。

指标⑥：芦苇生境控制优化面积，指标值 1200 亩，实

际值 1200亩。

（2）质量指标

本项目共设定 3个质量指标，分别为：

指标⑦：海三棱藨草存活率≥50%

指标⑧：斑块状互花米草灭除率≥80%

指标⑨：项目验收通过率 100%。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的技术要求及植物生长特性，海三棱

藨草种植和互花米草灭除的成效，将在 2023 年的 7 月和 9

月对其进行分别验收后，再对其评价实施成效，同时完成项

目的总体验收。质量指标涉及工作截至评价日尚未实施，暂

缓评价。

（3）时效指标

指标⑩：项目按计划完成率，指标值100%，实际值 100%。

项目方案经市林业局批复后，严格按政府采购程序开展招投

标工作，且采购的各个环节工作均按项目单位“三重一大”议

事决策要求研究后开展。2022年度计划的施工任务已全部完

成。

（4）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1：支撑科学研究项目，指标值≥2个，实际值为 3

个。分别是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的《崇明东滩盐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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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调查》（自然资源部项目）、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

护研究中心的《湿地样地监测项目》（自然资源部项目）以

及国家海洋中心的《长江口污染试点基线调查》（生态环境

监督管理局项目）。

4、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

（1）数量指标

指标①：建立配方土生产展示基地，指标值 1个，实际

值 1个。

计划在青浦建立配方土生产基地 1个，面积 1200m2。受

指导站青浦苗圃建设用地限制，配方土生产基地由青浦苗圃

变更为普陀区金迎路，完成约 2000m2配方土生产示范点场

地建设，配备了配方土制备流程所需的搅拌机、传送带、装

袋封口装置。

指标②：生产配方土，指标值 2000吨，其中 2022年度

计划生产 1000吨，完成值 1000吨。其中部分已根据道路建

设实际需求应用于示范点建设。

指标③：建设示范点，指标值 6 个，其中 2022 年度计

划指标值 4个，实际完成示范点建设 5个，包括瑞金南路 1

公里道路改造配方土示范点，杞青路、泾南公园示范点，植

物园北扩、外环公园带沔青公园透水铺装材料示范点。

指标④：推广应用配方土种类，指标值≥3种，实际在示

范点推广应用配方土种类 3种，分别为 3cm-40%、5cm-50%、

3cm-60%三类配比配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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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⑤：推广应用树种及株数，指标值推广 6 种 1000

株，其中 2022年计划推广应用树种 4种，应用株数 500株。

实际推广应用不同品种树木 4种，分别为七叶树、乌桕、美

国红枫、樱花，种植树木共计 530株，苗木栽植成活率 100%。

指标⑥：推广应用栽植模块，指标值 300m3，其中 2022

年度计划推广应用生态栽植模块 50m3，实际完成 20m3。未

完成原因是，原计划示范点建设任务由于相关区建设任务指

标调整，完成了部分任务量，剩余指标将计划于 2023 年完

成实施。

指标⑦：培训次数及培训人次，指标值 5次培训 500人

次，其中 2022 年计划开展培训 3 次，培训 200 人次，实际

开展培训 3次，培训 160人次。具体为，结合公绿网活动，

在长兴岛郊野公园完成生态栽植技术应用培训 1次，培训 60

人次；两家协作单位结合配方土、栽植模块试点推进，开展

养护作业人员培训各 50 人次。未完成培训人次原因是，受

疫情影响。

（2）质量指标

指标⑧：项目开题评审通过率，指标值为 100%，完成

值为 100%。

指标⑨：示范点苗木栽植成活率，指标值为≥98%，实际

值为 100%。

（3）时效指标

指标⑩：项目实施及时率，指标值为 100%，实际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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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截至 2022 年底，项目完成立项批复，细化实施方案，

同时与市林业局完成项目合同签订，与两家协作单位完成协

作任务书签订工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面积有所减少。国家重点林

木良种基地面积，指标值 900亩，实际值 769亩，减少 131

亩。减少原因是浙江桐乡 131亩培育圃落实“非粮化”、“非农

化”政策要求退林还耕。拟另外寻找合适的承租地块，目前将

克服土地面积减少影响，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证苗木产量

和质量。

2、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未按计划完成全部实施内容。

计划示范点实施任务，由于区建设单位计划任务的调整，示

范点建设任务未能落实，导致生态栽植模块指标任务完成滞

后；二是受疫情影响，培训人数受限，导致培训人次未完成

计划指标。2023年继续推进完善相关示范点建设任务，并结

合网络活动、标准贯标培训、推广技术应用培训等，开展项

目技术培训。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拟应用情况：一是加强项目库入库环节的审核，提高入

库项目的质量。二是加强日常监管，推进业务管理与绩效跟

踪的融合同步。三是提升绩效管理基础，抓住绩效目标、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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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指标体系建设，探索支出标准化试点等。

拟公开情况：将根据我市总体部署时间安排，在市林业

局网站予以主动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绩效自评的可操作性和自评结果的合理性受以下因素

影响：

一是补助类资金绩效目标的适当性。如种质资源库补助

资金，补助资金量与项目的全部产出不具有匹配关系，需进

一步研究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二是需要进一步明确资金

支出标准等，便于规范、指导项目预算编制和绩效目标设定。

六、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附件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地方主管部门 上海市林业局 资金使用单位

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
务中心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
上海东林方杉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桃研究所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
上海辰山植物园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650 458.3 70.51%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50 458.3 70.51%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我市项目较少，因此根据原项目申报对应落实下
达资金，未做调整和统筹。

下达及时性
市财政局会同市林业局按照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管
理的有关规定，及时分解下达预算给各项目承担

单位。

拨付合规性
加强项目支付管理的审核，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

付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为出现截
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注重前期方案的制定，严格按项目实施，促进了
项目实施的质量，提高了专业化水平。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方面，我市将财政部下达的区域绩效指标结合
预算下达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另一方面，借鉴

项目绩效指标体系编制的要求，研究完善具体项
目绩效指标，确保项目绩效指标的完整性，突出
了核心指标。

在规划上和方案阶段提前启动、在审批阶段处室
联动等方式，加快项目实施，实现预算执行和绩

效目标的“双监控”，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
根据财政部通知要求，组织开展中央财政林业改
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工作。项目单位对照随预算

同步下达的绩效目标开展自评，市林业局、市财
政局对项目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复核汇总。

支出责任履职情况
我市项目资金来源全部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保持东方杉基地的繁育推广、开展种质资源保护；继续推进湿
地保护和修复，提升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境质量；发挥林业

科技示范项目引领带动作用。

东方杉良种基地、3个种质资源库和1个林业科技推广
示范项目完成了计划任务；1个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白头鹤栖息地修复项目），完成当年工程施工任

务，剩余的海三棱藨草种植工作已于2023年3月完成
。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面积（亩） 900 769

面积减少原因是落实“

非粮化”、“非农化”
政策要求，浙江桐乡有

131亩培育圃退林还耕
。拟另外寻找合适的承
租地块，目前将克服土

地面积减少影响，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保证苗
木产量和质量。

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数量（个） 1 1

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个数（个） 1 1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明显 明显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

影响
明显 明显

……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林区职工、周边群众满意度（%） 85 100

……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

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