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2019-12-31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
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1-1 结束时间

立体绿化是以建（构）筑物为载体（屋顶、墙面、桥柱、栏杆、沿口、窗阳台、棚架等），以
植物材料为主体营建的各种绿化形式的总称，主要包括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沿口绿化和棚架
绿化四大类。它是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净化空气、减少尘埃、美化环境、提高城市
绿视率的生态功能，更有调节屋面墙面温度，减少夏、冬两季空调能耗，具有节能减排，滞留
雨水、缓解减轻城市排水压力的作用。
截止到2017年底，上海共有立体绿化371万平方米。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建设200万平方米立体
绿化，每年建设约40万平方米。根据《上海市绿化条例》、《上海市建筑节能项目专项扶持办
法》（沪发改环资（2012）88号文）、《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绿化市容局关于推进本
市立体绿化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发（2014）39号）、《本市新建屋顶绿化折算抵算配
套绿地实施意见（试行）》（沪绿容（2014）74号文）、《新建项目立体绿化规划控制操作细
则》（沪绿容（2015）103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要求，对本市立体绿化建设开展技术
培训、宣传，开展相关核查以及技术研发工作，为提升立体绿化建设和养护质量提供必要的支
持。
本项目主要用于立体绿化政策及技术的宣传和培训，开展本市已建立体绿化的资料采集。通过
宣传、培训，提升立体绿化施工养护质量，提升市民对立体绿化的认知；对各区上报的立体绿
化奖补项目的核查，保障上报项目材料的真实、准确；对各区2019年新建立体绿化日常项目核
查，确保上报数量的准确性；开展花柱材料的筛选与应用等相关技术研究，为提升本市立体绿
化景观质量提供支持；通过屋顶绿化养护技术示范项目，为本市其他屋顶绿化提供养护模板，
提升全市屋顶绿化养护面貌。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立体绿化建设是十三五期间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也是今后绿化发展的重点。作为一个新兴的技
术领域和绿化形式，社会关注度和技术普及上仍需加强。2019年，本市加强对立体绿化政策及
技术的宣传和培训，开展本市已建立体绿化的资料采集。通过宣传、培训，提升立体绿化施工
养护质量，提升市民对立体绿化的认知。
立体绿化奖补项目是市里对开展立体绿化建设的鼓励措施。通过对各区立体绿化奖补项目的核
查，保障上报项目材料的真实、准确。通过对各区上报的立体绿化日常项目核查，确保上报数
量的准确性。
千根花柱建设为《本市加强园林绿化管理精细化工作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中重要内容
。为保障建设顺利进行，开展花柱材料的筛选与应用，为各区花柱建设提供技术保障。

《上海市绿化条例》《立体绿化技术规程》《本市加大立体绿化推进工作的实施意见》《上海
市绿色建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本市新建屋顶绿化折算抵算配套绿地实施细则》《本市加强
园林绿化管理精细化工作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

立体绿化指导服务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⑴ 宣传培训
   ①资料采集:对全市已建成的立体绿化，根据不同地点，选择50个有代表性的立体绿化，组
织专业人员进行资料采集，包括立体绿化图像资料、基础资料等收集。收集资料用于今后立体
绿化宣传，包括相关书籍出版、相关版面宣传等。
②培训：全年开展2次立体绿化相关技术宣传培训，每次培训120人。
(2)核查
开展各区立体绿化项目的核查，完成立体绿化核查报告；开展立体绿化奖补项目的审核，确保
奖补金额的准确性；开展桥柱绿化日常巡查。根据市局相关计划，十三五期间每年全市建设立
体绿化40万平方米。根据要求，2019年将对16个区上报项目中的10-20万平方米进行核查。
(3)技术研发
①花柱植物选择研究:根据《本市加强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工作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
本市将建设1000根花柱。本项目将采集10-15种藤本植物，并在相关地点进行试验，通过观察、
记录相关实验数据，筛选适合上海的植物4-5种。
②沿口绿化适用植物筛选：沿口绿化是上海绿化的重要方面，全市沿口绿化植物约有12万盆，
但目前植物比较单一，以黄馨为主。本项目将采集5-10种植物，通过实验设计，在高架沿口开
展实验，观察记录生长情况，筛选出沿口绿化植物3-5种。
③雨水收集系统试点维护：主要用于之前建设完成的雨水收集系统示范点的维护，包括植物材
料、限高材料以及其他需要更换的零件等。

完成立体绿化巡查10万平方米；
完成立体绿化参观及培训2次；
筛选沿口绿化植物3种；
筛选花柱植物4种；
完成桥柱绿化巡查4次。

提升立体绿化养护管理水平及行业从业人员技术水平，改善立体绿化养护质量和面貌。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宣传与培训 100000

技术研发 270000

屋顶绿化养护技术示范 320000

宣传与培训（技术培训） 40000

核查 9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5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50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设有技术指导科专门负责立体绿化的管理工作，配有专业仪器和技术人
员，确保提供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对于合同、报销等均有相关内控制
度。

项目总预算（元） 82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20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生态效益目标

可持续目标

满意度目标

备注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规范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效果目标

提升培训人员技能 ≥90%

立体绿化成果传播率 较往年同比提升

立体绿化建设质量 较往年同比提升

产出目标

资料收集完成率 100%

雨水收集系统运行状况 良好

奖补项目复查完成及时性 按时完成

立体绿化核查完成情况 10万平方米

桥柱绿化巡查完成情况 4次

沿口植物筛选品种数量 3种

花柱植物筛选情况 4种

立体绿化培训完成情况 2次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预算执行率 ≥95.00%

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财务制度健全、完善

财务监控有效性 财务监控、管理有效

项目合同执行率 =100%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项目业务管理制度健全、完善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项目实施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

分解目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崇明东滩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长江口。在这里充沛的长江水与海水交互混合形
成特有的咸淡水。季节变化造成的长江来水量变化与潮汐变化的相互作用，又使水的咸淡存
在不同的季节存在变化而且在每天不同的时间也存在变化。这种特有的变化不仅造就了崇明
东滩独特的异质潮滩体，同时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浮游动植物、鱼类、底栖动物，而这一切
又都为每年来往于澳大利亚——西伯利亚的鸻鹬类候鸟提供了食物及栖息场所。自06年以
来，保护区坚持开展了生物多样性资源监测，获得了大量宝贵数据，汇编形成的公报也受到
国内外专家同行的一致好评；最重要的是基于监测数据，直接促成了事关保护区发展关键的
“互花米草治理及鸟类栖息地优化”管理对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保护区科学管理提供了有力
支撑。
随着崇明东滩互花米草生态控制和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项目的完工、长江流域保护战略的实
施，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也面临新的变化。特别是河口滩涂冲淤受到长江来沙量减少以及
生态修复工程的双重影响，发生新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各种底栖动物乃至鸟类的分布。因
此，必须持续坚持开展并完善基础资源监测体系，逐步构建涵盖“水、土、气、生”的监测
格局，为保护区积累基础数据，摸清楚生物资源与自然环境变更间的关系，为新时代建设世
界级保护区提供有力科学的决策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湿地资源监测专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
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迁徙鸟类及其栖息环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野生动物
类型自然保护区，每年有百万只次南北迁徙的鸟类经停崇明东滩，涉及北美、西伯利亚、我
国东北及东南沿海、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广大地域，保护区管理处肩负着保护生
物资源、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等重要职责。
开展基础资源监测是保护区的法定职责，通过长期的基础资源监测，可以摸清主要保护对象
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种群动态变化，对于制定保护管理对策以及发现科学问题具有重要的意
义。
本项目对东滩保护区内的各类自然资源及滩涂地貌开展调查监测工作,以期掌握保护区自然资
源的现状及动态,为湿地的科学有效管理提供依据。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本项目共由10个子项目组成，其中植被、底栖、浮游、鱼类、滩涂冲淤及繁殖鸟类等方面的
监测，计划2019年1月与合作单位签订合同。2019年全年开展水鸟监测16次。2019年3到7月，
开展繁殖鸟调查15次。2019年3月初至5月底，8月初至10月底，对迁徙经过东滩的水鸟，特别
是鸻鹬类开展环志和旗标工作，并结合环志开展卫星跟踪研究。

总目标：摸清崇明东滩国际重要湿地的各类资源的组成、数量、分布和年周变化规律，以及
影响因子，为科学制定保护策略提供依据，为上报国际重要湿地变化情况提供参考。阶段目
标：获取东滩湿地各类资源监测数据，掌握东滩湿地各类资源的状况。

互花米草二次入侵的监测预警 100000

鸟类监测 180000

鱼类监测 150000

生态修复区水鸟调查及信息监测

水鸟环志

1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浮游及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监测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76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保护区管理处主任、副主任专职分管资源监测工作。
科技信息科现有在编人员4人，设副科长1人、科员各3人，专职负责保护区的鸟类监测工作。
保护区联合华东师范大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开展植被、底栖、浮游、鱼类、滩涂冲淤及繁
殖鸟类等方面的监测。

项目总预算（元） 15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00000

100000

190000

380000

卫星标记大、中型鸻鹬类跟踪监测

滩涂冲淤及地貌监测

资源公报编制

植物多样性监测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务管理

资金投入管理

资金投入管理

资金投入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产出目标

涉禽环志次数 春季一次、秋季一次

生态修复区系繁殖水鸟调查 ≥8.00

保护区同步水鸟调查次数 ≥15.00

形成专项报告数 ≥4.00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财务制度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资金到位及时性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及时

≥95.00%

合规

⑴社会效益
随着国家生态保护力度的逐年加大以及社会对自然保护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如何更好地保护
湿地资源成为东滩保护区管理的重点。通过进行长期的资源监测以记录资源的变化，摸清楚
生物资源与自然环境变更间的关系，为实施管理及保护的决策系统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使
区内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景观得以有效保护，为保护区开展科普宣教、生态旅游、国际合作等
社会服务性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对资源监测的结果进行综合
分析和评价，整理形成《保护区年度资源监测公报》，作为自然资源动态重要的档案资料，
并向社会公开，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⑵经济效益
崇明东滩对于亚太迁徙候鸟的保护、长江洄游鱼类和近海水产资源的保护和恢复、长江口区
空气与水质净化、以及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等均具有重要的承载功能和指标意义，其所呈现出
的良好的生态屏障和宜人的自然景观，对于保持和提升崇明本岛、上海本市的综合竞争力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本地区自然资源和自然风貌坚持长期的、系统的调查监测，为合理
保护湿地资源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支撑，势必在旅游业、渔业、农业、节能减排、宜居环境和
文教事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
⑶生态效益
崇明东滩现有已查明的鸟类有290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21.70%，每年有百万只次的候鸟在这
里经停和繁育，对维系亚太鸻鹬类水鸟、东亚雁鸭类和东北亚鹤类的种群具有特殊的重要意
义；已查明的鱼类94种，占本地区鱼类种数90%以上，其宽阔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保护长江及东
海、黄海水产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素有“地球之肾”、“地球之肺”的广袤滩涂对
本地区水质和空气质量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作为崇明“生态岛”建设的亮点，其生态效益
极其显著。

分解目标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影响力目标 可持续目标

备注

保护区环境资源动态调查 每年持续监测

建立湿地监测长效机制 监测方法长期统一，数据延续，可对比

产出目标

资源监测工作完成率 100%

资源监测开展及时性 及时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
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1-1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

上海典型绿地土壤质量监测保障体系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结束时间 2019-12-31

    本项目作为一项公益性、基础性、长期性项目，对于维护上海绿地生态系统健康和上海
生态城市建设意义重大。
    在原有工作基础上，逐步形成以下监测体系：
    1.样点体系：监测点位置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涵盖公园绿地、公共绿地和道路绿地等
多种绿地类型，建立全市绿地土壤质量监测网络，充分发挥行业监测网作用，形成城市绿化
土壤质量监测能力；
    2.评价体系：建立涵盖土壤肥力质量、环境质量和健康质量的城市绿地土壤质量评价体
系，对土壤质量评价更为系统、全面；
     3.时空体系：采用统一、规范的方法对全市绿地土壤质量进行监测，客观准确地反映全
市绿地土壤质量总体情况。同时，在长期监测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时期监测数据纵向比较分
析，揭示上海绿地土壤质量时空演替规律；
    4.数据体系：建立“上海绿地土壤质量监测共享平台”，全面涵盖全市绿地土壤质量监
测基础数据，实现数据共享，为绿化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单位提供技术支持；
    5.应用体系：运用累计和动态变化的土壤数据，定期发布土壤改良、修复、肥水管理指
导性意见，并与区县、乡镇（街道）形成联动机制，指导全市绿化栽培养护的应用体系，发
挥土壤数据的技术支撑作用。

    1.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上海市政府，《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任务清单》；
    3.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十三五”发展规划；
    4.《园林绿化工程种植土壤质量验收规范》（DB31/T 769-2013）；
    5.《绿化种植土壤》（CJ/T 340-2011）；
    6.《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1.2019年1月，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2.2019年2-3月，完成招标程序，签订合同；
    3.2019年4-6月，采集土壤样品及样品前处理；
    4.2019年5-9月，室内检测；
    5.2019年10月，检测数据复核和质量控制；
    6.2019年11月，GIS系统建设和维护；
    7.2019年11-12月，数据分析及报告编制；
    8.2019年12月底，专家论证，完成检测报告，项目验收。

    1.建立覆盖全市的典型绿地土壤质量体系和网络，逐步实现对中心城区、远郊区和不同
类型绿地的全覆盖；
    2.建立科学完整的绿地土壤质量监测指标和评价体系，为逐步实现绿地土壤的分类提供
依据；
    3.建立典型绿地土壤质量数据库，掌握土壤质量时空演替规律；
    4.提出上海绿地土壤质量管理对策，提高行业科技支撑能力；
    5.建立土壤质量大数据云平台和年度发布制度，逐步完善上海绿地土壤质量信息发布方
式和形式。

       2,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1,995,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绿林地土壤监测 2,000,000.00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城市绿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到城市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质
量和水准，也直接关系到“美丽家园”梦想的实现与否。
    土壤作为城市绿地重要的物质基础，其质量不仅关系到园林植物长势的好坏，也直接影
响绿地的景观效果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纵观上海绿化建设现状与国内外发展趋势，土壤质
量已成为限制上海绿化质量的重要因子之一，急需建立典型绿地土壤质量的动态监测体系。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是以公益性应用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专业从事绿地、林业
和湿地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发。其中科技管理（平台）是专门从事城市土壤、营养和
污染等方面质量以及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的调查、评价与修复；开展废弃物土地利用的综合
利用技术，并和土壤改良、修复、植物景观恢复相结合综合技术集成；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研究，对土壤中物质转化和能量流通的能量和水平、土壤中营养物质和水分的平衡状
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旨在为城市绿地土壤科学建设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上海典型绿地土壤质量监测保障体系质控方案
    2、上海典型绿地土壤质量监测保障体系样品采集作业指导书
    3、上海典型绿地土壤质量监测保障体系样品检测作业指导书

项目总预算（元）        2,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人力资源

长效管理

备注

2019年度上海绿地土
壤质量监测报告

完成

影响力目标

人员到位率 =100.0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招标过程规范性 规范

效果目标

提高技术支撑 =100.00

基础数据 =100.00

产出目标

监测点 132个

监测计划完成及时
性

及时

1.完成2019年度上海绿地土壤质量监测报告
2.完成上海绿地土壤质量监测与管理决策咨询报告
3.完善上海绿地土壤质量监测GIS系统和可视化信息
4.完成2019年上海绿地土壤质量年度白皮书
5.完成上海绿地土壤质量系列丛书

分解目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设计方案规范
性

具有资质的主体编制，内容完整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
性

健全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总预算（元） 447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4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9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4900000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物种是植物园生存的价值，也是植物园的灵魂，世界上著名的植物园，无不有可追溯历史的植
物种类，鲜明特色的植物主题，因此物种收集是植物园长期并且一直要开展的工作。其作用
有：第一，物种的丰富度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植物园在植物界的地位；第二，物种的主题及特色
展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传、保护植物的责职，同时，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植物的奇异类群，
探索自然的奥秘，激发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环境的保护；第三，植物园作为物种的收集和保
育研究中心，是植物最后的诺亚方舟，要起到植物收集、保存和繁育的功能。第四，对物种的
收集、栽培、驯化以及筛选，一定程度上丰富城市园林景观，物种多样性，起到改善环境，美
化生活的作用。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辰山植物园活植物收集管理办法，辰山植物园经过6年的发展，在园艺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中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植物引种、记录、养护制度和不同专业方向的人才梯
队：（1）根据全园计划、布展需求和专类园提升，进行引种方向的确定；（2）主管根据各自
的引种方向和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引种和市场调研；（3）制定了引种过程的一系列制度来落实
具体的操作办法。

结束时间 2019.12.31

根据《上海辰山植物园中长远规划》、《上海辰山植物园植物收集十年规划（2011-2020）》
和2019年辰山植物园的活植物收集策略，开展活植物的物种收集工作。具体分为室外专类植物
和景观植物收集（月季、睡莲、八仙花、春花类等）、室内专类植物和景观植物收集（兰花、
凤梨、食虫、多肉、花灌木等）、珍奇植物收集、野外植物采集工作等。

《上海辰山植物园植物收集十年规划（2011-2020）》
《上海辰山植物园中长远规划》
《辰山植物园建设阶段一期、二期科学引种技术标准和量化单价》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辰山植物园

植物引种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
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1.1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生态效益目标

可持续目标

满意度目标

备注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游客满意度 大于85%

行业满意度 大于85%

环境质量提升度 提升

效果目标

产出目标

引种植株数量完成率 100%

引种植物保育成活率 大于70%

引种类别计划完成率 100%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项目实施计划根据植物的生长情况和布展需求进行实施的。具体：（1）木本植物一般在春秋
季进行，主要是花期前或果后进行，一般集中在1-3和9-11月份；（2）草本植物主要根据布展
需求和花期进行，一般集中在3-5月份；（3）其他类群植物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进行引种；一
般集中在4-6月份和9-11月份。

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植物园，项目预期收集活植物种类数量超过2万种，阶段性目标每年
收集600-1000种品种。

项目完成后，会在植物园引种清单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种类和品种，增加的种类会丰富植物园的
物种多样性，从而提升植物园的景观。

分解目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室外专类植物引种 2006000

室内专类植物引种 2204000

种子引种等植物配套耗材 260000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    其他事业专业类√

   《关于水葫芦专项整治工作的意见》（沪农委[2002]第25号）；

    市水管处负责对黄浦江、苏州河上游干流水生植物打捞运输处置的定额与标准进行了核定和
经费进行了测算，并设立该项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按照市政府的相关工作要求，落实做好水生植物整治工作，并督促上游各区做好水葫芦整治
工作，全面落实省界水域、支流水域、干流水域、景观水域等四道防线的联合防御，全面加强省
界及支流水域的拦捞，全面提升干流水域拦捞作业能力，全力确保黄浦江、苏州河景观水域不见
水生植物。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4,3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14,340,000.00

保证项目实
施的制度、
措施

    为了保证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水域水生植物打捞运输处置项目长期、有效的实施，水管处根据
已有环境条例等规范制度，结合上海市市管水域的实际情况，特制定了《干流水域水生植物整治
工作监管考核方案》，按照对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水生植物整治的要求，作业单位也制定了《年
度水生植物打捞作业方案及应急预案》。同时，水管处下属黄浦江、苏州河管理站，按监管考核
方案的要求，组织开展对市管水域进行巡查，严格按照监管考核方案进行考评。

项目总预算（元） 36,0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6,000,000.00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水上管理处

水生植物打捞运输处置

    为确保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水域的水生植物整洁，创造一个优美的水域环境，保持水域水面
环境质量的长效常态。针对绿萍和水葫芦的打捞运输处置项目,一是结合陆续到位的新装备，进
一步做好黄浦江、苏州河市属直管水域日常保洁、干流水生植物打捞运输处置项目的监管工作，
并通过综合运用信息化、科技化手段，进一步提升监管效率。二是持续做好相关项目的成本规制
、绩效评价、绩效跟踪管理，确保城维资金的使用绩效。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目标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
入资金构成

干流水葫芦打捞运输处置 25,200,000.00              

干流绿萍打捞运输处置 10,800,000.00              

指标目标值

100%

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规

三级指标

按照市局“水生植物整治必须向上游前移关口”的工作要求，结合目前黄浦江上游水葫芦污染情
况，以及沿线各区的拦截打捞力量的部署，将干流水生植物整治作业前沿防线前移至省界水域
（前移了30-50公里）。增加设施设备配置黄浦江上游市属7处拦截库区，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
结合陆续到位的新装备，进一步做好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水生植物打捞运输处置项目的监管工
作，并通过综合运用信息化、科技化手段，进一步提升监管效率。

全面提升干流水域拦捞作业能力，全力确保黄浦江、苏州河景观水域不见水生植物。确保黄浦江
、苏州河市管水域的整洁干净，创造一个优美的水环境，实现河道“面清、岸洁”的目标，确保
市管水域水面质量保持长效常态。

1、水域保洁覆盖率达到100%；
2、保洁质量达到考核要求；
3、及时处理应急保洁任务；
4、提高市民对水域环境的满意度。

分解目标

产出目标

100%

投入和管理
目标

项目政府采购、招投标制度执行落实到位有效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制度执
行情况

水面、定点打捞作业完成率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财务制度健全、完善

财务监控、管理有效

项目业务管理制度健全、完善

项目实施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生态效益目标

满意度目标

备注

作业船舶安装信息系统，定期召开例会，实现信
息实时查询；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应急响应机制
、提升作业质量和工艺等长效管理机制

产出目标 达标，≥90分

根据作业计划及时完成

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水生植物
打捞作业质量达标情况

干流水域水面打捞作业完成及
时性

改进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较好

≥85.00%

影响力目标

有效降低市管水域全年平均污染指数

作业船舶安装信息系统，定期召开例会，实现信
息实时查询

信息共享机制建立情况

黄浦江、苏州河市管水域上游周
边群众、基层作业人员、市绿容
局相关管理人员满意度

作业工艺改进情况

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水面环境
质量

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水域全年
平均污染指数情况

效果目标

可持续目标

长效管理机制建立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