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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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植物检疫是防止有害生物人为传播危害的基础性和根本性措施，也是法律
赋予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防治检疫机构的重要职责。切实加强林业植物检疫工
作，遏制林业有害生物传播危害，既是减少灾害损失，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安
全的需要，又是实现风险防控前移，贯彻“预防为主、科学治理、依法监管、
强化责任”方针的具体体现，更是应对国外贸易技术壁垒，维护国家经济贸易
安全的需要。
为深入贯彻2011年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关于进一
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林造发[2011]183号）的要求，国家林
业局通过《国家林业局关于切实加强林业植物检疫工作的通知》（林造发
[2012]55号）和《国家林业总局办公室关于开展林业植物检疫追溯工作的通知
》（办造字[2012]117号），为有效防控外来生物入侵，要求各省、自治区等林
业局切实加强林业植物检疫工作。据此，为防范检疫性、危险性有害生物传入
上海市造成危害，同时，确保上海市从国外（境外）或其他地区引进植物的健
康，通过开展林业植物检疫执法，外来引进植物检疫监管及实施各类培训，保
护上海市绿化林业生态安全，上海市林业总站设立“林业检疫检测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
（林业部分）》、《上海市绿化条例》、《上海市绿化植物检疫管理办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4]26号）、《国家林业局关于切实加强林业植物检疫工作的通知》（林造
发[2012]55号）、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引进林木种子、苗木检疫审批与监管
规定》的通知（林造发[2013]218号）、《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林业植物检疫追
溯工作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防范检疫性、危险性有害生物传入我市造成危害，同时为确保我市从国外（境
外）或其它地区引进植物的健康，通过开展林业植物检疫执法、外来引进植物
检疫监管及实施各类培训，保护我市绿化林业生态安全。
（1）通过开展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各类绿化和造林工程的复检复查，从源头
上控制检疫性、危险性有害生物的传入，保护我市生态安全；（2）组织全市对
新发生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专项疫情调查，摸清发生范围，给疫情扑灭提供依
据，避免疫情进一步的扩散蔓延；（3）开展植物检疫工作的监督检查、检疫监
管，规范植物检疫工作；（4）开展检疫执法宣传，提供社会的认知度，减少流
通领域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漏检现象的发生，防范检疫性、危害性有害生物传
入我市造成危害；（5）开展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疫预灾和应急防控等技能培
训及信息化操作培训，提升森防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林业总站

林业检疫检测

2018.01 结束时间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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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预算执行率 95%

（一）检疫执法
植物检疫执法专项主要内容由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工程复检复查、引种审批
与监管等主要内容构成。
 （二）检疫检测
主要包括原产地的风险查定；引种调研与风险评估；市级隔离苗圃运行和普及
型隔离苗圃监管和评估等。
 （三）疫情调查与疫情处理
  对可能发生或新发生的林业检疫性或危险性有害生物，将组织全市开展疫情
调查，摸清疫情，给疫情监测和扑灭提供依据。
 （四）检疫体系运行
为维护全市各林业植物检疫办证窗口的标准化、规范化运行；做好《国家林业
局关于开展林业植物检疫追溯工作的通知》、《国家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司关
于启用网络版全国林业植物检疫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知》要求，将做好检疫追溯
、报检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和全国林业植物检疫管理信息系统软件的正常运作
等。
  （五）检疫宣传
积极做好检疫执法宣传工作，提升检疫工作的社会认知度。
 （六）森防队伍综合能力提升
开展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疫预灾和应急防控等技能培训以及信息化操作培
训，提升森防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通过开展林业植物检疫执法、检疫性有害生物专项检查、检疫监管，防范检疫
性有害生物的入侵；通过开展国外引进植物的风险评估，确保引进植物的健
康，避免携带外来有害生物。

阶段性目标：完成检疫执法、检疫检测、疫情调查与疫情处理相关工作内容、
保证检疫体系运行，做好检疫宣传工作， 提升森防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
。达到检疫执法完成情况100%，风险评估计划完成率100%，检疫性有害生物专
项调查次数≥2次，检疫监管和监督检查次数≥10次，检疫体系配置完成100%，
技能培训情况≥5次，突然疫情处理及时，追溯体系故障率0等目的。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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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调查与疫情处理 530000

森防队伍综合能力提升 400000

检疫体系运行等 820000

项目总预算（元） 17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7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6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1565237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
（林业部分）》、《上海市绿化条例》、《上海市绿化植物检疫管理办法》



备注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提高森防人员工作能力 90%

效果目标

对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减少及避免因有害生物等防控因素破坏局部
生态情况

森林资源生长因害损失量 减少

政策知晓度高 90%

产出目标

种苗产地检疫率 100%

检疫监管和监督检查的次数 ≥10.00

检疫性有害生物专项调查次数 ≥2.00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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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

上海市生活垃圾理化特性调查

生活垃圾理化特性调查，是保证环卫综合管理系统有效运行的基础，是政府决
策和先进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必不可少的依据。建立一个科学的生活垃圾理化特
性调查系统，全面、准确的掌握生活垃圾的物理、化学和热学特性，从而保证
选择正确的处理、处置技术和设施，并保障整个生活垃圾处理与管理系统的正
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上海市开始对城市生活垃圾组分进行调查。2013年起，将上
海市生活垃圾理化特性调查纳入政府城市维护基金项目。本项目历年的研究成
果不仅为政府管理决策提供了依据、还成功应用于工程建设和科研规划中。其
中，垃圾理化特性作为关键基础参数之一，分别应用到上海市老港、奉贤、金
山、松江、嘉定等焚烧厂的工程可行性研究与设计之中。本研究成果已先后应
用在上海市各类行业规划中，共计约60项。其中包括：市级“十二五”环卫规
划与专项规划，相关区级“十二五”环卫规划、有关专项规划，重点区域如迪
斯尼、国际旅游渡假区、老港基地等环卫规划，以及各大型居住区环卫规划等
。
随着上海市城市建设进程加快、城市经济发展以及生活垃圾管理要求的提高，
原有的调查范围和内容已无法体现上海市实际的生活垃圾理化特性，这也直接
影响到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选择和设施运行的有效性。根据住建部《生活垃圾
采样和分析方法》（CTJ/T313-2009）标准要求，上海市理化特性调查点位数量
应达到100个。2018年项目方案基于经济性考虑，充分考虑上海国际大都市自身
典型特点，在以往项目基础上，由上年度调查点位38个增加至60个，以更精准
1、《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09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10号
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7号
3、《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生活垃圾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
2010年沪府发〔2010〕9号
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绿化市容局等十五部门关于推进本市生活垃
圾分类促进源头减量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10〕62号
5、《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2014年2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14号公布）
6、《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国办发〔2017〕26号
7、《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垃圾综合治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办〔2016〕
69号）
8、《生活垃圾采样和分析方法》（CTJ/T313-2009）

2018.01 结束时间 2018.12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1、随着上海市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上海市的市域范围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建立一个全覆盖的、适宜的生活垃圾调查系统，全面准确的掌握城市生活
垃圾成分与特性，从而保证选择正确的处理、处置技术和设施，成为保障全系
统整体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基础。
2、2011年至今，本市推进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经过五年的推进，工作覆盖面
不断扩大，实效得到提升。分类减量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干湿分类收集，对分
类区域垃圾理化特性造成较大影响。该些区域的调查工作可一定程度体现分类
推进工作期间生活垃圾性质变化情况，也可对将来推进和提升垃圾分类减量工
作提供依据。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生活垃圾采样和分析方法》
（CTJ/T313-2009）标准相关规定，制定2016年度上海市生活垃圾调查方案，经
管理部门与受托方确认后按此方案实施，调查内容为基础调查与专项调查，主
要针对生活垃圾的容重、组分、三成分、发热量和元素开展调查。

项目总预算（元） 29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9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200000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生活垃圾采样和分析方法》
（CTJ/T313-2009）标准相关规定，制定2016年度上海市生活垃圾调查方案，经
管理部门与受托方确认后按此方案实施，调查内容为基础调查与专项调查，主
要针对生活垃圾的容重、组分、三成分、发热量和元素开展调查。

每年对上海市生活垃圾理化特性进行调查，掌握上海市生活垃圾理化特性现
状，为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提供基础依据，为本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为提升本市生活废弃物管理工作提供基础性数据资料。

2018年使用295万对上海市生活垃圾开展基础和专项调查，每月报备一次检测数
据，为完成本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分解目标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上海市生活垃圾理化特性调查 2950000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预算执行率 100%

产出目标

生活垃圾检测数据次数 每月1次

生活垃圾理化特性调查数 ≥100个

取样点覆盖数量及频率 100%

效果目标

生活垃圾设施运行有效性 有效



备注

效果目标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针对性实效性 增强

生活废弃物管理工作水平 提升

影响力目标

信息共享与部门协作 分享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档案管理规范性 规范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1、2018年3月底前制定方案并完成方案评审；2、2018年4月-8月开展外业调
查；3、2018年9月开始数据分析与录入，12月完成。

对全园的植物资源进行种类和数量的系统调查，进行图像采集，数据分析，并
将公园调查所得汇编成著，形成共青森林公园植物图鉴等图文资料。以便更科
学地进行植物养护，更充分地利用原有资源进行景观提升。

2018年完成项目总工程量100%。项目年度预算执行率100%。

分解目标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园区植物资源调查 380000

公园植物图鉴制作 120000

项目总预算（元） 5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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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对全园的植物资源进行种类和数量的系统调查，进行图像
采集，数据分析，并将公园调查所得汇编成著，形成共青森林公园植物图鉴等
图文资料。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2018年年度工作计划。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是以森林为主要景观的特色公园，在上海城市生态建设汇总
起着重要的作用。园中树木主要以群植、林植方式栽植。公园植物资源丰富，
但已经有近20年未进行系统统计调查，植物资源本底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
此，为查清公园现有植物资源本底，以便更科学地进行植物养护，更充分地利
用原有资源进行景观提升，特此申请共青森林公园植物资源调查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为保障项目执行符合相关规范要求，上海共青森林公园制定生物资源调查等一
系列相关管理制度。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共青森林公园

公园植物资源调查

2018.01 结束时间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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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档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效果目标

整理园区植物资源 ≥90.00%

完善公园植物图鉴 ≥90.00%

产出目标

园区植物资源调查 全区

公园植物图鉴制作 90%

公园植物图鉴制作达标率 100%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预算执行率 100%

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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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崇明东滩湿地资源监测及鸟类调查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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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东滩南北两侧长江水量的不同也造成水的咸淡在空间上的不同。
这种特有的环境造就了东滩丰富的生物资源，不仅有淡水种类、咸水种类，还
有能在咸淡水中生活的种类。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水产渔业资源、而且广袤的滩
涂也培育了大量的底栖动物和各种不同的植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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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停歇的栖息地和觅食地。开展资源
监测意义非常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为了实现对保护区的有效管理和保护，必需摸清保护区内各种生物资源的数量
和分布，做到心中有数。这就要求进行资源监测调查。同时由于滩涂的不断淤
涨，自然环境不断改变势必也会影响生物资源的数量和在滩涂上的分布，所以
有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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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 结束时间 2018.12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目标绩效考核办法（试行）（2015）。
配套调查规则与方案等

项目总预算（元） 76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60000

240000

滩涂湿地动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监测等 3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8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80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植物多样性、分布及斑块状互花米草监测 150000

鸟类调查及涉禽环志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2018年1－3月：完成2017年度数据处理、分析和公报编制；制定2018年度监测
计划；
2018年4-12月：根据计划开展监测。

摸清一个年度崇明东滩国际重要湿地的鸟类组成、数量和年周变化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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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2018年度监测计划制定，并完成相关监测协议的签署。督促各监测单位按
计划开展监测工作，保护区完成15次水鸟同步调查、完成春秋季涉禽环志工
作，并完成数据整理录入及上报工作。督促各个监测项目提交2017年的各项监
测报告，并完成2017年度资源监测公报编制。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预算执行率 100%

产出目标

鸟类调查及涉禽环志次数 ≥2次

水鸟保护区同步调查次数 ≥15次

资源监测与水鸟调查形成专项报
告数

≥3个

效果目标

服务人员满意度 ≥95%

资料数据档案积累 不间断储备

影响力目标

信息共享情况 共享

为决策服务能力 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