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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气象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甘肃省气象局，隶属中国气象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是
甘肃省人民政府管理气象工作的主管部门，行使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气
象工作的行政职能，并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工作实施行业管理。同
时承担着西北四省（区）气象业务技术指导任务，负责管理全省各市
、州、地气象局及其所属气象台站的业务、服务、科研等工作。主要
业务服务和科研工作有天气预报、气候预测监测、农业气象、干旱监
测和研究、人工影响天气、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卫星遥感生态监测、
大气环境评价、沙尘暴监测、地质灾害预报、雷电灾害防御等。为省
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气象服务；为社会公众提供多
层次全方位的公益气象服务；为重点工程、企事业单位趋利避害、组

   （二）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

    内设机构10个，包括：办公室、应急与减灾处、观测与网络处、
科技与预报处、计划财务处、人事处、政策法规处、党组纪检组办公
室（审计室）、机关党委办公室和离退休干部办公室。8个直属事业
单位，包括：兰州中心气象台、西北区域气候中心、中国气象局兰州
干旱气象研究所、甘肃省气象信息与技术装备保障中心、甘肃省人工
影响天气办公室、甘肃省气象培训中心、甘肃省气象服务中心、甘肃
省气象局机关服务中心。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甘肃省气象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及时组织指导纳入绩效评价
的项目开展自评工作，2019年纳入自评范围的项目是农业气象及人工
影响天气经费，共1200万。甘肃省气象局绩效评价小组通过审核项目
绩效申报表、自评表、自评报告以及考核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对
项目的实施开展及效益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及时订正偏差，保证
项目达到了预期指标。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部门决算情况。



    甘肃省气象局为所属一级预算单位，单位性质为参照公务员管理
事业单位，决算编报类型为经费差额表，按照政府会计制度填报决算
数据。2019年预算收入1200万元，全部为项目收入，决算收入
3,016.35万元，预决算差额1816.35万元，差异原因为年中追加500万
元十三五重点项目经费，以及历年结转1,316.35万元。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购置人工增雨（雪）炮弹，完成了全年人工增雨（雪）作业
任务，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农业气象
服务，建立了甘肃省大宗粮食作物农业气象指标集，不定时与其他省
开展业务交流，提高了气象为农服务能力。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我单位较好地完成了2019年初设定
的工作任务，各项项目得到有序开展。到年底完成全部项目的100%，
资金支出达到76%，完成项目验收率达到100%。 2．效果指标完成情
况分析。自2019年以来，我单位对项目实施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
等各项指标调查，基本情况是群众对项目满意度达80%。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明显，达到了预期效果。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是人工增雨（雪）炮弹
购置尾款一般在下一年度支付，影响了预算执行进度。下一步改进措
施将改变支出方式，保证预算执行进度。

    四、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19年，本部门预算支出项目1个，当年财政拨款1200万元，全
年支出972.66万元，执行率81.05%。通过自评，项目结果为“良”。
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纳入绩效自评的项目是农业气象及人工影响天气经费，当
年财政拨款1200万元，全年支出972.66万元，项目执行率81%。剩余
227.34万元为炮弹购置尾款，已于2020年初支付。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购置人工增雨（雪）炮弹，完成了全年人工增雨（雪）作业
任务，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农业气象
服务，建立了甘肃省大宗粮食作物农业气象指标集，不定时与其他省
开展业务交流，提高了气象为农服务能力。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指标、效果指标、影响力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基本
达到了预期目标值。只有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未达到预期目标。其中
重点指标完成情况如下：农业气象服务专题报告期数12期，开展飞机
增雨（雪）作业全年飞行架次100次，完成业务服务系统的升级改造
一套，发布农用天气预报365次，农业气象灾害预报准确率80%，增加
雨（雪）天气率10%，降低气象灾害发生率10%，农产品经济损失有效

    3.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是人工增雨（雪）炮弹
购置尾款一般在下一年度支付，影响了预算执行进度。下一步改进措
施将改变支出方式，保证预算执行进度。

    五、部门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19年，本部门无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单位根据专项绩效评定指标对单位整体支出量化评价，整体自
评指标得分95分。将项目支出后的实际状况与项目申报的绩效目标进
行对比分析，按项目实际支出和项目申报绩效目标进行对比分析自评
得分97分，项目支出与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基本相符。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019年 气象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单位）名称 甘肃省气象局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实际支出数

（B）
执行率（B/A） 分值 得分

  全年支出 1200 3016.35 2287.91 75.85% 10 7

    其中：基本支出 0 0 0 — —

          项目支出 1200 3016.35 2287.91 75.85% — —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通过购置人工增雨（雪）炮弹，完成了全年人工增雨（雪）作业任务，有效改善
生态环境

目标1完成情况：完成了全年人工增雨（雪）作业任务，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

目标2：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农业气象服务，建立甘肃省大宗粮食作物农业气象指标
集，不定时与其他省开展业务交流，提高气象为农服务能力。

目标2完成情况：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农业气象服务，建立了甘肃省大宗粮食作物农
业气象指标集，有效提高了全省气象为农服务能力。

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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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部门管理

资金投入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76% 3 2 偏差原因：人影炮弹购置的

尾款一般在下年结算导致项

结转结余变动率 >=80% 45% 3 2 偏差原因：以前年度结转资
金大，导致结转资金支出困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3 3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规范 3 3

采购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规范 3 3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3 3

重点工作管理 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2 2

履职效果

部门履职目标

产出数量指标 100% 100% 5 5

产出质量指标 100% 100% 5 5

产出时效指标 100% 100% 5 5

产出成本指标 100% 100% 5 5

部门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指标 100% 100% 6 6

社会效益指标 100% 100% 6 6

生态效益指标 100% 100% 6 6

社会影响
单位获奖情况 有 有 6 6



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履职效果

社会影响
违法违纪情况 无 无 6 6

能力建设

长效管理 中期规划建设完备程度 完备 完备 2 2

组织建设 党建工作开展规律性 规律 规律 2 2

信息化建设情况 信息化管理覆盖率 95% 95% 2 2

人力资源建设 人员培训机制完备性 完备 完备 2 2

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完备性 完备 完备 2 2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75% 80% 10 10

合    计 95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注： 1.部门（单位）整体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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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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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省委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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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率10分、部门管理指标20分、履职效果指标50分、能力建设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二、三级指标权重分值由各部门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应根据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整体支出自评情况分析汇总形成，对于定量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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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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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加权
平均计算。



2019年度省级部门预算支出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资金（万元）

自评得分 备注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
（B/A）

小计 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1 农业气象及人工影响天气经费 甘肃省气象局 1200 1200 0 972.66 81.05% 97

合计



2019年气象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农业气象及人工影响天气经费

主管部门 甘肃省气象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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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1200 972.66 10 81.05% 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00 1200 972.66 — —

      上年结转资金 0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购置人工增雨（雪）炮弹，完成全年人工增雨（雪）作业任务，

改善生态环境；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农业气象服务，分为业务能
力建设和日常业务维持两方面；建立甘肃省大宗粮食作物农业气象指

标集，不定时与其他省开展业务交流，提高气象为农服务能力。

全面完成了全年人工增雨（雪）作业任务，有效改善了生态环
境；同时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农业气象服务，建立甘肃省大

宗粮食作物农业气象指标集，提高了气象为农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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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业气象服务专题报告期数 >=10期 12期 3 3

开展飞机增雨（雪）作业全年飞

行架次
>=100次 100次 3 3

人影作业人员培训次数 >=10次 10次 3 3

构建特色农业信息网络 一套 一套 3 3

业务服务系统的升级改造 一套 一套 3 3

农用天气预报 >360次 365次 3 3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炮弹购置数量 >=1500个 1500个 3 3

质量指标

农业气象灾害预报准确率 >=80% 82% 4 4

增加雨（雪）天气率 >=10% 15% 4 4

人影作业设备装备运行保障率 >=90% 95% 3 3

时效指标
年度任务完成及时率 >=90% 95% 3 3

为农服务提供信息的及时性 >=12小时 12小时 3 3

成本指标

构建特色农业信息网络费用 60万元 60万元 3 3

业务服务系统的升级改造费用 40万元 40万元 3 3

弹药购置费用 770万元 770万元 3 3

飞机增雨费用 200万元 200万元 3 3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农产品经济损失 降低 降低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气象灾害发生率减少 >=10% 10%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生态环境改善 改善 改善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受益民众满意度 >=75% 93% 10 10

总分 100 97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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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省委巡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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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定量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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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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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

序号 转移支付名称 主管部门

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自评得分 备注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
（B/A）

小计 中央补助 省级安排 市县安排 其他资金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