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概况

项目名称 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基础信息

部门名称 云南省农业厅计划财务处 部门负责人 王敏正

部门财务负责人 魏民 联系电话 65749402 电子邮箱 ynsnytcwc@163.com

部门性质 机关 单位地址 昆明市万华路169号 单位邮编 650224

（一）部门职能
（职责）简介

职能一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农村经济、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和生态农业的法律、法规，以及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方针、重大政策，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实施办
法，经批准后组织实施。指导全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组织实施国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指导农村
经济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指导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的稳定与完善；指导农村承包合同管
理；负责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监督管理；指导全省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

职能二

研究拟定全省农业产业政策，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制定我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规划及相关
政策，推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促进农业向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产品商品化、服务社
会化方向发展。编制全省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和生态农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区域开发
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负责全省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和生态农业的结构布局调整、
资源配置以及产业间和全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平衡；调控和管理全省各项农业发展资金。制定全
省农业教育、科技推广和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划、政策和措施，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组织重大科技项目攻
关和重大科技成果的鉴定、推广；指导和协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全省农业中等教育、职业
教育和地州市农科机构的业务工作。

职能三

负责全省农业资源区划、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工作；按分工负责农业资
源、渔业资源、畜牧业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依法或根据授权负责农用地、渔业水域的保护与管理；
规划指导高产稳产农田基本建设。参与研究拟定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政策、农村信贷政策、农
村税收与补贴政策；研究农村市场的发展方向和指导措施；履行农产品加工管理职能，组织协调农、牧
、渔产品加工与流通；研究提出农用生产资料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需求计划；负责农村经济信息统计和
农产品市场、农业生产情况等信息工作，指导全省农业信息系统建设，负责全省农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
供求情况等农村经济信息的预测预报。参与和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技术标准；组
织监督农业方面的国家、行业标准的实施；负责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开发及管理工
作；负责农产品和农牧渔业种子（种苗、种畜禽）、化肥、农药、兽药、饲料等的质量监测、鉴定、检
查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省农机、渔船安全监理工作。

（二）事业发展
规划

行业发展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明确“国家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建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确保农产品供应和
质量”；《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决定》（云发[2012]13号）明确
“通过发展高原特色农业，重点拓展农业六大功能，着力建设六大基地，确保主要农产品供给、农产品
质量安全、农村民生改善，提升云南农业综合效益，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努力走出
一条具有一云南高原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强化改革举措落实
加快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云发[2015]1号）要求“确保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860万吨以
上，农业增加值增长5.5%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以上”。

部门发展规划

到2020年，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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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云南打造成为全国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特色产业创
新发展辐射中心。

（三）部门绩效
目标

部门绩效目标一 农牧渔业增加值增长5%；农产品加工产值增长。

部门绩效目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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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绩效目标三 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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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业处、茶叶处、热作处、经管站、花卉处、畜牧处、草饲处、兽医处、科教处、渔
业局

项目分管处室（单
位）负责人

联云农 联系电话 65749402 电子邮箱
ynsnytcwc@163.c
om

（一）项目基本
情况

起始时间 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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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00.00 省级财政 59,200.00

下级配套 0.00 下级配套 0.00

部门自筹及其他 4,388.02 部门自筹及其他 644.10

（二）项目支出
明细

支出内容 预算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粮食生产 18,551.00 17,493.02

经济作物生产 18,551.00 8,847.02

茶叶发展 5,000.00 4,124.49

热作发展 1,180.00 1,180.00

农村经济信息统计 425.00 425.00

花卉产业发展 640.00 640.00

畜牧业生产发展 3,000.00 3,000.00

草地畜牧业生产发展与生鲜乳及饲料
安全监管

4,165.00 4,165.00

动物疫病防治及防疫体系建设 2,680.00 2,680.00

农业科技推广与可持续农业技术创新 1,610.00 1,476.57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1,230.00 1,230.00

渔业技术推广与资源保护 970.00 970.00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880.00 880.00

农产品质量安全 2,585.00 2,585.00

农机技术推广与购置补贴 3,630.00 3,533.00

农业信息化与农产品市场推广 2,460.00 2,460.00

农产品加工及统计监测 1,800.00 1,800.00

生物产业发展 2,355.00 2,355.00



（三）项目管理

1.项目实施主体
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农机构，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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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号)

2.保障措施

一是省、各州（市）县（市、区）均成立农业发展专项各个分项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层
层负责抓落实，切实加强对项目实施工作的监督、检查和验收；二是强化项目管理，确
保项目质量，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项目资金公示制等制度；三是加强督促检查，省级
部门加强项目管理，强化督促检查，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四是按时上报进度，各项目单
位根据项目进度要求，按时上报进度报表，及时准确汇报工作进度。

3.资金安排程序
省农业厅联合省财政厅制定并出台了《云南省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办法》（云农
财[2016]8号），严格按照办法按因素法分配资金编制部门预算，由省财政汇总审核后，
报省人大核准，省农业厅再按照省财政厅预算批复进行安排。

4.资金安排标准或
依据

严格按照《云南省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办法》（云农财[2016]8号）规定的分配因
素并确定各项因素权重，确立统分配公式，统一按照分配公式计算各地安排资金量。

5.财务管理
由各地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及项目承担单位，严格按项目资金管理办和财务核算制度进
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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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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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绩效指
标完成分析

产出指标
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区产
量提高

≥1% 1%>x≥0.5%
0.5%>x>0.1

%
≤0.1% 优

无 5% 100%
100%

优

产出指标

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区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
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区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

≥80% 80%>x≥70% 70%>x>60% ≤60% 优
无 90% 100% 优

产出指标
粮食项目区良种覆盖率
粮食项目区良种覆盖率

≥90% 90%>x≥80% 80%>x>70% ≤70% 优 无
94.50% 100% 优

产出指标
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区亩
均增收

≥50元
50元>x≥30

元
30元>x>10

元
≤10元 优 无 118 100% 优

效益指标
粮食项目区农药使用量增长
率

≤1% 2%≥x>1% 3%>x>2% ≥3% 优
无 0.70% 100% 优

产出指标 菜果产业强县建设数量 18个 16个 15个 少于15个 优
无 18个 100% 优

产出指标

菜果产业体系试验站建设数
量
菜果产业体系试验站建设数
量

20个 18个 16个 少于16个 优
无 20个 100% 优

效益指标 菜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 100% ≥97% ≥95% 95%以下 优 无
100% 100% 优

效益指标 菜果三产融合综合效益提升
一二三产发
展高度融合
效益提升

一二三产融
合效益提升

一二产融合
效益提升

一二产融合 优
无

一二三产发
展高度融合
效益提升

100% 优

产出指标 咖啡标准化生态示范园面积 ≥7200亩 ≥6500亩 ≥6000亩 <6000亩 优
优 ≥7200亩 100% 优

产出指标
咖啡橡胶技术体系试验站
咖啡橡胶技术体系试验站

10个 9个 8个 <8个 优
优 10个 100% 优

产出指标 橡胶高效生态示范园面积 ≥6200亩 ≥5500亩 ≥5000亩 <5000亩 优
优 ≥6200亩 100% 优

效益指标 咖啡项目区植被覆盖率 ≥70% ≥65% ≥60% <60% 优
优 ≥70% 100% 优

产出指标

全面完成所有任务要求报表
9套（农经年报3套，入户调
查报表4套，固定观察报表2
套）

9套 8套 7套 6套及以下 优
按量完成率

100%
按量完成率

100%
100% 优

汇总统计年报、半年
报、预测报共3套；完
成农村入户调查表

4套，增收形势分析材
料4份；完成固定观察
常规调查1套、专项调

查1套。

产出指标
按时报送三项统计报表延误
不超过天数

0天 不超过1天 不超过2天 超过2天 优
按时完成率

100%
按时完成率

100%
100% 优

按照农业部和中央政
策研究室要求、农村
入户调查实施方案规
定按时上报统计数据
报表及分析材料。

效益指标
促进调查调查农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收

≥9% 8%—9% 7%—8% 7%以下 优

促进调查户
农户收入增

加

调查农户人
均可支配收
入增收9%及

以上

100% 优

通过长期对农户收支
进行记录调查，有效
控制生产成本支出，
调查农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确实提高。

产出指标
花卉科技核心示范区建设面
积

3200亩及以
上

2800-3200
亩

2500-2800
亩

2500亩以下 优
3033亩 3033亩 94.8% 良

产出指标
鲜切花恒温采后处理车间建
设数量

5个及以上 4个 3个 3个以下 优
6个 6个 120% 优

产出指标 花卉辐射带动农户数量
750户及以

上
680-750户 600-680户 600户以下 优

1244户 1244户 165.9% 优

效益指标 花卉灌溉水循环利用率 60%及以上 50-60% 40%-50% 40%以下 优
63.7% 63.7% 106.2% 优

效益指标 提高示范区花农增收率 10%及以上 8%-10% 7%-8% 7%以下 优
12.6% 12.6% 126% 优

产出指标 全省肉蛋奶总产量 885万吨
875-885万

吨
865-875万

吨
865万吨以

下
优

完成 900万吨 101.70% 超额完成

产出指标 农产品加工产值
≥2564亿元 ≥2540亿元 ≥2516亿元 <2516亿元

优
完成 2754亿元

107%
107%

优

产出指标 全省种畜禽自给率 80%以上 75%-79% 73%-74% 73%以下 优
完成 81% 100% 全部完成

产出指标
全省生猪规模化比重
全省生猪规模化比重

46% 45.50% 45% 44.50% 优
完成 46% 100% 全部完成

效益指标
畜禽粪便利用率比去年增长
畜禽粪便利用率比去年增长

3个百分点 2个百分点 1个百分点
未提高或者

下降
优

完成 提高3% 100% 全部完成



1.项目绩效指
标完成分析

产出指标
“粮改饲”及草牧业发展试
点完成面积

7万亩 5-6万亩 3-4万亩 3万亩以下 优
完成 7.2万亩 102.80% 超额完成

效益指标 全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85% 80%-84% 76%-79% 75%以下 优
完成 85% 100% 全部完成

产出指标
无害化处理、扑杀减少病害
畜禽及其产品数

≥95% ≥90% ≥85% ≤85% 优
≧95% ≧95% 100%

优

效益指标
全省重大动物疫病案例发生
次数

0次 1次 2次 3次及以上 优
0次 0次 0次

优

满意度指标
全年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投诉
次数

0次 1次 2次 3次及以上 优
0次 0次

100% 优

产出指标
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示范
点

≥20个 19-15个 14-10个 <10个 优
完成预期目

标
22个 110% 优

产出指标 灭除薇甘菊 ≥3.6万亩 3.5-3万亩 2.9-2万亩 <2万亩 优
完成预期目

标
3.6万亩 100% 优

产出指标 农业极量创新科技行动 ≥20项 19-15项 14-10项 <10项 优
完成预期目

标
25项 125% 优

效益指标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示范点肥
料、农药利用率

≥40% 39-35% 34-30% <30% 优
完成预期目

标
40% 100% 优

产出指标 建设体系各岗位站点数 ≧82个 ≧70个 ≧60个 ＜60个 优
优

在水稻、玉
米、马铃薯
、油菜、甘
蔗、蚕桑、

122% 优

产出指标
体系试验示范、集成新品种
新技术

≧100项 ≧80项 ≧60项 ＜60项 优
优

选育、引进
新品种

84个，试验
示范、集成

118% 优

产出指标
技术体系示范区域亩产（产
值）增产增效

≧8% 7.9～6% 5.9～4% ＜4% 优
优

项目示范区
域实际亩产
与当地品种
比较，平均

125%
优

产出指标 种畜的性能测定 6000头 ≧5000头 ≧4000头 ＜4000头 优
优

完成了
6,325头种
猪性能测定
与示范（生

263% 优

效益指标
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提
高资源利用率

≧10% 9.9～8% 7.9～6% ≦5.9% 优
优

减少化肥、
农药使用
量，提高利
用率12%。

120% 优

产出指标 建设渔业重点示范县 14个 13个 12个 11个及以下 优
完成 14 100% 全部完成

产出指标 特色养殖及苗种扶持县 10个 9个 8个 7个及以下 优
完成 9 90% 良

产出指标 水产品产地抽检合格率 98% 97% 96% 95%及以下 优
完成 100% 102% 超额完成

产出指标 水产品总产量 ≧100万吨 97～99万吨 96～98万吨 <95万吨 优
完成 104 104% 超额完成

效益指标 放流苗种成活率 ≧等60% 50%～60% 30%～40% <30% 优
完成 约50.66% 84.43% 良

产出指标 完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人数 5000人以上
4970-5000

人
4940-4970

人
4940人以下 优

18875人 6107人 122.14% 优
根据农业部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工程信息系
统数据进行考核

效益指标
受训学员工资收入增长率
受训学员工资收入增长率

10%以上 5-10% 0-5% 0 优 完成
10% 100% 优

根据各州（市）统计
数据进行抽查考核

产出指标
全省新增“三品一标”认证
数

≥150个 ≥140个 ≥130个 <130个 优
336个 480个 320% 优

产出指标 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 ≥90% ≥85% ≥80% <80% 优 完成
≥98% 109% 优

效益指标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
生起数

0起 1起 2起 3起及以上 优
0起 0起 100% 优

产出指标 农机作业面积 ≥200万亩
200－180万

亩
180－160万

亩
≤160万亩 优

396万亩 396万亩 104% 优

产出指标 扶持农机专业合作组织 ≥50个 50-45个 45-40个 ≤40个 优
51个 51个 102% 优

效益指标 新增农机总动力
≥100万千

瓦
100－90万

千瓦
90－80万千

瓦
≤80万千瓦 优

95万千瓦 95万千瓦 95% 良
新增动力不足原因分
析：一是受高原特色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政
策引导、农民需求等

产出指标 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 ≥36个 ≥32个 ≥28个 ＜28个 优
完成 39个 115% 优

产出指标
特色中药材和食药两用药材
规范化基地建设个数

≥46个 ≥43个 ≥40个 <40个 优
完成 37个 218% 优

效益指标
承担特色中药材和食药两用
药材的企业加工产值年均增
长

≥10％ ≥9% ≥8% <8% 优
完成 10% 100% 优

效益指标
无公害/绿色/有机种植（养
殖）基地面积年均增长率

≥6％ ≥5% ≥4% <4% 优
完成 6% 100% 优

产出指标
完成农产品品牌创建示范区
数量

20个 15-19个 10-14个 10个以下 优
优 20个 100% 优

重点支持农业品牌工
作规划组织、“三品
一标”认证、宣传推
广、展销展示等方面

产出指标 完成田头市场数量 10个 7-9个 5-6个 5个以下 优
优 10个 100% 优

田头市场建设的基本
内容采取“6+4”的建
设标准，即“有一块
采后处理场地、有一

产出指标
完成信息进村入户县级运营
中心

4个 3个 2个 1个 4个
优 4个 100% 优

信息进村入户实施任
务



。年度绩效自评为优秀2017，综上所述。宏观规划
并符合国家，项目的绩效指标符合部门的履职目标、四。项目各绩效指标均符合预期、三。项目按质按量及时完成、二。制度健全、任务清晰、项目管理责任明确、一

自评结论

。保证项目绩效目标，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监管和验收考核
，结合部门职责和年度计划开展项目绩效管理，结合国家对我省畜牧生产发展绩效管理的要求，在项目绩效管理中。项目绩效充分体现了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计划要求

况
及年度计划情
部门职能职责
项目绩效体现

。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畜（茶等农、奶、蛋、肉、水果、蔬菜、农业生产发展对保障全省粮食。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相适应
的适应性

划和宏观政策
项目绩效与规

。促进了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通过项目实施。促进了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项目绩效指标与部门履职绩效目标相符
目标的实现
促进部门绩效
项目绩效是否

标实现
部门绩效目4.

按照省委省政府预算改革“放管服”要求，省农业厅负责资金分配和监管，项目分配权下放各地，由各地根据当地情况组织项目征集、立项审核和审批，项目验收均由
各州、市农业主管和财政部门具体进行验收。

验收的有效性

。审计及验收、及时进行项目竣工决算，按项目进度及时开展项目建设完成的及时性

分析
项目效率性3.

。促进了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通过项目实施。促进了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项目绩效指标与部门履职绩效目标相符
理管理水平
标准的质量管
项目是否达到

。领导审批方能支付项目经费、）请示（用计划
即有使，每次使用资金都要按账务制度执行。对项目支付资金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专人管理、项目经费管理方面对财政项目资金建立专项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

范的内控机制
项目是否有规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而制定的措施或机制
、保障项目质量、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工资实施办法三项制度阐明为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各项目实施单位制定和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要的支出

减少不必，节约成本，严控支出。并取消下一年度资格，违反的按规定严肃处理，不能擅自改变项目经费支出方向，并规定只能专款专用，项目有明确的经费使用范围

措施
支增效的改进
项目是否有节

分析
项目成本性2.

优100%90%优
优<75%80%-7585%-8085%≧

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年销售额情况考核
根据田头市场农产品

优100%万元1000优
万元1000

下
万元以500

元
万800-500

元
万1000-800

万元1000田头市场年销售额效益指标

核
外销量的完成情况考

农产品，创建示范区
通过创建农产品品牌

优
100%

100%万元5000
万元5000

下
万元以3000

万元
4000-3000

万元
5000-4000

万元5000农产品外销量效益指标

标完成分析
项目绩效指1.



项目绩效目标管理

（一）部门绩效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情况

成立绩效考评领导小组。为了使财政资金使用更有效率，取得
最大成效，达到“绩效要好”的目标，我厅专门成立了财政资
产支出绩效自评领导小组，以党组书记、厅长为组长，各分管
副厅长和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厅机关各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财务处。

（二）部门绩效管理推进情况及措施

1.制定方案。按照既定政策以及各州市上报的任务计划，采取
“责任下放、经费下放”的原则，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农
业工作实际，制定项目计划，设定分配因素及权重，按因素法
分配资金，项目由各州市农业主管部门执行，资金用于开展专
项工作补助，制定了云南省2016年专项各分项实施方案。方案
严格按照财政部门有关要求编制，从项目建设内容、资金投入
概算、补助标准、组织保障措施、项目建设目标、项目预期目
标等方面，思路清晰、内容详实、措施具体、目标明确、操作
性强。2.加强领导，分工协作。项目由省农业厅负责管理，各
州市、县区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各级各有关部门加强
对项目的领导，分别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制定政策措施，落实
责任。农业厅负责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价。3.严格把
关，按时兑款。资金全部足额安排到项目单位，专款专用。各
项目实施单位顺利完成实施方案和批复中的实施内容。明确责
任，扎实工作。为保证基地建设项目工作顺利开展，按期完成
任务，各组人员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上下联动，严格按照实
施方案和批复的要求，督促项目实施单位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
务。

（三）未完成的项目绩效目标及其原因分析 各项绩效目标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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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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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项设立绩效目标达68个，尽管比2016年度优化减少较多，
但仍存在绩效目标数量过多，增加了绩效考核工作量，需要进
一步优化、简化。

3.需改进的问题及措施

我省边境线长达4061公里，防堵通道多、边民同耕混牧现象较
为突出，边境防堵任务繁重，同时州市、县区工作条件差，特
别是乡镇大部分处于无机构、无编制、无办公场所和设施设备
状态，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建议进一步加大农业生产发展专项
资金省级财政投入力度。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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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敏正 厅长 办公室

副组长 李国林 副厅长 办公室

副组长 寸强 副厅长 办公室

副组长 左荣贵 副厅长 办公室

副组长 魏民 副厅长 办公室

副组长 王平华 副厅长 办公室

副组长 张穆 副厅长 办公室

组员 王阳 处长 种植业处

组员 杨丹 副处长 种植业处

组员 赵俊 高级农艺师 种植业处

组员 王兴原 处长 茶业处

组员 杨明华 副处长 茶业处

组员 欧阳义中 主任科员 茶业处

组员 马驰 处长 热作处

组员 夏兵 副处级 热作处

组员 胡波 站长 省经管站

组员 张志强 科长 省经管站

组员 王磊 处长 花卉产业处

组员 杨春 副处长 花卉产业处

组员 伍明英 主任科员 花卉产业处

组员 徐鸣 副处长 畜牧处

组员 王瑞欣 兽医师 畜牧处

组员 徐祖林 处长 草饲处

组员 高婷婷 主任科员 草饲处

组员 欧茶海 处长 兽医处

组员 刘亚林 副处长 兽医处

组员 管育凰 科员 兽医处

组员 梁基 处长 科教处

组员 李盛钢 科员 科教处

组员 李波 主任科员 科教处



组员 张兴旺 主任科员 科教处

组员 蔡勇 副局长 渔业局

组员 刘军志 主任科员 渔业局

组员 敖世红 主任科员 劳转办

组员 周开联 处长 质监处

组员 尹橙彤 科员 质监处

组员 可斌 处长 农机处

组员 张玉杰 科员 农机处

组员 谭鸿明 处长 市场处

组员 周绮 主任科员 市场处

组员 李晓霞 处长 乡镇企业处

组员 李烈钢 副处长 乡镇企业处

组员 史琳 处长 生物处

组员 何理进 副处长 生物处

组员 莫文娜 科员 生物处

组员 耿云农 处长 财务处

组员 吴金亮 副研究员 财务处

组员 付思明 高级农艺师 财务处

组员 李雨蔓 科员 财务处

（二）绩效自评的目
的

通过项目立项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管理情况、项目绩效表现情况自我评价，了解
资金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检验资金支出率和
效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

任，完善工作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三）自评组织过程

1.前期准备情况

成立绩效考评领导小组。为了使财政资金使用更有效率，取得最大成效，
达到“绩效要好”的目标，我厅专门成立了财政资产支出绩效自评领导小
组，以党组书记、厅长为组长，各分管副厅长和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厅机

关各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财务处。

2.组织实施情况

召开绩效考评启动会议。根据往年工作情况，2017年4月份绩效考评领导
小组召开绩效自评工作布置会议，要求各业处组织全省各州市县农业主管
部门及省属事业单位按照管理办法启动绩效自评工作，及时提交年度项目

工作总结及项目自评报告。

报告填写人 吴金亮、李雨蔓 评价工作负责人 耿云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