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报单
位:

项目名
称:

项目概
况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立项程序
规范性

规范 2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②审
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
体决策。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
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
00%-80%（含）、80%-60%（含）、60
%-0%评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2

立项依据
充分性

充分 2

评价要点：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
规划和政策要求；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属于部门履职所需；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
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项
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0%权重，每个要点执
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
80%（含）、80%-60%（含）、60%-0%
评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2

绩效指标
明确性

明确 2

"评价要点：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评分规则
：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
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
含）、80%-60%（含）、60%-0%评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2

绩效目标
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要点：（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其他工
作任务目标）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②项目绩效目标
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
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
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
各占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
、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
60%（含）、60%-0%评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2

资金分配
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要点：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②资金分配
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评
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点执行
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
0%（含）、80%-60%（含）、60%-0%评
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2

预算编制
科学性

科学 2

评价要点：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②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
是否按照标准编制；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
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
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
%（含）、60%-0%评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2

预算执行
率

＝100
%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
0%。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
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评分规则：得分=资金到位率×
分值。

43.3
1%

1.3

过程

资金管理

得分

决策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评价指标
全年指
标值

分值 评价要点及评分规则
实际完
成值

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表

2022年度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
所

国家家禽遗传资源基因库

    本项目主要对我国地方鸡种的收集、保护与评价研究。着重开展现有保护的29个地方鸡种的继代繁殖
工作，开展保种方法评价和效果监测技术研究，运行和管理“国家级地方鸡种基因库（江苏）”工作。



资金到位
率

100%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
到具体项目的资金。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
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评分规则：得分
=资金到位率×分值。

达成预
期

目标
3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评价要点：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
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
同规定的用途；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权重，
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
100%-80%（含）、80%-60%（含）、6
0%-0%评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4

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6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实施过程
中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并按照规定
程序实施项目，进度是否符合计划；②项目调整及支出
调整手续是否完备，资产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开展监督
检查、绩效监控和评价；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
术鉴定、监督检查、绩效管理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
档；④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
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
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
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
%（含）、60%-0%评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6

管理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评价要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
等制度；②财务和业务管理等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
整。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
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
%-80%（含）、80%-60%（含）、60%-
0%评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2

地方鸡种
保护数

＝29个 5
地方鸡种保护数完成率=( 地方鸡种保护数实际完成
值/年初计划数)×100%。 评分规则:得分=地
方鸡种保护数完成率×分值。

29.0
0个

5

参加培训
人数

≥80次 5
参加培训人数完成率=( 参加培训人数实际完成值/
年初计划数)×100%。 评分规则:得分= 参加
培训人数完成率×分值。

80.0
0次

5

经费支出
合规率

＝100
%

5
经费支出合规率完成率=( 经费支出合规率实际完成
值/年初计划数)×100%。 评分规则:得分=
经费支出合规率完成率×分值。

100.
00%

5

形成技术
标准和技
术规范数

≥2个 5

形成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数完成率=( 形成技术标准
和技术规范数实际完成值/年初计划数)×100%。
 评分规则:得分=形成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数完成率
×分值。

2.00
个

5

时效指标
养禽设备
维护及时

性

及时 5
养禽设备维护及时性年数计划值是及时,,实际完成值
是达到预期目标。评分规则:得分= 到达预期值满分
,否则扣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5

成本指标
平均鸡种
年维护费

用

≤15万
元

5
平均鸡种年维护费用完成率=( 平均鸡种年维护费用
实际完成值/年初计划数)×100%。 评分规则:
得分= 平均鸡种年维护费用完成率×分值。

15.0
0万元

5

经济效益
平均鸡种
淘汰残值

收入

≤2万元 8
平均鸡种淘汰残值收入完成率=( 平均鸡种淘汰残值
收入实际完成值/年初计划数)×100%。 评分规
则:得分= 平均鸡种淘汰残值收入完成率×分值。

2.00
万元

8

社会效益
省级及以
上媒体宣
传报道

＝3次 7

省级及以上媒体宣传报道完成率=( 省级及以上媒体
宣传报道实际完成值/年初计划数)×100%。 评
分规则:得分=省级及以上媒体宣传报道完成率×分值
。

3.00
次

7

生态效益

对我国地
方鸡种的
合理保护
及维持的

显著 8
对我国地方鸡种的合理保护及维持的保障程度年数计划
值是显著,,实际完成值是达到预期目标。评分规则:
得分= 到达预期值满分,否则扣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8

可持续影
响

对中国地
方鸡种的
稳定发展
的可持续

显著 7
对中国地方鸡种的稳定发展的可持续影响度年数计划值
是显著,,实际完成值是达到预期目标。评分规则:得
分= 到达预期值满分,否则扣分。

达成预
期

目标
7

效益

过程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产出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委托部门
服务对象
满意度

＞80%
满意度

10

委托部门服务对象满意度完成率=(委托部门服务对象
满意度实际完成值/年初计划数)×100%。 评分
规则:得分= 委托部门服务对象满意度完成率×分值
。

100.
00%满
意度

10

总计 100 98.3

绩效等
级

主要成
效

存在问
题

整改措
施

优

    2022年度发表研究论文6篇，授权发明专利3项，申请发明专利3项，获软件著作权登记7项，获省部级
科技奖励2个，完成29个地方鸡品种的继代繁殖和保护工作，1人获评江苏省“333人才”第三层次人才培养
对象，1人获评“绿扬金凤”人才计划，1人获得副高职称晋升参与线上线下学术会议交流累计50人次左右
。在《中国家禽》和《中国禽业导刊》宣传基因库及保护品种各1次，在品种资源保护、种质特性基因发掘
及品种分子标签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

    （1）随着国家对种业投入力度的加大，专业保种技术人才缺乏已限制了资源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2）针对保种方法评价及优化、系谱记录追溯系统改进、品种特征特性发掘和种质鉴定等方面的研究深度
不够，今后工作中将投入技术力量加研发力度；（3）尚未建有保种场或无承担主体的国家级重点保护鸡品
种入库保存难，需上级主管部门和国家畜禽资源委员会制定规则并协调沟通，使重要鸡种资源得到有效的
保护 。

    加大基因库对外合对外交流，请上级主管部门制定规则并协调沟通，扩大基因库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