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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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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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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产提供系列化的专业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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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委办公室和离退休干部办公室。

直属事业单位 8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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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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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保障中心、甘肃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中国气象局气象干

部培训学院甘肃分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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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纳入自评范围的项目有两个，

分别是农业气象及人工影响天气经费项目，资金 1200 万元；新

舟 60 飞机运行维护费项目，资金 1089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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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效益进行全

面、客观地分析，及时订正偏差，保证项目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部门决算情况

本年收入 2289 万元，本年支出 2289 万元，年末无结转。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预算资金充分发挥了效

益，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部门管理

（1）资金投入指标，按照年初预算下达情况，资金支付完

毕，完成率 100%，年底无结转。

（2）财务管理指标，单位财务管理各项制度健全，相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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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资金按照预算用途，完成年度资金支出。

（3）采购管理指标，各项资金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规定的要

求，应该进行政府采购的事项，全部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4）资产管理指标，根据资产管理工作要求，及时做好资

产的购置及登记工作。

（5）人员管理指标，人员管理按照单位编制管理要求，不

存在超编配置情况，因临时性工作需要会临时聘用专业人员开展

工作。人员控制率 100%。

（6）重点工作管理。新舟 60 飞机运行维护费 1089 万元根

据招标结果向省财政申请拨付资金，由我单位根据实际业务开展

情况分批支付；农业气象及人工影响天气经费按照人影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及部门其他相关管理规定执行，各项制度健全。

2.履职效果

（1）部门履职目标。按照年度既定的履职目标，各项工作

进展顺利，年度目标基本完成，目标完成率 90%。

（2）部门履职效果。目标任务既定效果达标率为 90%。

（3）社会影响。各项服务工作事项对社会的影响力有所提

升，达到 80%。

3.能力建设

（1）长效管理。根据气象事业发展规划，建立气象事业发

展长效机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气象保障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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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力资源建设。我部门为科研类事业单位，高层次人

才占比较高，并建立高层次人才培养及晋升制度，提供良好的科

研环境，推动气象事业发展。

（3）档案管理。我单位档案管理规范，建设有专门的档案

资料存放场地，并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各类档案规范管理。

4.服务对象满意度

省委省政府对我单位 2022 年度的气象服务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社会公众对气象防灾减灾的作用认可度也得到了有效提

升，满意度为 92.7%。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2 年部门整体未偏离绩效目标。

四、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项目 2 个，当年财政拨款 2289 万

元，全年支出 2289 万元，执行率 100%。通过自评，项目结果为

“优”。自评情况分析如下：

（一）农业气象及人工影响天气经费项目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纳入绩效自评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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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万元，项目执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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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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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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出指标。

①数量指标。年度各项火箭弹、人雨弹按照计划实施采购，

完成既定采购数量；定期制作特色农业天气预报 12 期。任务完

成率 100%。

②质量指标。特色农业天气预报准确率达到 80%，人工增雨

作业增加雨雪天气率达到 10%。

③时效指标。按照年度目标任务要求，及时完成各项任务，

完成及时率 90%。我单位档案管理规范，建设有专门的档案资料

存放场地，并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各类档案及时归档，规范

管理。

④成本指标。按照政府采购要求采购人影弹药和新舟 60 飞

机运行维持费，实现成本控制目标。定额下达特色农业天气预报

费用支出，保障预报服务及时到位，严格控制支出成本。

（2）效益指标。

①社会效益指标。推进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开展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在防雹、抗旱工作

中减少经济社会损失，在重大活动事项中提供专项服务，保障重

大活动顺利开展。

②生态效益指标。气象防灾减灾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对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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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发挥着持续有效的作用。

③可持续影响指标。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根据气象事业发展

规划，建立气象事业发展长效机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推动气

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人工增雨对气候演变产生持续性影响，为

西北地区生态改善提供了保障。

（3）满意度指标。气象防灾减灾作用进一步发挥，为社会

治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政府和社

会对气象服务的满意度稳步提升，达到 92.7%。

4.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2 年项目未偏离绩效目标。

（二）新舟 60 飞机运行维持费项目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纳入绩效自评的项目新舟 60 飞机运行维持费，当年

财政拨款 1089 万元，全年支出 1089 万元，项目执行率 100%。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新舟 60 人工增雨飞机按计划完成了全年飞行任务，人工降

雨 150 次，提高了我省抗旱救灾、森林防火、生态安全等支撑能

力，有效改善了我省气候和生态环境。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

①数量指标。按照新舟 60 飞机运行维护合同，乙方按要求

履行飞行任务，合同履行到位，受天气等特殊情况影响，飞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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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未达到 150 个小时，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施放飞机焰条数

370 根，超过预定目标 340 根。

②质量指标。新舟 60 飞机按规定实施年度检查，各项指标

达到飞行要求，各项机载仪器设备达到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标准要

求，设备年检合格率 100%。

③时效指标。按照年度目标任务要求，及时完成各项任务，

完成及时率 100%（因特殊天气等不可抗力影响除外）。我单位

档案管理规范，建设有专门的档案资料存放场地，并有专门的档

案管理人员，各类档案及时归档，规范管理。

④成本指标。按照政府采购要求采购新舟 60 飞机运行维持

费，实现成本控制目标，年度定额支付合同价款 1089 万元。

（2）效益指标。

①社会效益指标。推进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开展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有效提高抗旱救灾

能力，在防雹、抗旱工作中减少经济社会损失。

②生态效益指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改善发挥着持续有效的作用。

③可持续影响指标。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根据气象事业发展

规划，建立气象事业发展长效机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推动气

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人工增雨对气候演变产生持续性影响，为

西北地区生态改善提供了保障。

（4）满意度指标。气象防灾减灾作用进一步发挥，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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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政府和社

会对气象服务的满意度稳步提升，达到 92.7%。

4.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2 年项目未偏离绩效目标。

五、部门管理地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22 年，本部门无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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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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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得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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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2 年，省级财政下达经费为农业气象及人工影响

天气经费和新舟 60 运行维护费，全部为专项项目经费，未下达

其他资金。按照项目管理规定，未设置基本支出、三公经费等于

项目支出无关的绩效指标。

（二）关于部分指标的适用性。“产出质量指标”“产出时

效指标”“产出成本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等指标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中设置，不适用部

门整体绩效评价，因此在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中未进行设置。

（三）甘肃省气象局是中央垂直管理单位，承担地方气象事

业发展职责，接受中国气象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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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管理为主，主要经费投入有中央财政承担（包括人员

经费、机构运转经费、气象站网建设及运行维护费等），地方财

政投入较为单一，“单位获奖情况”“违法违纪情况”“组织建

设”“信息化建设情况”归口中国气象局管理，因此地方财政部

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中不包含以上相关管理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