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概况

项目名称 养殖业科技推广

基础信息

部门名称 云南省农业厅计划财务处 部门负责人 寸强、张穆

部门财务负责人 耿云农 联系电话 65749524 电子邮箱 ynsnytcsc@163.com

部门性质 机关 单位地址 昆明市万华路 单位邮编 650224

（一）部门职能
（职责）简介

职能一

"拟订畜牧业发展政策、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种畜禽管理工作，核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审核登记省管畜禽新品种；负责畜牧统计预警监测及畜牧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综合分析畜牧业经济
运行情况和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组织畜禽品种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指导畜牧业结构调整、健康养
殖、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饲养；指导畜牧科技推广和科技示范，提出畜牧行业有关项目及投资建议，参
与行业项目的组织实施及管理工作。

职能二

"拟订兽医、兽药行业发展和动物疫病防控的政策、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动物防疫、检疫、医
政、兽药及兽医器械管理等工作；负责审核发放非强制免疫和进口兽用生物制品经营许可证；负责官方
兽医、执业兽医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协调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兽药质量监督抽
检和残留监控工作；承办兽用生物制品安全管理工作；承担云南省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的日
常工作。

职能三

"拟订草原、草山保护建设和饲料业发展的政策、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饲料和草原监督管理工
作；负责牧草种子经营和生产许可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审核发放及草原征用或者使用的审
核审批工作；负责饲料资源和草原资源的保护工作；组织实施草原保护建设和饲料业的重大技术推广项
目；指导草原病虫鼠害防治和防火工作；指导饲料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和生鲜乳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
设。拟订渔业发展的政策、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渔业资源、珍稀水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和渔业水
域环境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渔业标准化生产、健康养殖和渔船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指导水产品质量
和水产苗种、渔用饲料、药物及渔机渔具等渔业生产资料的监督管理等工作；组织水生动植物病害防控
工作；协调处理渔事纠纷；代表云南省人民政府行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权；承担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
管理的有关工作。

（二）事业发展
规划

行业发展规划

《云南省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十三五”生猪产业发展规划》：全省生猪农业总产值930亿元，农业增加
值465亿元，带动农民人均收入1645元。带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1195亿元，其中：一产产值达926亿元、
农产品加工值89亿元、三产产值180亿元。农民来自产业的综合人均收入达2225元。生猪存栏达到4850
万头，出栏达到7150万头，猪肉产量达到630万吨。《云南省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２０１４—２
０２０年）》：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
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疫病综合防治能力。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１６种优先防治的动物
疫病达到规划设定标准，家禽、生猪、牛、羊发病率分别控制在６％、５％、４％、３％以下，动物发
病率、死亡率和公共卫生风险显著降低。重点防范境外流行、尚未传入我省的１３种动物疫病，有效降
低传入和扩散风险，防范和处置能力明显提高。动物疫病防治基础设施和机构队伍更加健全，政策法规
和科技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财政投入机制更加稳健，社会化服务水平全面提高。《云南省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十三五”牛羊产业发展规划》：到2018年，出栏肉牛560万头以上，出栏肉羊1180万只以上，牛
羊肉产量90万吨以上，奶类产量76万吨以上，农业总产值达456亿元以上，农业增加值达184亿元以上，
带动农民增收达160亿元以上，从事牛羊养殖行业人数达1436万人，人均增收1111元以上。带动全产业
链综合产值达850亿元以上，其中：一产产值达449亿元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达150亿元以上、三产产
值达251亿元以上。农民来自产业的综合人均收入达1267元以上。肉牛、奶牛、肉羊规模化养殖比重分
别达20%、45%、40%，牛羊肉、奶类加工能力分别达20万吨、80万吨以上，骨干龙头企业40家以上。《
云南省高原特色淡水渔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淡水渔业2018—2020年总目标为：提升高原特色淡水
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45个产业重点示范县、30个特色养殖及苗种扶持县、15个资源保护及监管任
务，实现2018年104万吨，到2020年力争实现110万吨的产量发展目标，项目受益对象满意度达到70%，
水产品产地抽检合格率98%的目标，放流苗种成活率达到60%，保护区建设力度不断加强。

部门发展规划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高原特色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不断完善，装备条件显著改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产业发展有
机融合，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升。

（三）部门绩效
目标

部门绩效目标一 农牧渔业增加值增加5%以上；

部门绩效目标二 农产品加工产值增长8%以上；

部门绩效目标三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5%以上；粮食产量稳定在1870万吨以上，肉类总产增30万吨以上

（四）部门收支
情况

部门预算批复收支情况

"    2017年财务总收入72,540.3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67,840.51万元，事业收入5.00万元，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4,694.85万元。
    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67,840.51万元，其中：本年收入66,980.03万元，上年结转收入860.48万元。
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66,980.03万元（本级财力62,930.29万元，收费成本补偿91.00万元，财政
专户管理的收入3,468.74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490.00万元）。
    支出预算总额为72,540.36万元，其中：本级财力安排的支出62,930.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2,726.29万元，已预拨7,707.69万元，抵扣上年垫付资金15.06万元；项目支出40,204.00万元），收
费成本补偿91.0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安排的支出3,468.74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成
本支出490.00万元，事业收入安排的支出5.0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安排的支出4,694.85万元。"



（四）部门收支
情况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部门财务总收入8,7390.9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58794.43万元，事业收入6,712.35万元，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4,958.74万元，其他8,072.20万元。
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58,794.43万元。其中：本年收57,361.73万元，上年结转收入860.48万元。本年
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57,361.73万元。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87,390.9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支出58,794.43万元（基本支出
25,978.7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支出的44.28%；项目支出3,2759.7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支
出的55.72%）。

 （一） 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云南省农业厅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25,978.71万元，其中：
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73.58％，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
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基本支出的10.24％，离休费、抚恤费、生活费、医
疗费、住房公积金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15.62％,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等其
他资本性支出占0.55%。
（二） 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云南省农业厅机构、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3,2759.79万元，如种植业科技推广、养殖业科技推广、科技能力提升及
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产业市场信息建设与保障。
（三） 省对下转移支付情况
2017年省对下转移支付预算为96,600.00万元。主要包括：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目，与中央配套事项的农业保险保费补助省级配套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补助省级配
套，农业生产发展专项等。"



项目支出概况

基础信息

项目分管处室（单
位）

畜牧处、兽医处、草山饲料处、渔业局

项目分管处室（单
位）负责人

徐祖林 联系电话 65749524 电子邮箱
100011616@qq.co
m

（一）项目基本
情况

起始时间 2017年2月1日 截止时间 2017年12月31日

预算安排资金（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中央财政 0.00 中央财政 0.00

省级财政 8,725.00 省级财政 6,250.00

下级配套 0.00 下级配套 0.00

部门自筹及其他 0.00 部门自筹及其他 0.00

（二）项目支出
明细

支出内容 预算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肉羊良种引进及扩繁（云南省畜牧兽
医科学院）

50.00 50.00

云南省种猪性能测定与遗传评估（云
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20.00 20.00

种猪繁育配套技术推广与应用（云南
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20.00 20.00

优质高产蛋鸭笼养技术研究与示范推
广（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15.00 15.00

畜牧业生产发展（云南省家畜改良工
作站）

50.00 50.00

种禽生产专项补助（云南省种禽繁育
推广中心）

150.00 150.00

种羊种牛生产专项补助（云南省种羊
繁育推广中心）

235.00 235.00

种畜生产发展专项补助（云南省种畜
繁育推广中心）

300.00 300.00

云岭牛和婆罗门牛良种繁育（云南省
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40.00 40.00

畜禽资源保护专项资金项目（云南省
动物卫生监督所）

10.00 10.00



云南省渔业新技术培训项目（云南省
水产技术推广站

云南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与宣传（云
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

10.0010.00
）

20.0020.00
）

15.0015.00
（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
云南省水产新技术试验示范及推广

15.0015.00

生鲜乳及饲料安全监管（云南省动物
卫生监督所

云南地域性饲料资源开发与利用（云
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生鲜乳和饲料安全监管及能力建设
（云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肉羊技术推广（云南省种羊繁育推广
中心

草原监理及技术推广（云南省草原监
督管理站

奶牛科技推广（云南省家畜改良工作
站

草原技术推广（云南省草山饲料工作
站

独龙牛养殖技术推广（云南省草地动
物科学研究院

动物标识及疫病与兽药可追溯体系建
设（云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专项资金项目（云
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动物疫病治理能力建设（云南省动物

重大动物疫病疫苗（云南省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西门塔尔牛疫病防控净化（云南省种
畜繁育推广中心

种羊疫病防控净化（云南省种羊繁育
推广中心

种禽疫病控制净化（云南省种禽繁育
推广中心

云岭牛和婆罗门牛疾病控制净化（云
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规模化肉牛场主要疫病动态监
测净化及示范（
）院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

20.0020.00
）

10.0010.00
）

0.000.00
）

20.0020.00
）

3,525.006,000.00
）

810.00810.00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165.00165.00
）

550.00550.00
）

0.000.00
）

20.0020.00
）

20.0020.00
）

20.0020.00
）

0.000.00
）

70.0070.00
）

20.0020.00
）

30.0030.00
）

（二）项目支出
明细



（二）项目支出
明细

云南省渔政执法与渔船管理项目（云
南省渔业船舶检验工作站）

20.00 20.00

云南省渔业船舶检验上岗资格培训项
目（云南省渔业船舶检验工作站）

0.00 0.00

（三）项目管理

1.项目实施主体
养殖业科技推广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科技推广与管理、安全监管、开展专项病防治、动物
疫病和疫情监测、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与防疫监督检查等方面。项目由厅属相关单位实施
。根据养殖业科技推广省本级2017-2019年项目实施方案和资金分配办法实施。

2.保障措施

（一）项目组织机构健全。草地畜牧业发展与生鲜乳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管专项对下转移
支付项目由省、州（市）、县（市、区）三级农业（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二）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明确。（三）验收和绩效考评规范。项目资金采取采用“先
下后建”方式，县级财政按项目进展程度予以兑付。围绕基地建设要求提出具体的实施
方案、建设内容开展项目建设。建设完成后由县级农业、财政部门联合予以验收。各级
各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项目的领导和监督检查，对项目实行双向承包责任制，层层签订
合同，落实奖惩责任制。项目实施后，由省农业厅牵头组织验收。成绩突出的县继续安
排项目，完成任务差的县将停止安排项目，规范项目内控机制。（四）项目节支增效措
施明显。各承担单位要抽调骨干力量参与到本项工作中，把责任落实到人；要加强培
训，全方位提高项目管理人员与技术队伍的业务水平和责任意识；要严格执行有关技术
标准，保证任务按质按量完成。分配方法、分配结果主动向社会公开，严格按照规定的
方法和流程办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五）技术支
撑有保障。省农业厅成立项目技术专家组，对项目实施各阶段给予咨询、论证、督查、
技术培训、统计汇总和总结等提供技术指导。成立省级专家督导组，加强技术指导。

3.资金安排程序

《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云农财[2016]8号）：省财政厅负责农业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监督预算执行和检查资金
使用绩效。省农业厅负责研究制定农业发展战略，提出农业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农业专
项资金支持方向及重点，提出农业专项资金分配建议，组织项目管理、监督检查、跟踪
问效、技术指导和项目绩效评价等。
各州（市）、县（市、区）农业部门、财政部门根据农业专项资金的扶持方向、重点，
负责建立项目储备库，做好年度项目的立项审批、实施管理、资金分配和使用管理、监
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4.资金安排标准或
依据

《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农业厅关于下达2017年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和绩效目标的通知
》（云财农[2017]029号 ）

5.财务管理 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项的有关管理规定进行管理。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分析

情况说明

1.项目绩效指标完
成分析

指标类型 项目绩效指标名称

申报项目确定的预期绩效指标

完成率 完成质量
绩效标准 指标值

（项目绩
效目标预
计完成情

况）

上年绩效
指标完成

情况

执行完毕
绩效指标

优 良 中 差

产出指标 培训养殖科技推广人才
≧1000人

次
950～999

人次
900～949

人次
<900人次

1000以上
人次

完成 1108人次 110.8% 超额完成

产出指标 出动养殖执法人员
≧200人

次
180～199

人次
160～179

人次
<160人次

200以上
人次

完成 210人次 105% 全部完成

产出指标 完成抽样检测任务
≧2500批

次
2400～

2499批次
2300～

2399批次
<2300批

次
2500以上

批次
完成 2500批次 100% 全部完成

效益指标 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发生0起 发生1起 发生2起
发生2起
以上

不发生 完成 0 100% 全部完成

满意度指标 项目受益对象满意度 ≧70% 66%～69% 61%～65% <60% 70% 完成 78% 111% 全部完成

2.项目成本性分析

项目是否有节支
增效的改进措施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测算项目支出。

项目是否有规范
的内控机制

落实项目承担单位法人责任制

项目是否达到标
准的质量管理管

理水平
达到

3.项目效率性分析

完成的及时性 完成及时



3.项目效率性分析

验收的有效性 除资质能力认证外委托各州、市农业（畜牧兽医）局及时完成验收。

4.部门绩效目标实
现

项目绩效是否促
进部门绩效目标

的实现
是

项目绩效与规划
和宏观政策的适

应性
适应

项目绩效体现部
门职能职责及年
度计划情况

全部体现

自评结论 优秀



项目绩效目标管理

（一）部门绩效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情况
成立了以分管领导为组长，各处室负责人为副组长，全体处室
成员参加的项目管理工作小组。

（二）部门绩效管理推进情况及措施

从预算资金提出，到项目遴选，都集中全处工作意见，做到集
思广益，民主决策。把中期指导、随机抽查考核验收结果等工
作贯穿日常工作始终，利用一切到基层调研工作的机会同步进
行。

（三）未完成的项目绩效目标及其原因分析 已完成

（四）下一步改进工
作的意见及建议

1.管理经验

项目建设组织管理有保障、目标明确、工程内容完整、建设布
局合理，符合国家农业发展方向。今后云南省农业厅继续按照
财政厅的统一要求，严格项目工程管理，认真总结财政支持现
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一步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加大资金整合力度，
更好的做好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工作。

2.项目绩效目标修正建
议

目标明确，符合全省养殖业发展趋势，无须修改。



（四）下一步改进工
作的意见及建议

3.需改进的问题及措施

我省畜牧业保持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仍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
畜牧业发展形势依然严峻。畜禽养殖仍以小规模、低水平、散
养方式为主，转变发展方式的形势更加紧迫；畜产品消费增长
动力减弱，畜禽养殖利益空间遭遇到价格“天花板”下移和成
本“地板”抬升的双重挤压；畜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持续
加大，养殖密度较大的传统产区大幅消减养殖量给保供给带来
了较大压力；城乡居民对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各类
突发事件冲击生产和消费，非传统风险因素明显增加；国内外
主要畜产品价格严重倒挂，进口增加的势头难以逆转。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国家对生猪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暂不实施国家强制免疫，
中央资金相应减少了该两个病种疫苗采购补助经费。因此，重
大动物疫病疫苗省级配套经费原定预算6000万元，经调减后实
际下达3525万元。



项目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一）部门预算绩效
评价工作组机构及有
关专家等人员构成

评价组机构职位 姓名 职务/职称 所属单位/处室

组长 寸  强 副厅长 省农业厅

副组长 徐祖林 处长 省农业厅草山饲料处

副组长 郑青江 处长 省农业厅畜牧处

副组长 欧茶海 处长 省农业厅兽医处

副组长 蔡  勇 副局长 省农业厅渔业局

成员 高婷婷 主任科员 省农业厅草山饲料处

成员 王瑞欣 高级兽医师 省农业厅畜牧处

成员 尹红斌 高级兽医师 省农业厅兽医处

成员 刘军志 主任科员 省农业厅渔业局

（二）绩效自评的目
的

加强与规范农业生产发展-草地畜牧业生产发展与生鲜乳及饲料安全监管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资金分配以绩效为导向，强化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及结果应
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自评组织过程

1.前期准备情况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暂行办法
的通知》（云财预[2016]98号）有关要求，为做好养殖业科技推广项目绩
效自评工作，省农业厅及时成立了绩效管理领导小组，由草山饲料处牵
头，畜牧处、兽医处、渔业局明确责任、分工协作，对省级项目绩效进行
了绩效跟踪和考核。



（三）自评组织过程

2.组织实施情况 认真梳理对照2017年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分析。

报告填写人 高婷婷 评价工作负责人 寸强、张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