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山丹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6万元 24.6万元 24.6万元 10 100% 10

其中：财政拨款 24.6万元 24.6万元 24.6万元 10 100% 10

其他资金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保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实施

 目标2：有效控制和清除传染病

 目标1：保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实施

 目标2：有效控制和清除传染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春秋集中免疫 2次 2次 7 7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禽畜

的免疫密度
>=90% 98% 6 5

完成实验室小反刍兽疫

抗体检测任务
2000 2814 6 6

质量指标

财政补助经费使用率 100% 100% 5 5

小反刍兽疫等群体抗体

检测合格率
>=70% 78% 5 5

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

置率
100% 100% 5 5

时效指标

开展春秋集中免疫的及
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实验室检测的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成本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健全 3 3

档案管理机制 完善 完善 3 3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

疫病得到有效控制
显著 显著 8 8

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
公共卫生风险逐步降低

显著 显著 8 8

社会效益
指标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不发生区域
性流行

不发生区域
性流行

7 7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畜禽养殖量 增加 增加 7 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养殖场户满意度 >=95% 98% 10 9

总分 100 97

注: 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

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 )，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
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

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里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照100%-80% (含)、 80%-60% (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省级动物防疫及动物卫生安全监管资金

主管部门 山丹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万元 9万元 9万元 10 100% 10

其中：财政拨款 9万元 9万元 9万元 10 100% 10

其他资金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控制
 目标2：做好重大动物疫情和人畜共患病处置工作，及时有效处置突发动物疫情
 目标3：有效保障动物疫病防疫人员的身体健康，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目标1：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
疫病得到有效控制
目标2：做好重大动物疫情和人畜共患病处置
工作，及时有效处置突发动物疫情
目标3：有效保障动物疫病防疫人员的身体健
康，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消毒药品购买数量（吨） >=3 3.5 5 5

会议培训次数（次） >=20 27 5 5

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
抗体检测份数

>=7500 8002 5 5

防护用品购买种类（类） >=4 5 4 4

质量指标

采购消毒药品验收合格率 >=90% 100% 4 4

采购防护用品验收合格率 >=90% 100% 4 4

防护用品发放覆盖率 >=100% 100% 4 4

时效指标

处置疫情的及时性 及时 及时 3 3

消毒药品采购及时性 及时 及时 3 3

会议、培训召开及时性 及时 及时 3 3

采购防护用品及时性 及时 及时 3 3

防护用品发放及时性 及时 及时 3 3

成本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健全 2 2

档案管理机制 完善 完善 2 2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
控制

显著 显著 4 4

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公共卫生
风险逐步降低

显著 显著 4 4

社会效益
指标

公共卫生风险性 降低 降低 3 3

防疫知识普及率 >=70% 85% 3 3

基层防疫人员防疫技术增强性 增强 增强 3 2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无 3 3

基层防疫人员感染布病等人畜共
患病感染降低率

>=1% 2% 3 3

人员防护用品和疫情处置物资设
备满足突发疫情处置率

>=100% 100% 3 3

环境效益
指标

重大疫情环境污染降低些 降低 降低 2 2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畜禽养殖量 增加 增加 2 2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满意度 >=80% 98% 2 2

参会人员满意度 >=80% 98% 3 2

基层防疫人员满意度 >=80% 98% 2 2

养殖场（户）满意度 >=90% 98% 3 2

总分 100 97
注: 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

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

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里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 (含)、 

80%-60% (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第二批动物防疫补助）

主管部门 山丹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10 100% 10

其中：财政拨款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10 100% 10

其他资金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保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实施
目标2：有效控制和清除传染病
目标3：提高动物疫病防控水平

目标1：保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
实施
目标2：有效控制和清除传染病
目标3：提高动物疫病防控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布病防护用品数量 >=15000 16384 7 6

布病疫苗采购数量 70万头份 70万头份 7 7

布病集中免疫 1次 1次 7 7

质量指标

布病防护用品验收合
格率

>=95% 100% 6 6

驱虫药品验收合格率 >=95% 100% 6 5

布病免疫验收 合格 合格 6 6

时效指标
布病疫苗采购及时性 及时 及时 6 6

防护用品采购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成本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健全 5 5

档案管理机制 完善 完善 5 4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布病等人畜共患病得
到有效控制

显著 显著 6 6

动物发病率、死亡率
和公共卫生风险逐步
降低

显著 显著 6 6

社会效益
指标

布病等人畜共患病防
控

有效控制 有效控制 6 5

兽医实验室检测和管
理能力

提升 提升 6 6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畜禽养殖量 增加 增加 6 6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养殖场户满意度 >=95% 98% 5 5

基层防疫人员满意度 >=90% 98% 5 5

总分 100 96

注: 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
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
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
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
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里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
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
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 (含)、 80%-60% (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注: 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
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
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
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
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里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
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
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 (含)、 80%-60% (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第二批动物防疫补助）

主管部门 山丹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7万元 16.7万元 16.7万元 10 100% 10

其中：财政拨款 16.7万元 16.7万元 16.7万元 10 100% 10

其他资金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保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实施
目标2：有效控制和清除传染病
目标3：提高动物疫病防控水平

目标1：保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实施
目标2：有效控制和清除传染病
目标3：提高动物疫病防控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布病监测数量 >=15000 16384 7 7

犬驱虫数量 >=3800 3900 7 7

猪瘟疫苗采购数量 70万头份 70万头份 7 7

质量指标

猪瘟疫苗验收合格率 >=95% 100% 6 6

驱虫药品验收合格率 >=95% 100% 6 6

布病免疫验收 合格 合格 6 6

时效指标
猪瘟疫苗采购及时性 及时 及时 6 6

驱虫药品采购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成本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健全 5 5

档案管理机制 完善 完善 5 5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布病等人畜共患病得到
有效控制

显著 显著 6 6

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
公共卫生风险逐步降低

显著 显著 6 6

社会效益
指标

布病等人畜共患病防控 有效控制 有效控制 6 5

兽医实验室检测和管理
能力

提升 提升 6 6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畜禽养殖量 增加 增加 6 5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养殖场户满意度 >=95% 98% 5 4

基层防疫人员满意度 >=90% 98% 5 5

总分 100 97

注: 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

总得出该

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

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
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里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

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
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 (含)、 80%-60% (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