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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2023年雷州半岛生态修复市级资金项目

评价年度：2023年

市级预算部门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2024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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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关于印发〈雷州半岛生态修复规划（2016-2035 年）〉

的通知》（粤林〔2016〕64号）文件精神和我市工作实际，为进

一步推动我市雷州半岛生态修复工作，我局制订了2023年雷州半

岛生态修复市级资金申报计划方案，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随后上报市政府，最终下达我市2023年雷州半岛生态修复市级资

金600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森林资源信

息化管理、保障性育苗、送苗下乡活动、新造林抚育和营建热带

季雨林等项目建设及业务工作经费、项目结转款等支出，所有支

出内容预期总投资600万元。

（二）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包括总体目标和阶

段性目标。

因为考虑到项目资金使用的时效性为1年，因此2023年雷州

半岛生态修复市级资金项目年度绩效与阶段性一致。总体目标：

通过实施全民义务植树活动（1项）、送苗下乡（1项）、森林资

源信息化管理项目（1项）、保障性育苗（3项）、新造林抚育（3

项）、营建热带季雨林（1项）、沿海防护林建设退塘还林（1项）、

林业科研（1项）、林业有害生物防控（3项）、工作经费（1项）、

红树林资源保护条例修编（1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预警（1项）、

野生动物保护经费（1项）、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1项）、

森林防火带建设（1项）项目，确保我市2023年林业重点生态建

设各项计划工作顺利完成，达到增加植被覆盖面积，改善森林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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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功能，提高项目地周边林农经济收入的目标，营造社会积极

参与造林绿化的良好氛围。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对象是2023年雷州半岛生态修复市级资金，具

体项目包括：全民义务植树活动（1项）、送苗下乡（1项）、森

林资源信息化管理项目（1项）、保障性育苗（3项）、新造林抚

育（3 项）、营建热带季雨林（1项）、沿海防护林建设退塘还林

（1项）、林业科研（1项）、林业有害生物防控（3项）、工作

经费（1项）、红树林资源保护条例修编（1项）、野生动物疫源

疫病预警（1项）、野生动物保护经费（1项）、食用林产品质量

安全监测（1项）、森林防火带建设（1项）项目。本次绩效评价

采取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自评，主要绩效指标有：项目资金到位

率、任务完成率、资金支出率等。由各业务负责同志对照任务清

单，做好各项目的绩效评价，然后由一名经办同志汇总报局财资

科。

三、绩效自评结果

从实施进展来看，截止2023 年12 月31 日，2023 年雷州半

岛生态修复市级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良好，多数项目已竣工验收。

但是，从资金支出情况来看，项目整体支出率不高，仅为20%，

根据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整体情况来看，自评为得

分89分，自评分数为良，自评等级为第二档。

四、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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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到位情况。包括评价年度预期投入、预算安排、实际

到位资金、资金分配方式及预算指标分配下达情况等。

2023 年雷州半岛生态修复市级补助资金项目预期投入资金

600万元，预算安排资金600万元。

2.资金执行情况。包括资金拨付下达、市本级和县（市、区）

各用款单位实际支出情况等。

2023 年雷州半岛生态修复市级资金项目总下达资金600 万

元，总体支出120.116865万元，总体支出率为20%。

3.资金管理情况。（1）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单独

建账，单独核算，专人负责，专款专用；（2）项目建设单位建立

和完善会计账册，设立总账和明细账，按照市自然资源局批复的

建设方案内容项目设置专栏，详细核算项目支出情况，有关会计

凭证必须规范；（3）所有开支都有合法票据并附有施工合同和验

收报告以及结算单据等。未出现白头单和不规范的支出单据。结

算支付按照《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要求执行，未违规使用现金付

款。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结合项目实际，可从总体和分用

途分析项目使用绩效）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包括产出数量、质量、时效以及成本

指标完成情况。

截止2023年12 月31 日，全民义务植树活动（1项）、送苗

下乡（1项）、森林资源信息化管理项目（1项）、保障性育苗（3

项）、新造林抚育（3项）、营建热带季雨林（1项）、沿海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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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设退塘还林（1项）、林业科研（1项）、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3项）、工作经费（1项）、红树林资源保护条例修编（1项）、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预警（1项）、野生动物保护经费（1项）、食

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1 项）、森林防火带建设（1项）项目共

21个项目，所有对应实施内容已全面完成，但由于资金紧张等影

响，实际支出只有120.116865万元，占资金比例的2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一）社会效益：1、有助于改善项目区（乡村）生态环境和

人居环境。2、通过项目实施，以点带面，对项目区周边地区起到

带动示范作用，提高当地群众爱林护林、参与修复、保护生态环

境的积极性。

（二）经济效益：1、项目实施有效增加当地就业机会和劳工

经济收入。2、带动乡村旅游事业发展，助推项目乡村脱贫致富。

3、项目实施将在增加森林面积同时，增加森林蓄积量和提高经济

收益。

（三）生态效益：通过生态修复项目实施，项目区人居环境

逐步改善，项目周边森林覆盖率有所提高，同时也提升了村庄的

绿化美化水平，增强了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的功

能。

（四）可持续影响：持续时间为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群众满意度95%以上。

五、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因财政资金未支付，导致部分已竣工验收的项目资金无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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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拨付。

六、改进意见

（一）进一步完善绩效考评体系。建议增设项目进度、预算

审核资金等内容，使绩效评价更加全面、合理。

（二）加强项目监管，督促建设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前完成

建设内容，尽快完成资金拨付，避免资金收回和滞留。

（三）健全项目管理制度，继续加强对项目绩效实施实时监

控，防止专项资金挤占、挪用现象发生，加大财政集中扶持力度，

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依申请应用和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