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全省应用型林业技术研究与推广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湖北省林科院是省林业局所属林业科研工作专业院所，共有林

业科研技术人员 100余人，主要从事林木遗传育种、森林生态、森林

保护、森林培育、园林植物、经济林、植物营养、湿地科学、生物技

术、森林资源利用、林业生态经济等林业科研工作，承担着为全省生

态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的重要职责。

通过全省应用型林业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的实施，我院自身科

研条件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有助于提升我省林木生物遗传育种、生

物防治、林产品检验检测等科研技术水平，通过持续开展对我省范

围内南水北调、三峡库区、神农架等重点生态保护区的森林资源监

测工作，为重大林业工程提供科学决策，通过培育、引进和推广优

质经济林木，广泛开展科技下乡、技术咨询等科技服务工作，可以

大大提升林产品产量和品质，促进产业发展和林农增收。

该项目当年预算为 2572万元，其中财政性资金 1258万。主要

内容: 一是加强与各林业科研院所合作，在森林生态保护与植被恢

复、湖北主要用材林及经济林新品种培育与推广示范、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主要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林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等重点

领域开展研发，力求取得一批科研成果、培育一批优良品种；二是

通过林业科技下乡、科技咨询、指导与培训、科普宣传等服务形式，

开展科技支撑，宣传推广科技成果与实用技术，培训林农等基层工



作人员，服务和推进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精准灭荒、森林康养等省

厅重点工作；三是进行林业调研，重点围绕林下经济及综合利用模

式与路径、林业重大病虫害防控体系构建的机制与模式创新以及湖

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监测、湖北省森林食品安全检测评价等开展专

项调研，完成相关调研报告；四是开展长期试验基地建设工作，包

括整修温室大棚，抚育管护示范林，修建展示科普展示园等。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一批科研项目，取得一批科研成果；修建

科普展示园，建设管护示范林；进行林业专项调研，完成相关林业

调研报告。

（二）项目资金情况

根据湖北省林业局《省林业局规划财务处关于批复 2021年局直

单位部门预算的通知》，我院全省应用型林业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预

算支出 2572万元，包括全省应用型林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经费、

结转 2020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和提前下达 2021年中央林业改

革发展资金，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支出 867万元、上年财政拨款结（转）

支出 391万元、其他收入支出 1314万元。年中预算调整减少当年财

政拨款 14万元，项目预算支出调整为 2558万元，其中经费拨款 1244

万元、其他收入 1314万元。本项目全年实际支出 1481.9万元，其

中财政拨款支出 975.6万元，其他收入支出 506.3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湖北省林业局《省林业局规划财务处关于批复 2021年局直

单位部门预算的通知》，我院全省应用型林业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预

算支出 257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1258万元、其他收入支出 1314



万元。年中预算调整减少当年财政拨款 14万元，项目预算支出调整

为 2558万元，其中经费拨款 1244万元、其他收入 1314万元。截止

2021年底，财政拨款 1258万元已全部到位，其他收入拨款按实际

支出到位 506.3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上 2021年底，本项目按预算年度支出 1481.9万元，预算执

行率为 57.62%。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975.6万元，预算差异 282.4

万元，执行率为 77.55%，主要原因是项目中的部分实施内容须延续

到下一年度执行；其他收入支出 506.30万元，预算差异 807.7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38.53%，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压减项目的一般性支

出，暂停或取消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部分项目内容。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预算法》和国家相关管理制度以及我院的

科研项目管理制度执行。

（二）总体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年以来，我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及省林业局中心工作，按

照“党建出经验、科研出成果、管理出规范”的要求，积极营造干事

创业良好氛围，整体运行情况良好，取得事业成效总体如下：

1.提升科研项目管理水平，科技成果产出丰硕。一是加大项目

争取力度，重点支持基础性研究项目，提升青年科研人员科研能力。

二是加强科技成果储备。获梁希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三等奖 2

项；“湖北森林防火网格化监测预警云平台建设及应用技术”成果入

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1年重点推广林业科技成果 100项；编制服

务技术方案 7套；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



获授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3项，认定湖北省林木良种 2个。

2.全力打造科技创新平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一是与十堰市

共建了湖北省林科院十堰木本油料研究院；二是作为科技支撑单位，

与湖北省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联合申报了“油茶生物育苗及综

合利用技术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三是与松滋市润欣种植专业合作

社共建“油茶专家工作站”，邓先珍研究员受聘为该工作站支撑专家；

四是自主申报了“长江中游湿地保护修复科技创新联盟”；五是完成

了大巴山、幕阜山两个森林生态定位站验收工作，为全省森林生态

监测提供数据支撑；六是加大长期林业科研试验基地建设。

3.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做好全省林业科技服务。通过实地走访

调研多个乡镇、林下经济等基地，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举办授课培

训班等，进行培训林业业务骨干、企业、合作社林农、种植大户代

表等，开展科技支撑。组织相关专家依托国家林草科技大讲堂、省

科技厅“荆楚农业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平台开展科技服务，

扩大科技服务的范围。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度绩效指标中，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发表论文 53余篇；编制服务技术方案 7套；获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获授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3项，认定

湖北省林木良种 2个。完成年初制定的相关绩效目标。

我院在 2021年组织经济林组织经济林、速生丰产林、病虫害、

生态等领域 30余名专家，以现场培训，现场技术指导，拍摄微视频、

网络直播、电话、QQ、微信等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技术服务；

组织专家团队深入全省 10个市（州）25个县（区），开展高效农林

复合模式营建技术、五倍子高产关键技术、油茶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等专题培训班，培训林业业务骨干、企业、合作社林农、种植大户，

涉及人次约 400余次，部分培训没有要求林农和技术人员签到，会

议和签名约 200余人次。我院 6名专家携技术登场国家林草科技大

讲堂，重点向全国呈现具有湖北特色和优势的林业实用科技，自开

播以来累计在线收看已达 45.72万人次。受邀专家紧扣大会主题，

做了罗田垂枝杉、核桃、楸树、五倍子、紫薇、乌桕等湖北特色、

名优林木资源良种选育与高效栽培技术方面的授课，授课内容针对

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强，受到直播间在线林农的一致好评。

我院在 2021年度接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及湖北省林业局委

托林产品检测任务，完成了 1300批次的林产品检测，自主检测 230

批次，合计 1530批次，超过年初制定的 200批次绩效目标值。

建设示范地 2000余亩，完成年初目标值。

本年度对试验林场办公楼及仓库进行了维修，维修面积约 1800

平方米左右，有效改善了我院科研生产经营条件。

课题均按进度完成任务，项目当年完成率 100%，质量优良。

本项目 2021年预算总额 2572万元，当年支出 1481.9万元，预

算执行率 57.62%。其中：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1258万元，当年支出

975.6万元，预算执行率 77.55%；其他收入预算支出 1314万元，当

年支出 506.3万元，预算执行率 38.53%。

我院 2021年项目开支都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仪器设备

和大型服务都采取政府采购，信息公开，透明度高。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2021年偏离绩效目标主要是预算执行率为 57.62%。预算执行率

偏离原因如下：



1、项目差旅费和其他交通费等其他费用，实际支出比预算少

300.3万元。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省内部分项目实际执行（调研、

组织实施等工作）受到制约，不具备完全实施条件，省外调研及学

术交流基本取消，导致差旅费及其他交通费大幅度下降。

2、公务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和印刷费，实际支出比预算

少 32.5万元，因落实疫情防控有关政策，要求减少聚集，采取减少

调研会议次数、减少培训业务，导致没有发生会议费用，培训费受

培训的次数、人数的减少而大幅下降。

3、设备购置，实际支出比预算少 34万元，因编报预算后收到

调拨的一批办公设备，今年没有必要再购置。

4、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和专用材料费等其他费用，实际支出

比预算少 326.6万元。树木园和竹类园，因不具备建设条件，在充

分论证后终止建设；九峰油橄榄基地和猕猴桃基地，因实际需要，

国家林草局长期科研基地调整，暂停建设。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包括项目整改和绩效目标调整完善等

相关内容。

1、按预算编制有关要求，科学编制项目预算。项目申报时，各

项支出测算不够全面，以致在实际执行时有超预算支出、和有预算

而未执行的情况出现，产生差异。

下一步预算编制工作，根据绩效管理目标，在编制部门预算时，

要求各部门申报项目必须结合项目特点、行业特征，对绩效目标进

行细化，并有明确的职责和分工，最终根据部门报送的目标和审核

情况下达预算指标。按计划执行项目，提高预算执行率，缩小预决

算差异。

2、严格按照规定落实财务审核与监管工作，开展重点项目跟踪，



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度、资金管理使用、效益实现等情况，及时发

现项目存在的问题，加强绩效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严格按照上级确定的绩效指标体系，申报项目时，科学合理

确定各项绩效目标，积极推进绩效监督工作。

4、按照项目绩效管理有关要求，定期检查项目执行进度、绩

效目标等完成情况等。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我院全省应用型林业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年度绩效指标综合评

价结论为良好。预计在 4月下旬将项目绩效自评报告上报省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2022年 4月 28日



附表：

2021年度全省应用型林业技术研究与推广

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单位名称：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填报日期：2022 年 4 月 28 日

项目名称 全省应用型林业技术研究与推广

主管部门 湖北省林业局 项目实施单位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市直专项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2572 1481.9 57.62% 11.5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得分

年度目标 01 完成一批可研项目，取得一批可研成果

产出指标

（34 分）

数量指标

（20分）

培训技术骨干及林农（7分） 600人次 600人次，线上
45.72万人次 7

完成林产品质检任务（7分） 200批次 1530批次 7

编制技术服务方案（6分） 5套 7套 6

质量指标

（14分）

研发成果（7分） 3项 10项 7

出版论文（7分） 40 53篇 7

年度目标 02 修建科普展示园，建设管护示范林

产出指标

（20 分）
数量指标

（20分）

建设及管护示范地（10分） 1500亩 2080亩 10

新建树木园竹类园
新建完成，园内
引进树木品种
100余种

未评价

维修面积（10分） 800平方米 1800平方米 10

年度目标 03 进行林业专项调研，完成相关林业调研报告

产出指标

（26 分）

质量指标
（10分）

专利、良种、标准及调研
报告（10分） 10 27 10

时效指标

（16分）

预算执行率（8分） 100% 100% 8

课题完成率（8分） 95% 100% 8

总分 91.52分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

成原因分

析

1.项目实际执行与项目预算不一致。一是项目差旅费和其他交通费等其他费用，实

际支出比预算少 300.30 万元。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省内部分项目实际执行（调研、

组织实施等工作）受到制约，不具备完全实施条件，省外调研及学术交流基本取消，导

致差旅费及其他交通费大幅度下降。二是公务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和印刷费，实际

支出比预算少 32.5 万元，因落实疫情防控有关政策，要求减少聚集，采取减少调研会

议次数、减少培训业务，导致没有发生会议费用，培训费受培训的次数、人数的减少而

大幅下降。三是设备购置，实际支出比预算少 34 万元，因编报预算后收到调拨的一批

办公设备，今年没有必要再购置。四是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和专用材料费等其他费用，

实际支出比预算少 326.60 万元。五是新建树木园竹类园工作内容，因不具备建设条件

而暂停或取消，该项预算未执行。

2.没有根据项目实际及时调整指标值，导致部分指标完成值偏差较大。如：“完成

林产品质检任务”和“建设及管护示范地”指标，都是年中工作任务调整，资金预算也

作相应调减，但是没有同步调整指标目标值，导致实际执行与指标值偏离差异较大。

改进措施

及结果应

用方案

1.改进措施

(1)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一是认真分析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加强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协作配合，在年初申报预算时，将当年预算按工作职能职责

分解到具体的部门，由相关部门申报年度工作内容和目标以及资金预算，各部门以编准、

编实、编细项目预算为原则，充分考虑项目实际需求，提高预算编制工作的前瞻性和准

确性；二是严格按照项目批复和预算，结合项目实施方案与工作实际，合理编制预算执

行计划，确保项目预算合规执行；三是实施项目预算执行进度通报和监督检查措施，加

快推进项目实施进程，促进项目预算资金均衡使用，防止年底突击花钱等现象发生。

(2)优化指标体系，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值。一是针对培训技术骨干及林农、科研项

目研究等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以设置数量产出指标为主，必要时辅以满意度指标；二是

产出指标要与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参考历史完成情况；三是绩效目标实行

动态管理，在项目实施条件、内容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及时更新调整绩效目标，使得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内容和资金规模相匹配。

2.结果应用方案

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绩效自评结果拟作为 2022 年项目预算调整及 2023 年度

项目预算编制和财政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