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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人影作业维持经费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 广东省南雄市气象局

填报人： 郑应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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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2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括。

为了保证南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质量，为南雄市防灾减

灾提供科学决策依据，降低干旱、雷暴、冰雹、森林火灾等

灾害性天气的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天气预

报、气象信息、气候分析、科学研究和气象服务提供重要依

据。更好的提高全市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和气象服务水平。

2022 年项目共投入 30.00 万元，全部用于南雄人工影响

天气基本业务运行维持项目中。

（二）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积极开展人工增雨（防雹）作业，为南雄市防灾减灾提

供科学决策依据，降低干旱、雷暴、冰雹、森林火灾等灾害

性天气的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整合人工影响

天气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进一步落实人工影响天气管理

机构和人员，健全和完善基层作业人员聘用管理制度，进一

步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固定作业点的标准化建设、改造和维

护，努力提高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质量和效益，能够积极发

挥在农业抗旱、烟草防雹、增加蓄水、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

作用。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实现绩效自评全覆盖，强化主管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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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和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评价对象和范围为南雄市本级预算项目资金：人影作业维持

经费。

（二）绩效评价原则。

以绩效目标为基准设立评价指标，根据不同的评价类

型，选择用不同结构体系评价指标，且都有产出指标和效益

指标。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我单位在项目前期签订了合同，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

确、有项目工作进度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执

行，积极按照工作计划推进项目进度，积极申请、支付经费，

按规定进行项目管理，确保准确、及时、科学、高效地为社

会公众和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积极开展人工增雨

（防雹）作业，降低干旱、雷暴、冰雹、森林火险等灾害性

天气的影响，基本达到了设定的绩效目标。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项目资全部申请财政直接支付，申报材料符合财政局要

求，项目审批按照单位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资金年初下

达，到位率 100%。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超预算或者调整预算，

没有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情况；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

进行专账核算，支出凭证合规有效。自评分数 98 分，自评

等级为优。

四、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分析

（一）投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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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该项目主要依据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

2015 年第十九期进行。

（2）目标设置：项目前期已设置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预期提供的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成本指标，达到预期了

效果。绩效目标与资金和项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体

现决策意图，同时合乎客观实际。绩效目标设置有数据支撑、

有可衡量性的产出和效果指标。

（3）保障措施：项目资全部申请财政直接支付，申报

材料符合财政局要求，项目审批按照单位财务管理有关规定

执行。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积极按照工作计

划推进项目进度，积极申请、支付经费，按规定进行项目管

理。

2、资金落实

（1）资金到位：2022 年初资金下达，到位率 100%。

（2）资金分配：项目资金分配合理，分配情况与项目

属性特点、绩效目标相关。

（二）过程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该项目资金支出率 100%。

（2）支出规范性：项目资全部申请财政直接支付。支

付申请时，按规定履行报销手续，且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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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预算执

行过程中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和虚列支出。无截留挤占、

挪用资金和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会计核算规范，严格

执行会计核算制度，支出凭证符合规定。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项目按规定程序实施，实施方案严格

按照相关制度执行。

（2）管理情况: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财务相关规定执

行，建立了有效管理机制。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

（1）预算控制：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超预算或者调整

预算。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

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

（2）成本控制：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控制成本。在项

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项

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的。

2、效率性。

（1）完成进度：作业指挥人员、作业人员要求每年参

加省、市人影中心举办的业务培训，培训率 100%；人影

设备运行状况良好率达 100%；结合天气和空中管制情况，

开展人工增雨（防雹）作业次数达 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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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质量：设备运行稳定率达 100%。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为气象防灾减灾提供数据支

撑。准确、及时、科学、高效地为社会公众和各级政府部门

有关决策提供天气预报服务、专题天气预报服务和重大突发

公共事件应急气象保障服务。发挥出人工增雨（防雹）效能，

起到抗旱、森林防火、防雹减灾作用，能够积极发挥在增加

蓄水、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

2、公平性。

受益对人影作业效果有 95%以上的满意度。在强化气象

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全力推进现代气象业务体系

建设，加快发展人工影响天气服务体系建设，增强防御和减

轻气象灾害的能力方面将持续产生效益。

四、主要绩效

人影作业项目完成年度各项考核要求，结合天气和空中

管制情况，开展人工增雨（防雹）作业次数达 6 次。项目能

够提高人影作业对抗旱和防雹的及时性及精准性，有效减少

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五、存在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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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进一步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固定作业点的标准化建设、改

造和维护，努力提高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质量和效益，能够

积极发挥在农业抗旱、烟草防雹、增加蓄水、改善生态环境

等方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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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电视天气预报制作费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 广东省南雄市气象局

填报人： 郑应彬

联系电话： 0751-3834440

填报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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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括。

为了提升全市公众防灾减灾能力。项目的启动能够丰富

南雄市气象科普知识的普及，提升电视天气预报制作水平和

质量，为社会大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气象知识，为抗灾救灾发

挥重要作用，使电视天气预报收视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

平。更好的提高全市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和气象服务水平。

2022 年项目共投入 5.00 万元，全部用于电视天气预报

制作项目中。

（二）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旨在提升全市公众防灾减灾能力。项目的启动能够丰富

南雄市气象科普知识的普及，提升电视天气预报制作水平和

质量，为社会大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气象知识，为抗灾救灾发

挥重要作用，使电视天气预报收视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

平。更好的提高全市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和气象服务水平。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实现绩效自评全覆盖，强化主管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

的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和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评价对象和范围为南雄市本级预算项目资金：电视天气预报

制作费。

（二）绩效评价原则。

以绩效目标为基准设立评价指标，根据不同的评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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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选择用不同结构体系评价指标，且都有产出指标和效益

指标。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我单位在项目前期签订了合同，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

确；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积极按照工作计划

推进项目进度，积极申请、支付经费，按规定进行项目管理，

为社会大众提供丰富多样的预报产品，为抗灾救灾发挥了重

要作用，使电视天气预报收视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基

本达到了设定的绩效目标。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项目资全部申请财政直接支付，申报材料符合财政局要

求，项目审批按照单位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资金年初下

达，到位率 100%。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超预算或者调整预算，

没有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情况；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

进行专账核算，支出凭证合规有效。自评分数 98 分，自评

等级为优。

四、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分析

（一）投入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为社会大众提供丰富多样的预报产品，

为抗灾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电视天气预报收视率维持在

一个较高的水平。

（2）目标设置：项目前期已设置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预期提供的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成本指标，达到预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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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绩效目标与资金和项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体

现决策意图，同时合乎客观实际。绩效目标设置有数据支撑、

有可衡量性的产出和效果指标。

（3）保障措施：项目资全部申请财政直接支付，申报

材料符合财政局要求，项目审批按照单位财务管理有关规定

执行。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积极按照工作计

划推进项目进度，积极申请、支付经费，按规定进行项目管

理。

2、资金落实

（1）资金到位：2022 年初资金下达，到位率 100%。

（2）资金分配：项目资金分配合理，分配情况与项目

属性特点、绩效目标相关。

（二）过程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该项目资金支出率 100%。

（2）支出规范性：项目资全部申请财政直接支付。支

付申请时，按规定履行报销手续，且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资

金。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预算执

行过程中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和虚列支出。无截留挤占、

挪用资金和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会计核算规范，严格

执行会计核算制度，支出凭证符合规定。

2、事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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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程序：项目按规定程序实施，实施方案严格

按照相关制度执行。

（2）管理情况: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财务相关规定执

行，建立了有效管理机制。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

（1）预算控制：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超预算或者调整

预算。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

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

（2）成本控制：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控制成本。在项

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项

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的。

2、效率性。

（1）完成进度：电视天气预报节目每日至少 1 次在电

视台进行播出，每次至少 3 分钟；资金支付使用在当年内

达到 100%。

（2）完成质量：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上主持人，节目内

容涵盖未来天气讲解和中心城区三日预报，各镇和街道明

日天气及旅游景点两日预报；确保制作天气节目的软硬件

设备运行状况良好，设备运行稳定率达 99%。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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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为公众收看天气预报节目提供

新的途径。准确、及时、科学、高效地为社会公众和各级政

府部门有关决策提供天气预报服务、专题天气预报服务和重

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气象保障服务。为社会大众提供丰富多

样的预报产品，为抗灾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电视天气预

报收视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完成绩效目标。

2、公平性。

公众对天气预报节目有 90%以上的满意度。为社会大众

提供丰富多样的预报产品，更好的让人民群众了解南雄天气

状况。在强化气象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全力推进

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建设，

增强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的能力方面将持续产生效益。

四、主要绩效

电视天气预报制作项目完成年度各项考核要求，电视天

气预报节目上主持人，节目内容涵盖未来天气讲解和中心城

区三日预报，各镇和街道明日天气及旅游景点两日预报。项

目能够增多气象信息传播途径，公众能够通过南雄电视频道

收看到天气预报节目，有效减少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

经济损失，能够提高公共气象服务供给能力。

五、存在问题

无。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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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高电视天气预报的质量，丰富电视天气预报节目。

打造一个接地气、有内涵、精彩的电视天气节目。同时提高

预报的准确率，利用天气节目，传播科普气象知识，提高公

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也为南雄气象信息提供更好的传播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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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及气象信息员维持经费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 广东省南雄市气象局

填报人： 郑应彬

联系电话： 0751-3834440

填报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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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括。

预警信息发布平台是提高我市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和水平的

重要平台。为了保证南雄市气象科普馆能够得到及时高效的

运行，旨在提升全市公众防灾减灾能力。项目的启动能够保

障 2022 年预警平台稳定运行。提前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

为防灾救灾节省时间，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为政府指挥

抢险救灾和部门应急联动提供技术支撑。保证预警信号发布

的及时性、提前性、准确性，为政府部门提供防灾减灾的有

力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给人民生命财

产带来的损失，建成“功能齐全、科学高效、覆盖全市”的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确保预警信息发布盲区和死角。更好的

提高全市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和气象服务水平。

2022 年项目共投入 14.43 万元，全部用于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中心及气象信息员业务运行维持项目中。

（二）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为了提升全市公众防灾减灾能力。项目的启动能够丰富

南雄市气象预警信息的普及，提升预警信息的水平和质量，

为社会大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气象知识，为提高公众防灾减灾

意识发挥重要作用，使预警信息发布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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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实现绩效自评全覆盖，强化主管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

的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和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评价对象和范围为南雄市本级预算项目资金：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中心及气象信息员维持经费。

（二）绩效评价原则。

以绩效目标为基准设立评价指标，根据不同的评价类

型，选择用不同结构体系评价指标，且都有产出指标和效益

指标。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我单位在项目前期签订了合同，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

确；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积极按照工作计划

推进项目进度，积极申请、支付经费，按规定进行项目管理，

确保准确、及时、科学、高效地为社会公众提供气象预警信

息发布服务，基本达到了设定的绩效目标。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项目资全部申请财政直接支付，申报材料符合财政局要

求，项目审批按照单位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资金年初下

达，到位率 100%。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超预算或者调整预算，

没有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情况；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

进行专账核算，支出凭证合规有效。自评分数 98 分，自评

等级为优。

四、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分析



4

（一）投入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项目能够提高气象预警的及时性及准

确性，有效减少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能够

提高公共气象服务供给能力。保障 2022 年预警平台稳定运

行。提前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为防灾救灾节省时间，减少

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为政府指挥抢险救灾和部门应急联动提

供技术支撑。保证预警信号发布的及时性、提前性、准确性，

为政府部门提供防灾减灾的有力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气象灾

害及其衍生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建成“功能齐

全、科学高效、覆盖全市”的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确保预警

信息发布盲区和死角。

（2）目标设置：项目前期已设置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预期提供的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成本指标，达到预期了

效果。绩效目标与资金和项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体

现决策意图，同时合乎客观实际。绩效目标设置有数据支撑、

有可衡量性的产出和效果指标。

（3）保障措施：项目资全部申请财政直接支付，申报

材料符合财政局要求，项目审批按照单位财务管理有关规定

执行。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积极按照工作计

划推进项目进度，积极申请、支付经费，按规定进行项目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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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落实

（1）资金到位：2022 年初资金下达，到位率 100%。

（2）资金分配：项目资金分配合理，分配情况与项目

属性特点、绩效目标相关。

（二）过程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该项目资金支出率 100%。

（2）支出规范性：项目资全部申请财政直接支付。支

付申请时，按规定履行报销手续，且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资

金。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预算执

行过程中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和虚列支出。无截留挤占、

挪用资金和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会计核算规范，严格

执行会计核算制度，支出凭证符合规定。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项目按规定程序实施，项目实施了招

投标，实施方案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

（2）管理情况: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财务相关规定执

行，建立了有效管理机制。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

（1）预算控制：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超预算或者调整

预算。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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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

（2）成本控制：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控制成本。在项

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项

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的。

2、效率性。

（1）完成进度：开展气象信息员培训次数 1 次；在汛

期前，收集气象信息员信息及时率在当年内达到 100%。

（2）完成质量：确保预警信息发布网络畅通，双周一

次网络测速，保障网络安全畅通，运行稳定率达 100%。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开展气象信息员培训，为气象防灾减灾提供平台支撑。

能够提高气象信息员气象知识，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能

力。

2、公平性。

预警信息接收对象满意度有 95%的满意度。在强化气象

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全力推进气象预警信息发布

业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建设，丰富科普

馆的知识内容，提高气象预警信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防御

和减轻气象灾害的能力方面将持续产生效益。

四、主要绩效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及气象信息员维持经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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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完成年度各项考核要求，预警信息平台的运行状况良好，

网络畅通，同时开展了气象信息员培训，提高气象信息员的

防灾减灾意识。项目能够提高气象预警信息传播的普遍性，

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五、存在问题

无。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提高预警信息发布的提前率，丰富气象预警发布手段，

同时将积极将丰富气象信息员气象知识培训的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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