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单位决算 



 

 I 

目录 
 

公开时间：2023年 9月 6日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1 

一、主要职责 ················································································ 1 

二、机构设置 ················································································ 1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2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 2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 2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 3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 4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 4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 7 

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 8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 9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 10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 10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 12 

第四部分 附件 ·························· 16 

第五部分 附表 ·························· 91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 91 

二、收入决算表 ··········································································· 91 



 

 II 

三、支出决算表 ··········································································· 91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 91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 91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 91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 91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 91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 91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 91 

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 91 

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 91 

十三、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 91 



 

 1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 

开展农畜产品加工等新技术、新工艺及其相关质量标准、

控制体系的研究与开发。承担科研实验场地管理等科研服务

工作。 

二、机构设置 

我所内设机构包括职能管理部门、研究中心、四川省农

业科学院基地管理机构（代管）。职能管理部门包括党政办

公室、科技管理办公室、科技产业中心、条件财务办公室、

后勤服务中心。研究中心包括果蔬贮藏加工研究中心、保鲜

与物流研究中心、发酵食品研究中心、粮油加工研究中心、

功能食品研究中心。院基地管理机构（代管）下设新都基地

管理中心、郫都基地管理中心和科普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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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2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 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收、支总计 4220.77 万元。与 2021 年相比，

收、支总计各增加 537.91 万元，增长 14.61%。主要变动原

因是补发了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住房补贴和事业收入增加。 

 

（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 

 

二、 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本年收入合计 3955.9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3223.65万元，占 81.49%；事业收入 675.05

万元，占 17.06%；其他收入 57.20 万元，占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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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收入决算结构图） 

 

三、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本年支出合计 3848.2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72.35万元，占 56.45%；项目支出 1658.88万元，占 43.11%；

上缴上级支出 17.00 万元，占 0.44%。 

 

（图 3：支出决算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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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3223.65 万元。与 2021 年

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1106.64万元，增长 52.27%。

主要变动原因是补发了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住房补贴。 

 

（图 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223.65万元，占本

年支出合计的 83.77%。与 2021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增加 1106.64 万元，增长 52.27%。主要变动原因是

补发了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住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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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223.65万元，主要

用于以下方面:科学技术支出 1951.05 万元，占 60.52%；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30.66 万元，占 10.26%；卫生健康支出

78.22 万元，占 2.43%；农林水支出 73.00 万元，占 2.26%；

住房保障支出 790.71万元，占 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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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 3223.65 万元，完成

预算 100%。其中： 

1.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行（项）: 支

出决算为 879.20万元，完成预算 100%。 

2.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社会公益研究（项）: 

支出决算为 787.09 万元，完成预算 100%。 

3.科学技术（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其他技术研究

与开发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 13.57 万元，完成预算 100%。 

4.科学技术（类）科技重大项目（款）重点研发技术（项）: 

支出决算为 217.18 万元，完成预算 100%。 

    5.科学技术（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技

术支出（项）：支出决算为 54.02 万元，完成预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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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 支出决算为 167.00 万元，完成预

算 100%。 

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

88.71万元，完成预算 100%。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 44.35

万元，完成预算 100%。 

9.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支

出决算为 30.60万元，完成预算 100%。 

10.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

医疗（项）:支出决算为 78.22万元，完成预算 100%。 

11.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 73.00 万元，完成预算 100%。 

12.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支出决算为 67.60 万元，完成预算 100%。 

13.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支出决算为 723.11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078.79 万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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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经费 2013.04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

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

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奖

励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公用经费 65.7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差旅费、维

修（护）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

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0.00 万元，

完成预算 100%，较上年增加/减少 0.00 万元，增长/下降

0.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加强例行节约。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0.00万元，占 0.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费支出决算 0.00万元，占 0.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

万元，占 0.0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 0.00万元，完成预算 100%。

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次，出国（境）0 人。因公

出国（境）支出决算比 2021 年增加/减少 0.00万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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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0.00%。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十项规定，加强例行节约。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00万元,完成预算

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 2021 年增加/

减少 0.00 万元，增长/下降 0.00%。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加强例行节约。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00 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

购置公务用车 0 辆，其中：轿车 0 辆、金额 0.00 万元，越

野车 0辆、金额 0.00 万元，载客汽车 0 辆、金额 0.0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0辆，其中：轿车

0 辆、越野车 0辆、载客汽车 0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0.00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 0.0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公务接

待费支出决算比 2021 年增加/减少 0.00 万元，增长/下降

0.00%。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

政府十项规定，加强例行节约。其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00 万元。国内公务接待 0批次，0

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 0.00万元。 

外事接待支出 0.00 万元。外事接待 0 批次，0 人次（不

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 0.00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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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00 万元。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2年，院加工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00万元，与 2021

年决算数持平。主要原因是院加工所为事业单位。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2 年，院加工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34.70 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0.2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224.5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00万元。主要用于采购台式机、

便携式计算机、空调等办公设备以及用于新建新都基地变压

器。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234.7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

总额的 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234.70 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院加工所共有车辆0辆，其中：

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

辆、其他用车0辆0。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2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在 2022 年度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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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组织对 0 个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 42 个

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 42 个项目开

展绩效监控，组织对 42 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绩效自评表

详见第四部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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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

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如财政拨款外的项目经费收入、技术服务费收

入等。 

3.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主要是利息收入等。  

4.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累

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5.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

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6.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所得

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等。 

7.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

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8.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行（项）:指

应用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9.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社会公益研究（项）: 

指从事卫生、劳动保护、计划生育、环境科学、农业等社会

公益专项科研方面的支出。 

10.科学技术（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其他技术研

究与开发支出（项）: 指反映除机构运行、科技成果转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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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支出。 

11.科学技术（类）科技重大项目（款）重点研发计划

（项）: 指用于重点研发计划的有关经费支出。 

12.科学技术（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

技术支出（项）:指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除科技奖励、

核应急、转制科研机构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1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指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1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

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1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

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1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指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

恤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17.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

医疗（项）：指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

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

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18.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出（项）：

指用于执法监管、农产品加工与促销、农村社会事业等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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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于农业农村方面的支出。 

19.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

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

金。  

20.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

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

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2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23.“三公”经费：指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

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

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

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4.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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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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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件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4466-科研条件平台建设（加工所运转维持专项）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2022 年我院家属工共计 10 人，年龄最小 71 岁，年龄最大 95 岁，按照院相关文

件精神，为确保稳定，每月按时足额发放家属工生活费，并根据社保政策及时调

整家属工生活费。 

按照院相关文件精神，为确保稳定，每月对家属工的生活

费已足额发放，并根据社保政策及时调整了家属工生活

费。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2022 年我院有此类人员 10 人，年龄最小 71 岁，年龄最大 95 岁。按照院相关文件精神，为确保稳定，每月按时足额发放了家属工生活费，

并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 2022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要求，及时调整家属工生活费。 

预算

执行

情况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70.22 70.22 68.19 97.11% 10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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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其中：财政资金 70.22 70.22 68.19 97.11%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 100 % 100 18 18  

足额发放率 ＝ 100 % 100 16 16  

项目验收通过率 ＝ 100 % 100 16 1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我所稳定性的促进作

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年限 ＝ 1 年 1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家属工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99.71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99.71 分。该项目严格年初预算执行，完成了预期各项指标，足额按时发放了院家属巟的生活费，幵根据社保相关政策对家属巟生活费进行调整，确保了单位的稳定。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廖淇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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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4469-科研条件平台建设（高山蔬菜采后商品化处理）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大宗蔬菜采后商品化处理和贮运保鲜技术研究示范。开展萝卜采后机械化清洗、

预冷、包装等商品化处理技术研究示范和产地培训。 

2、蔬菜品质评价与物流品质控制技术研究示范。完成莴笋采后品质综合评价，形

成核心评价指标体系；集成辣椒产地预冷和流通品种控制技术。 

3、在朝天区、理县、理塘等高山蔬菜产区开展技术培训与技术的宣传推广，发放

技术资料。 

4、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 篇，授权专利 1 件。 

在红原、理塘、广元等高山蔬菜产区开展番茄、萝卜、花

菜等蔬菜采后预冷、分级、包装等商品化处理技术示范培

训 1次；完成 2个莴笋品种采后品质分析测定；发表核心

期刊论文 1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6-9 月完成了 2 个莴笋品种品质测试分析；9-12 月召开蔬菜采后处理技术培训会；在理塘县开展萝卜采后商品化处理与贮运保鲜技术推广示

范。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0.00 10.00 1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 10.00 1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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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授权专利 ＝ 0 件 / 0 /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 1 篇 1 32 32  

开展高山产区蔬菜采后处

理技术培训 
＝ 1 次 1 18 1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降低高山蔬菜流通腐损率 ≥ 10 % 12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项目在红原、理塘、广元等高山蔬菜产区召开技术培训会 1 次，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 篇，通过产地技术应用降低萝卜等蔬菜流通腐损率 12%，项目进展显著，社会

敁益明显，技术产地示范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高佳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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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4472-科研条件平台建设(科研仪器设备购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仪器设备的购置、安装调试和使用培训、维护管理，保障科研工作顺利开

展进行。 

完成仪器设备的购置、安装调试和使用培训、维护管理，

保障科研工作顺利开展进行。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完成 3 台仪器设备的购置、安装调试和使用培训、维护管理，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科研设备采购的成本控制合理，可持续影响指标大于 6

年，保障科研工作顺利开展进行。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30.00 30.00 29.81 99.37% 10 9.94 

 

其中：财政资金 30.00 30.00 29.81 99.37%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科研仪器设备的购置 ＝ 0 台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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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科研仪器设备 ≥ 2 台 3 16 16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7 17  

成本指标 科研设备采购的成本控制 ≤ 30 
万

元 
29.81 17 1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增科研仪器设备的使用

年限 
≥ 6 年 6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科研人员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99.94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99.94 分。完成 3 台仪器设备的购置、安装调试和使用培训、维护管理，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科研设备采购的成本控制合理，可持续影响指标大于 6 年，保障科研巟作顺

利开展进行，科研人员满意度高。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张盈娇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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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4474-科研条件平台建设(实验室及中试平台运转维持)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每月按时支付中试平台运转电费，以保障中试平台的正常运转。对科研仪器设备

进行日常的维修维护，为实验室购置公用耗材，对实验室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置

等。 

每月按时支付中试平台运转电费，保障中试平台的正常运

转。对科研仪器设备进行日常的维修维护，为实验室购置

公用耗材，对实验室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置等。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购置小型设备 3 台，完成实验室废弃物处置 1 次，完成仪器设备维修维护 11 次，延长设备使用年限 1 年，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开展。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30.00 30.00 3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 30.00 3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仪器设备维修维护 ＝ 10 次 1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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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实验室废弃物处置 ＝ 1 次 1 18 18  

购置小型设备 ＝ 2 台 3 16 1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延长设备使用年限 ≥ 1 年 1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科研人员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购置小型设备 3 台，完成实验室废弃物处置 1 次，完成仪器设备维修维护 11 次，延长设备使用年限 1 年，科研人员满意度高，促进了科研巟作的开展。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张盈娇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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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4475-科研条件平台建设（基地公共设施更新维护）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完成垮塌堡坎修复，消除安全隐患；2、基地会议室升级改造，添置家具、

设备等；3、办公试验楼、住宿楼、库房、选种室屋顶补漏、做防水处理，保证科

研材料及人身安全；4、基地食堂设施设备的添置；5、基础设施设备维护维修，

为基地安保、防洪抗旱、信息化管理提供技术保障。 

完成垮塌堡坎修复、会议室升级改造、房屋库房防水补漏

和部分基础设施维护维修等工作。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1.修复新都基地旱坡地垮塌堡坎 500 米；2.新都基地会议室升级改造，功能提升；3.新都基地农资库房屋顶及墙面防水补漏 3600 平方；4.

郫都基地蓄水池新建 800 米围栏；5.新都、郫都基地部分基础设施零星维修；6.新都、郫都基地小型设施设备维修维护和更换。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22.50 22.50 22.5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22.50 22.50 22.5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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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库房、实验室等屋顶补漏、

墙面防水 
＝ 3600 

平

方

米 

3600 17 17  

维修垮塌堡坎 ＝ 500 米 500 17 17  

修建围栏 ＝ 800 米 800 16 1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郫都基地安全的促进作

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对新都基地后勤保障的促

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科研课题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全年完成了损毁基础设施修复、小型设施设备维修维护、办公会议条件提升等，进一步改善了新都、郫都基地的科研实验条件，消除了安全隐患，保障科研试验正常

进行。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刘培 黎剑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26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4476-科研条件平台建设（基地农机具购置及维修保养）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完成新都、郫都基地 3000亩科研用地的耕旋、机播机收、秸秆还田等农机作

业；2、完成各类农机具常规维护 2-3 次，大型保养 1 次，及时维修或更换损坏零

配件；3、购置大型拖拉机 1 台，逐步进行农机具更新换代。 

完成新都、郫都基地 3000亩试验用地的各项农机作业；

完成农机具维护保养工作。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1.完成新都、郫都基地科研田间试验的耕旋平整、机播机收、秸秆粉碎还田等农机作业 3000 余片亩；2.完成农机具大型保养 2 次，小型维

修维护 4 次，进口小区收割机专项保养 1 次。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 5.00 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00 5.00 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农机具各类保养维护 ＝ 4 次 4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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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6 16  

农机维修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6 16  

农机具购置验收合格率 ＝ 0 % / 0 /  

成本指标 农机具采购成本 ≤ 0 
万

元 
/ 0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进基地农业机械化程度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农机维修后使用年限 ≥ 3 年 3 15 15  

新购置农机具使用年限 ≥ 0 年 / 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科研课题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通过农机作业，大大降低了科研田间试验的人巟成本，提升了敁率；同时通过农机具的维修维护和购置新的机具，进一步提升了基地的农机服务水平。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刘培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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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4477-科研条件平台建设（基地运转维持）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我院新都基地和郫县基地近 3000 亩，由加工所代管，承担了全院近 50 项科研

项目的田间试验工作，是我院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和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设立

此项目是确保基地科研服务、安保、环卫、绿化、后勤保障等日常工作正常运行，

以保障基地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工作任务，完成新都、郫都基地安保、

疫情防控、绿化环卫、后勤保障等日常运转维持工作，确

保基地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和科普培训等功能的正常实

施。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1.新都、郫都基地开展消防培训及演练各一次，安保人员定期巡逻，做好基地人员出入管控；2.完成新都、郫都基地 80余亩绿化带的日常

养护；3.保证新都、郫都基地水电的正常使用；4.交通车安全运送基地和课题工作人员 2500 余人次；5.清运生活垃圾和科研废弃物 180 余

立方；6.做好公共区域卫生，食堂提供伙食保障等。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25.00 125.00 12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25.00 125.00 12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指标值 

度

量

单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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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质 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 2 次 2 17 17  

农机作业（耕旋、机播机

收、秸秆还田等） 
＝ 1800 亩 1800 17 17  

到兄弟院所基地管理部门

调研学习 
＝ 1 次 1 16 1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基地管理与科研服务工

作的促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对基地环境卫生整治促进

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科研课题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通过项目实施，完成了新都、郫都基地的安保、疫情防控、环卫绿化、物业管理、水电交通伙食后勤保障等日常运转维持巟作，为科研课题提供良好的巟作和生活环

境，打造了优良的科研试验平台，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科研与家的一致好评。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刘培 黎剑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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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4479-科研条件平台建设（科普观光园运转维持）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开展新基地各项接待讲解任务，完成各类农业培训及科普活动。 

2.完成各类展示示范的种植、管理、维护等，提高展示、科普效果。 

3.完成科普观光园的各个区域的日常维护，包括环境卫生、绿化等。 

4.升级改造科普活动区域和设施栽培区域。 

5.新建育苗大棚及配套的简易厕所。 

6.提升科普观光园景观效果，进一步优化绿化种植、设置景观小品等。 

完成新都基地的科普讲解 50次，完成了园区的农业生产、

环境卫生、绿化等日常管理工作，升级改造了椰糠基质栽

培区域，新建育苗大棚及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了科普观

光园区的展示示范效果。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一、科普培训 

1、活动开展 

开展农业科普活动 24 次，培训人数达 3000 余人次。 

（1）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3 次，164 人次：西南科技大学园艺 2019级学生 80 人、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大三学生 42 人、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2021 年级学生 42 人。 

（2）科普进校园 7次，1100 人次：泰兴小学《走进土壤》、《你好，花椰菜》600 人次、高新实验小学《认识土壤》 80 人等。 

（3）劳动实践教育活动 4次，1251 人次：四川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劳动实践活动 900 人次、成都七中八一学校高二学生劳动实践活动 200人次等。 

（4）科普教育活 3次,45 人次：省委办公厅干部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的 30人、泡菜研学活动 5人等。 

（5）农技人员培训 7 次，人数 450 人次：2022年度基层农技人员省级骨干培训 84 人、武胜县职业农民培训 60 人、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美丽乡村建设培训

班 16人等。 

2、硬件建设 

（1）科普体验田维修维护：2 月完成了 7 亩科普体验田道路和围栏的翻修和更换，排除了道路和破损围栏的安全隐患，确保来访人员的安全。 



 

 31 

（2）新建育苗大棚及配套设施：3月建设完成 258㎡的育苗大棚和配套设施（厕所）的建设工作，保障了科普观光园作物的育苗工作，为科研展示示范工作

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3）设施栽培区域（椰糠基质）维修维护：12月完成了玻璃温室大棚内椰糠基质栽培区的维修维护工作，给作物生长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保障了该区

域的展示示范效果。 

（4）其它建设：3 月完成大棚、鱼池等的清洗和维修维护、4 月在科技沙龙馆新建了科普图书角。 

二、园区发展 

1、展示示范 

（1）现代农业科技园（奇异果园）：完成 20亩果园的日常管理，包括除草、剪草、施肥、浇水、卫生等工作，同时协助课题老师完成果树的修剪、追肥等。 

（2）玻璃温室：顺利完成玻璃温室内部各类展示示范的农业生产、日常管理和维护等工作。同时也协助其他所 18 项展示示范：中药材、牧草、“空中甘薯”、

设施蔬菜、灌木花卉、国兰、马铃薯脱毒雾化栽培、标本、石斛、辣椒等。 

（3）科普体验田：完成了各个季节时令蔬菜的展示示范、日常管理等工作。 

2、宣传工作 

（1）在院域网上发布工作简讯 22篇，其中部门撰写 12 篇。 

（2）更新和完善了新都基地、玻璃温室、科技沙龙馆的部分标识标语。 

3、接待工作 

完成新都基地的各类接待、讲解 26 次，人数达 630余人次，其中包括：农业农村厅俆芝文厅长一行、海南省政协肖莺子副主席一行、省财政厅李世宏副厅长

一行、省直机关工委唐功江副书记一行等。 

4、园区管理工作 

顺利完成了科技沙龙馆、奇异果园、玻璃大棚、科普展示田、科普体验田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主要包括环境卫生、绿化、沙龙馆的会议保障，以及农业生

产管理等。 

5、冷榨油车间生产管理 

完成了冷榨油车间的日常管理，并协助课题和相关单位对车间的升级改造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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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75.00 75.00 7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75.00 75.00 7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育苗大棚 ＝ 200 

平

方

米 

258 7 7  

维修、清洗玻璃温室 ＝ 1 次 1 7 7  

完成新都基地的宣传报道 ＝ 10 次 12 8 8  

完成玻璃温室大棚、奇异

果园的农业生产展示示范

项目 

＝ 20 项 20 7 7  

完成科技沙龙馆的各类会

议 
＝ 15 次 16 7 7  

完成科普展示田和科普体

验田的生产示范 
＝ 7 亩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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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都基地各类接待讲

解活动以及农业科普教育

活动 

＝ 40 次 50 7 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新都基地宣传工作的促

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育苗生产大棚使用年限 ≥ 8 年 8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接待、宣传、科普对象满

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该项目较好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绩敁目标，顺利完成了农业科普展示示范巟作 20 项，完成各类农业科普、接待讲解等 50 次，顺利完成了科技沙龙馆、奇异果园、

玱璃大棚、科普展示田、科普体验田的日常管理维护巟作，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科普观光园区的配套设施，做好了各类宣传报道，较好的提升了新都基地的社会敁益。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李娟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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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4480-科研条件平台建设（郫都基地大门及大楼前改造）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新都基地气象观测瞭望台整体升级改造，达到工程验收质量标准。提升新都基地

对外展示形象，延长使用年限。 

完成新都基地气象观测瞭望台升级改造工程，并通过竣工

结算审核。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1.完成了新都基地气象观测瞭望的功能升级和形象改造；2.完成工程的竣工结算审核。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20.88 20.88 18.74 89.73% 10 8.97 

工程尾款按照竣工结算审定的

金额支付。 

其中：财政资金 20.88 20.88 18.74 89.73%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都基地气象观测瞭望台

整体升级改造 
＝ 1 项 1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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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20 20  

时效指标 升级后使用年限 ≥ 1 年 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新都基地对外展示形

象 

定

性 
优良中低差 项 优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各级领导满意度 ≥ 85 % 90 10 10  

合计  98.97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98.97 分。通过对新都基地气象观测瞭望台的升级改造，提升了基地气象观测的功能；同时可作为瞭望新都基地全貌景观的观景平台，提升了基地对外展示的形象。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刘培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36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5012-果蔬技术服务等上年结转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该项目用于猕猴桃采后熟化技术、马铃薯主食化加工、发芽糙米功能食品、功能

性保鲜材料、特色蔬菜鲜切加工、油菜品种评价机制以及青稞精深加工技术工艺

等 13 个科研课题的研究，共计发表论文 2 篇，研发主食化特色农产品 2 个，并

组织相关技术宣传 3 次。 

该项目用于猕猴桃采后熟化技术、马铃薯主食化加工、发

芽糙米功能食品、功能性保鲜材料、特色蔬菜鲜切加工、

油菜品种评价机制以及青稞精深加工技术工艺等 13个科

研课题的研究，共计发表论文 2篇，研发主食化特色农产

品 2个，并组织相关技术宣传 3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该项目进行了猕猴桃采后熟化技术、马铃薯主食化加工、发芽糙米功能食品、功能性保鲜材料、特色蔬菜鲜切加工、油菜品种评价机制以及

青稞精深加工技术工艺研究。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40.51 140.51 129.71 92.31% 10 10 

横向课题经费按规定结转至

2023 年继续使用。 

其中：财政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140.51 140.51 129.71 92.31%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指标值 

度

量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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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分） 

性

质 

单

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表论文 ＝ 2 篇 2 17 17  

开展技术宣传 ＝ 3 次 3 17 17  

研发特色农产品 ＝ 2 个 2 16 1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特色农产品贮藏加工等

关键技术的研究的促进作

用 

定

性 
优良中低差  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特色农产品贮藏加工技术

影响年限 
≥ 2 年 2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该项目用于猕猴桃采后熟化技术、马铃薯主食化加巟、发芽糙米功能食品、功能性保鲜材料、特色蔬菜鲜切加巟、油菜品种评价机制以及青稞精深加巟技术巟艺等

13 个科研课题的研究，共计发表论文 2 篇，研发主食化特色农产品 2 个，幵组织相关技术宣传 3 次。对特色农产品贮藏加巟等关键技术的研究的促进作用较好，特色农产品贮藏加巟技术影

响年限达到 2 年，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张盈娇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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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05015-新都基地围墙建设等上年结转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增建全覆盖监控系统设备； 

2，围墙及监控系统后期维护及局部维修。 

完成新都基地边界围墙监控系统设备安装、调试等，并投

入使用。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1.完成新都基地边界围墙监控系统设备的安装、调试；2.对边界围墙的损毁部位进行修复。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24.35 124.35 61.93 49.80% 10 10 

还有部分经费用于未来几年边

界围墙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维

修维护。 

其中：财政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124.35 124.35 61.93 49.8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监控系统安装 ＝ 1 项 1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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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指标 施工期限 ＜ 120 天 118 17 17  

成本指标 招标控制价 ≤ 59.51 
万

元 
57 16 1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新都基地科研材料、人

员财产安全促进作用 

定

性 
优良中低差  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监控设备有效使用 ≥ 10 年 10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院、所各级领导和科研课

题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通过边界围墙的修建和监控等配套设施的安装，进一步提升了基地安保的硬件条件，为基地科研材料、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了有敁保障。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刘培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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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211738-加工所办公设备购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新购办公设备有利于保障我所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提高我所行政、科

研的工作效率。 

严格按照年初预算采购了 6台台式计算机、1台便携式计

算机、1台多功能一体机和 4台空调，如期完成采购任务，

配置到办公室、实验室等地方，促进了各项工作高效开展。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为进一步改进加工所科研、行政后勤工作条件，严格按照年初预算采购了 6 台台式计算机、1 台便携式计算机、1 台多功能一体机和 4 台空

调。采购的设备于 7 月 5 日和 7 月 6 日到货，2022 年 7 月 15日陆续完成安装调试工作和固定资产登记工作。按照《加工所政府采购履约验

收管理办法》的要求，于 7 月 19 日组织了履约验收，验收小组成员深入本次采购办公设备使用的行政后勤部门、科研老师办公室、实验室

等处现场对照采购合同，根据合同数量、规格型号、技术性能、使用情况等进行验收，并实事求是填写了《加工所政府采购项目验收记录》。

最后，汇总验收情况，该合同执行情况良好，所购设备符合合同要求，使用人员普遍表示满意。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20 5.20 5.2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5.20 5.20 5.20 10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指标值 度 完成值 权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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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90

分） 

标

性

质 

量

单

位 

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办公设备数量 ＝ 12 台 12 16 16  

质量指标 办公设备验收通过率 ＝ 100 % 100 17 17  

成本指标 办公设备成本控制 ≤ 5.2 
万

元 
5.2 17 1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科研行政工作的促进作

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购办公设备使用年限 ≥ 6 年 6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职工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总分 100 分。加巟所按照政采相关规定和程序，在年度预算内精心组织办公设备采购，于 2022 年 7 月完成了新设备的安装调试巟作，通过了履约验收，改善了职巟巟作环境，促

进了各项巟作高敁开展，达到了预期的采购目的。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王娟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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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44403-产业化示范（果蔬发酵饮品加工平台建设及产业化示范）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设计并建成生物发酵果蔬饮品中试平台，创新研发发酵果蔬饮品技术和产品并进

行产业化示范。主要内容包括： 

1、发酵果蔬饮品中试平台建设：设计益生菌发酵果蔬汁、发酵果酒中试生产流程，

并购置酶解、发酵、缓存、调配、均质、脱气、过滤、灭菌、灌装等设施设备建

立较为完整的中试生产线。 

2、集成发酵果蔬饮品技术并开发产品：依托现有科研平台和新建中试生产线研究

开发益生菌发酵果蔬汁、发酵果酒等技术各 1 套，明确各加工环节技术参数，集

成相应技术各 1 套，中试生产发酵果汁、发酵果酒等产品 1-2 个。 

3、产品推广示范。基于中试平台形成的技术参数，与 1-2 家企业开展合作并将科

研成果进行生产示范，示范规模 2 吨。 

4、针对企业需求提供技术化指导，并提供企业人员的加工技术培训 1-2 次。 

建成益生菌发酵果汁和发酵果酒中试生产线 1条，集成蓝

莓、李子等发酵果汁、果酒技术，开发果汁、果酒产品，

与 3家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并进行应用示范生产，生产

规模≥15吨，开展技术培训 4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1、发酵果蔬饮品中试平台建设：根据发酵果汁、果酒工艺流程，拟定所需设施设备种类、性能、规格型号等，并于 3 月份发布比选公告、

组织评审小组对参加比选的公司进行了评审，最终确定陕西易腾达商贸有限公司为该平台建设设施设备合作方。于 2022年 9 月完成酶解、

发酵、缓存、调配、均质、脱气、过滤、灭菌、灌装等设施设备采购，10 月份安装并调试完成。 

2、集成发酵果蔬饮品技术并开发产品：分别以我省特色水果李子、蓝莓、柑橘为研究对象，从加工专用水果品种筛选、发酵菌种筛选、发

酵工艺优化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并依托现有科研平台和新建中试生产线优化了中试生产工艺条件，形成李子果酒、蓝莓发酵果汁和果酒、

柑橘发酵果汁技术，开发相关产品。 

3、产品推广示范：基于中试平台形成的技术参数，分别与石棉晟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安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梦源巴山农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技术成果转化协议，累计产量超过 15 吨，产值逾 100万元。 



 

 43 

4、针对企业需求提供技术化指导：分别于 2022年 3 月、4 月、11 月和 12 月到三家合作企业开展现场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累计培训技术

人员 6 名。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0 50.00 5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 50.00 5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发发酵果汁或果酒技术 ＝ 1 套 1 17 17  

建成中试生产线 ＝ 1 条 1 17 17  

研制发酵果汁或果酒产品 ≥ 1 个 1 16 16  

开发益生菌发酵果蔬汁、

发酵果酒产品 
≥ 0 种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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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益生菌发酵果蔬汁技

术 
＝ 10 套 / 0 /  

果蔬汁、果酒生产示范 ＝ 0 斤 / 0 /  

研发发酵果酒技术 ＝ 0 套 / 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技术成果转化 ＝ 50000 元 50000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对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被服务企业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建成益生菌发酵果汁和发酵果酒中试生产线 1 条，集成蓝莓、李子等发酵果汁、果酒技术，开发果汁、果酒产品，分别不石棉晟丰农业、四川安优生态农业、梦源

巴山实业集团有限 3 家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幵进行示范生产，累计生产量已超 15 吨，产品价值超 100 万元。该平台的建成有敁减少成果转化的风险，提高了科研成果的转化敁率，解决了

李子、蓝莓等区域特色水果加巟技术转化难题。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李可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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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45227-中试熟化（科技支撑与乡村振兴）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利用日韩技术，挖掘我省传统发酵食品关键风味物质，进一步明确郫县豆瓣酱菌

群结构。示范推广脆李采后商品化处理技术和脆李发酵果酒技术各 1 套。开展高

原微波浓香菜籽油加工技术研究。开展采后机械化清洗技术推广示范，蔬菜采处

理冷链配送技术推广示范。开展芥菜新品种实验示范，发酵工艺示范。开展玻璃

温室展示示范项目，奇异果园展示示范项目。 

利用日韩技术，挖掘我省传统发酵食品关键风味物质，进

一步明确郫县豆瓣酱菌群结构。示范推广脆李采后商品化

处理技术和脆李发酵果酒技术各 1套，完成农业生产展示

示范项目 10项。开展高原微波浓香菜籽油加工技术研究。

开展采后机械化清洗技术推广示范，蔬菜采处理冷链配送

技术推广示范。开展芥菜新品种实验示范，发酵工艺示范。

开展玻璃温室展示示范项目，奇异果园展示示范项目。开

发产品 3个，发表论文 2篇，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开展。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示范脆李采后商品化处理技术和脆李发酵果酒技术各 1 套，完成农业生产展示示范项目 10项。开展推广郫县豆瓣、高原微波浓香菜籽油加

工技术研究。开展采后机械化清洗技术推广示范，蔬菜采处理冷链配送技术推广示范。开展芥菜新品种实验示范，发酵工艺示范。开展玻璃

温室展示示范项目，奇异果园展示示范项目。开发产品 3 个，发表论文 2 篇，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开展。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2.00 52.00 52.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2.00 52.00 52.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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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发产品 ＝ 3 个 3 16 16  

发表论文 ＝ 2 篇 2 18 18  

完成农业生产展示示范项

目 
＝ 10 项 10 16 1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产品增值率 ≥ 20 % 20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对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示范脆李采后商品化处理技术和脆李发酵果酒技术各 1 套，完成农业生产展示示范项目 10 项。开展推广郫县豆瓣、高原微波浓香菜籽油加巟技术研究。开展采后机

械化清洗技术推广示范，蔬菜采处理冷链配送技术推广示范。开展芥菜新品种实验示范，发酵巟艺示范。开展玱璃温室展示示范项目，奇异果园展示示范项目。开发产品 3 个，发表论文 2 篇，

服务对象满意度高，促进了科研巟作的开展。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赵楠 姚英政 邓俊琳 李治华 高佳 李娟 李华佳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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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45320-猕猴桃采后技术研究等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该项目用于开展猕猴桃采后熟化技术条件研究、青稞精深加工和郫县豆瓣主控风

味形成机制等研究，共计发表论文 4 篇，申请专利 2 项，研制青稞相关配方 1-2

项，开发青稞系列产品并形成相应的生产技术工艺 2 个。 

该项目用于开展猕猴桃采后熟化技术条件研究、青稞精深

加工和郫县豆瓣主控风味形成机制等研究，共计发表论文

4篇，申请专利 2项，研制青稞相关配方 1-2项，开发青

稞系列产品并形成相应的生产技术工艺 2个。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该项目进行了猕猴桃采后熟化技术条件研究、青稞精深加工和郫县豆瓣主控风味形成机制等研究，共计发表论文 4 篇，申请专利 2 项，研制

青稞相关配方 1-2 项，开发青稞系列产品并形成相应的生产技术工艺 2 个。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65.00 65.00 6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65.00 65.00 65.00 10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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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发相关产品 ＝ 2 个 2 18 18  

发表论文 ＝ 4 篇 4 16 16  

申请专利 ＝ 2 项 2 16 1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产品增值率 ≥ 20 % 20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对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该项目用于开展猕猴桃采后熟化技术条件研究、青稞精深加巟和郫县豆瓣主控风味形成机制等研究，农产品增值率达到 20%，对科研巟作的促进作用较高，服务对

象满意度达到 90%。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张盈娇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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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45406-中试熟化（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农场培育支撑工程）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在四川康源农产品有限公司、成都鑫盛农业有限公司、成都益农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开展蔬菜采后商品化处理、鲜切加工、贮藏保鲜、物流运输品质管控领域

技术推广和应用示范。 

2、在凉山州福银苦荞食品有限公司开展苦荞加工技术推广与应用示范，培育当地

技术人才。 

科技示范服务企业 4家，在四川康源农产品有限公司、成

都鑫盛农业有限公司、成都益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开展

蔬菜采后商品化处理、鲜切加工、贮藏保鲜、物流运输品

质管控领域技术推广和应用示范。推广技术 2项；在凉山

州福银苦荞食品有限公司开展苦荞加工技术推广与应用

示范，培育当地技术人才；项目评审合格率 100%。对农科

院技术成果宣传影响力的促进作用较高；改善了传统即食

四川泡菜质量；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本项目科技示范服务企业 4 家，在四川康源农产品有限公司、成都鑫盛农业有限公司、成都益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开展蔬菜采后商品化处

理、鲜切加工、贮藏保鲜、物流运输品质管控领域技术推广和应用示范。推广技术 2 项；在凉山州福银苦荞食品有限公司开展苦荞加工技术

推广与应用示范，培育当地技术人才；项目评审合格率 100%。对农科院技术成果宣传影响力的促进作用较高；改善了传统即食四川泡菜质量；

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7.50 7.50 7.5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7.50 7.50 7.5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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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推广技术 ＝ 2 项 2 16 16  

科技示范服务企业 ＝ 4 家 4 17 17  

完成成都凉山农产品营养

健康加工及冷链物流科技

示范农场培育调研 

＝ 0 次 / 0 /  

质量指标 项目评审合格率 ＝ 100 % 100 17 1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农科院技术成果宣传影

响力的促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改善传统即食四川泡菜质

量 

定

性 
优良中低差  优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本项目科技示范服务企业 4 家。推广技术 2 项；在凉山州福银苦荞食品有限公司开展苦荞加巟技术推广不应用示范，培育当地技术人才；项目评审合格率 100%。对

农科院技术成果宣传影响力的促进作用较高；改善了传统即食四川泡菜质量；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高佳 赵楠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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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45984-科研条件平台建设（果蔬功能食品加工平台条件改造）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平台布局设计；2.专家、厂家咨询；3.完成采购及合同签订；4.建设方案设计；

5.购买设施、设备、绿植等。 

完成平台布局设计、建设方案设计，完成采购及签订合同，

购买设施设备、绿植等。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通过对厂家的比选招标，确定中心相关设计与布局，对传统发酵食品创新研究开发中心四合院的柱子进行升级维修改造，包括拆除原有老化

腐坏柱子、制作新木柱及石墩，对中心中庭景观的绿化绿植环境和环廊布局进行升级，同时，为了确保实验实验环境良好确保实验顺利进行，

对实验室的地面和实验仪器设备等进行升级。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30.00 30.00 3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 30.00 3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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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果蔬功能食品加工平

台条件改造项目 
＝ 1 项 1 18 18  

质量指标 项目评审合格率 ＝ 100 % 100 16 16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 100 % 100 16 16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该项目影响年限 ≥ 2 年 2 15 15  

平台使用年限 ≥ 5 年 5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该项目 2022 年度完成良好，项目内所有指标均按时完成。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赵楠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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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47162-科研条件平台建设（新都基地科技交流管理中心新增变压器）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新增安装 2000KVA 变压器一台；10KV 进线电源架空线路改造；交管中心部分用电

设施改造。 
完成新增变压器项目的设计和招投标工作。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240.00 240.00 82.35 34.31% 10 10 

2022年支付了设计费用和第一

笔工程款；剩余工程款按照合

同约定在工程通过电力部门验

收并通电使用后再支付。 

其中：财政资金 240.00 240.00 82.35 34.31%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安装 2000KVA 变压器 ＝ 1 台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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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变压器验收合格率 ＝ 100 % / 16 0  

成本指标 招标控制价 ≤ 225 
万

元 
224.5 18 1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升新都基地形象的促

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增变压器使用年限 ≥ 10 年 10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84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84 分。完善了电力部门要求的相关手续，完成了巟程的设计巟作和招投标，为后一步巟程的施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项目完成后，基本可满足新都基地

交管中心的用电需求。 

存在

问题 
不电力部门的沟通很难；电力方面与业人员缺乏。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刘培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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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47169-科研条件平台建设（新都基地科技交流管理中心新增天然气）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从基地现有天然气主管接通到交管中心附近；从主管接入交管中心内天然气管道；

安装部分天然气使用终端设施设备。 

新都基地食堂接通天然气入户；配置燃气灶、热水器等设

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1.完成天然气主管到新都基地食堂的天然气入户工程；2.购买并安装配套的燃气灶和热水器等设备。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80.00 10.00 1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 10.00 1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新增天然气工程 ＝ 1 项 1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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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新增天然气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6 16  

成本指标 新增天然气成本控制 ≤ 75 
万

元 
10 16 1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升新都基地形象的促

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增天然气使用年限 ≥ 10 年 10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项目完成后，将大大降低新都基地食埻的运行成本，为科研课题和基地人员提供更优质的伙食保障。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刘培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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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855611-自主创新专项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相关论文、调研报告 3 篇，申请专利 2 项，开展企业、产业等调研 3-5 次。 
完成相关论文、调研报告 3篇，申请专利 2项，开展企业、

产业等调研 3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按照项目任务书完成了植物油、晚熟柑橘、郫县豆瓣酱等的精深加工研究，完成相关论文、调研报告 3 篇，申请专利 2项，开展企业、产业

等调研 3 次。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2.00 52.00 52.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2.00 52.00 52.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论文、调研报告 ＝ 3 篇 3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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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企业、产业等调研 ≥ 3 次 3 16 16  

申请专利 ＝ 2 件 2 17 1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技术的影响年限 ≥ 3 年 3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按照项目仸务书完成了植物油、晚熟柑橘、郫县豆瓣酱等的精深加巟研究，完成相关论文、调研报告 3 篇，申请与利 2 项，开展企业、产业等调研 3 次。对科研巟

作的促进作用较高，技术的影响年限达到 3 年，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姚英政 张盈娇 贺红宇 高佳 李治华 曾晓丹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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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855646-1+9科技攻关（功能食品加工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聚焦我省食品饮料产业，以功能食品关键技术攻关为突破口，开展联合攻关：1、

针对特色川果 、川药和川茶特色农产品，挖掘功能活性组分并揭示其健康效应机

制，研发功能性特色食品（饮品）；2、利用我省在发酵食品方面的区域优势，以

功能性发酵菌株筛选为突破口，开展功能性发酵原汁饮品、发酵果酒（果醋）、

泡菜等加工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开发产品 3-5 个，发表论文 3-5 篇，申请专利 3-5

件。 

聚焦我省食品饮料产业，以功能食品关键技术攻关为突破

口，开展联合攻关：1、针对特色川果 、川药和川茶特色

农产品，挖掘功能活性组分并揭示其健康效应机制，研发

功能性特色食品（饮品）；2、利用我省在发酵食品方面

的区域优势，以功能性发酵菌株筛选为突破口，开展功能

性发酵原汁饮品、发酵果酒（果醋）、泡菜等加工关键技

术联合攻关。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1）针对四川黑茶功效物质基础不明确、精深加工技术缺乏的问题，利用先进质谱技术精准分析四川黑茶健康功效的物质基础，并鉴定其特

征香气成分；集成创新功效物质制备关键技术，开发多元化黑茶新产品；2）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综合分析评价了我省水果加工适宜性，

建立了特色川果加工适宜性评价方法体系，并以多酚含量和抗氧化活性为靶标筛选出发酵性能优良且有效提高猕猴桃果汁中多酚含量和抗氧

化活性的菌种；3）研究了不同芥菜品种发酵代谢产物差异性解析，并探究低温等离子体冷杀菌即食泡菜生花、胀气腐败的抑制及贮藏品质

的影响；4）采用不同极性溶剂对赶黄草全草中活性成分进行解析，并对赶黄草不同部位（花、茎、叶）活性成分分布进行比较，利用质谱

技术进一步挖掘赶黄草保肝护肝的潜在主要活性成分，并对特色药食同源果桑（果、叶）加工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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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发功能产品 ≥ 3 个 3 17 17  

申请专利 ≥ 3 件 3 16 16  

撰写相关论文 ≥ 3 篇 3 17 1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功能食品研究工作的促

进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功能食品关键技术的影响

年限 
≥ 3 年 3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该项目完成了利用质谱技术精准分析黑茶中的生物活性物质；筛选出适宜于果汁加巟的蓝莓品种和适宜于果酒加巟的李子品种；应用超声波辅劣单宁酶脱涩等技术形

成了赶黄草和桑葚精深加巟技术；利用低温等离子体冷杀菌改善即食泡菜产品杀菌后胀气情况幵保持了泡菜原有的质构和色泽，形成了泡菜低温等离子冷杀菌技术。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朱永清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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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5001943-2021第一批科技计划（低盐豆瓣酱健康成分解析）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UPLC-Qtof-MS,GC-MS 数据采集，解析低盐豆瓣酱的健康成分 200-300 种； 

（2）撰写高水平论文 1-2 篇，其中 SCI 至少 1 篇以上； 

（3）继续开展减盐豆瓣发酵工艺研究。 

"        

        

        

        

采用 CIL-LC-MS对 10%、15%食盐含量的豆瓣酱、辣椒酱

进行成分解析，通过质谱和保留时间比对鉴定到 222种物

质，主要是氨基酸、二肽等功能成分。在食品科学刊物（EI

收录）发表文章《郫县豆瓣酱中芽孢杆菌进化关系及酶活

性和抗生素特性分析》，在《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SCI）发表《Development of a 

High-Coverage Quantitative Metabolome Analysis 

Method Using Four-Channel Chemical Isotope Labeling 

LC− MS for Analyzing High-Salt Fermented Food》。

持续跟踪研究减盐豆瓣发酵。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对 10%、15%盐含量豆瓣进行工艺调整、跟踪采样研究，发酵过程中食盐含量维持在 10-12%，15-17%，CIL-LC-MS 对 10%、15%食盐含量的豆

瓣酱、辣椒酱进行成分解析，分析减盐工艺对豆瓣酱功能成分的影响，同时利用宏基因组测序，对发酵差异微生物进行检测，结合传统分离

方法，筛选发酵微生物菌株。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9.88 19.88 13.18 66.26% 10 10 该项目为执行期 3年的四川省

科技计划项目，按照规定经费其中：财政资金 19.88 19.88 13.18 66.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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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可结转至 2023年继续使用。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解析低盐豆瓣酱的健康成

分数量 
≥ 200 种 222 20 20  

分析关键代谢产物形成机

制数量 
≥ 5 个 5 10 10  

撰写 SCI 论文数量 ≥ 1 篇 1 20 20  

质量指标 减盐豆瓣食盐含量减少率 ≥ 30 % 33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郫县豆瓣知名度 ≥ 5 % 5 30 3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通过项目开展，将豆瓣酱食盐含量从 15-20%降低至 10%巠右，幵对豆瓣将健康成分进行质谱解析，分析食盐含量对健康成分的影响，筛选关键发酵菌株，对豆瓣

酱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李治华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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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5001953-2021第一批科技计划（浓香菜籽油的磷脂调控技术）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 

开展浓香菜籽油绿色脱磷工艺优化，采用单因素实验、响应面优化等方法确定最

佳工艺参数，达到低温短时高效精炼的效果。预期申请专利 1 件，集成微型油脂

加工自动化设备 1 套，完成多酚保留率达到 90%，建立示范基地 1 个，完成项目

中期检查报告 1 份。"        

        

        

        

完成了浓香菜籽油二氧化硅绿色脱胶工艺优化，确定了最

佳脱胶工艺参数。获实用新型专利 1件，集成微型油脂加

工自动化设备 1套，完成多酚保留率达到 96.6%，建立油

脂加工示范基地 1个，完成项目中期检查报告 1份。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以浓香菜籽油为研究对象，以磷脂脱除率为评价指标，采用单因素和响应面优化脱胶工艺，并对比分析二氧化硅脱胶最优工艺与传统水化工

艺的菜籽油品质。结果表明：二氧化硅添加量为 2.25%、精炼时间为 22 min、搅拌转速为 107 r/min 时，脱胶达到最优效果，此时油中磷脂

剩余含量仅为 1719.61 mg/kg；对于非水化磷脂比例较高的菜籽油，二氧化硅脱胶技术相比于传统水化可能具有更好的脱胶效果，可以作为

传统水化脱胶方法的补充。将绿色脱胶技术物化集成 1 套微型油脂加工自动化设备，多酚保留率达到 96.6%，并在成都市赋油坊粮油有限责

任公司建立“油脂加工实验基地”，完成了项目中期检查报告 1 份。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7.30 17.30 5.80 33.53% 10 10 1.项目执行期为三年（2021年

4月 1日—2024年 3月 30日），

总经费 30万需分三年分批使

用，截止 2022年 12月底，项

其中：财政资金 17.30 17.30 5.80 33.53%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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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目执行 21月（58.33%）、经费

使用 18.50万（61.67%），所

以经费使用与项目执行进度相

符合。2.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

响，许多外出科研工作未能及

时开展。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期技术报告 ＝ 1 份 1 15 15  

实用新型专利受理 ＝ 1 项 1 15 15  

集成微型油脂加工自动化

设备 
＝ 1 套 1 15 15  

质量指标 多酚保留率 ≥ 90 % 96.6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立示范基地 ＝ 1 个 1 30 3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年度仸务指标均按质按量顺利完成。经过脱胶巟艺优化，得到了绿色高敁的二氧化硅脱胶最佳巟艺参数，该技术既可有敁脱除浓香菜籽油中磷脂，作为传统水化脱胶

补充技术，又可有高敁保留菜籽多酚微量营养成分。同时，获得实用新型与利 1 项、集成微型油脂加巟自劢化设备 1 套等知识产权。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梁强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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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5001956-2021第一批科技计划（芥菜中硫代葡糖糖苷分析）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以芥菜这一极具四川特色的蔬菜为原料，深度研究不同芥菜品种中硫苷类

物质对发酵微生物的影响及其对挥发性风味物质的转化，确定含硫挥发性特征风

味物质的形成机制，从而确定能产生特征风味物质的芥菜品种。这一研究结果也

为发酵蔬菜专用蔬菜品种的筛选提供了一定的靶标，对于提升我国传统发酵蔬菜

产品品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本项目以芥菜这一极具四川特色的蔬菜为原料，针对不同

芥菜变种分析了其中硫苷类物质及其代谢后的挥发性风

味物质以及对发酵微生物的影响，本项目从酸菜产品风味

品质角度为芥菜育种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靶标，为酸菜专用

芥菜品种的筛选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本研究使用 15 种不同变种芥菜进行发酵，对发酵初始和发酵终止期样品的微生物数量、理化指标、有机酸含量以及挥发性化合物中的硫苷

代谢产物进行测定，并且通过相关性分析不同变种芥菜发酵差异性，进而评估不同芥菜变种的发酵加工特性差异，实验结果为筛选具有更好

发酵加工特性的芥菜品种与变种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26 1.26 1.26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26 1.26 1.26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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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投稿核心论文 ＝ 1 篇 1 10 10  

完成中期报告 ＝ 1 份 1 10 10  

完成相关指标的数据分析 ＝ 1 项 1 20 20  

完成芥菜变种初始样品和

发酵终止样品相关指标的

测定 

＝ 15 个 15 20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年限（研究结果为提

高发酵蔬菜品质和专用蔬

菜品种筛选提供理论支

持） 

≥ 2 年 2 30 3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本项目对四川省具有的 15 个芥菜变种进行发酵，对发酵初始和发酵终止期样品的微生物数量、理化指标、有机酸含量以及挥发性风味化合物中进行测定，评估丌同

芥菜变种的发酵加巟特性差异，所得结果为筛选具有更好发酵加巟特性的芥菜品种不变种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项目研究结果应用在企业生产中成果筛选出具有差异化的芥菜品种

3 种，丏已进入中试阶段。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梅源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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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5001962-2021第一批科技计划（康定灵芝功效成分解析）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以康定灵芝为对象，对其功能活性物质建立提取分离纯化方法，并通过现代分

析测试手段深入挖掘其功能活性新物质，并在体外考察其抗氧化和降血糖活性，

研究结果为康定灵芝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建立了康定灵芝的高效液相色谱的分离方法和制备色谱

的分离方法，通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发现了一种新的

化合物，考察了康定灵芝多糖及三萜的体外抗氧化活性通

过对酶抑制和细胞理化性质考察降血糖活性。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项目针对康定灵芝建立了两个分离纯化方法，分析了灵芝中的已知成分，并通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合物。此外通过康

定灵芝提取物对 DPPH、ABTS 自由基清除能力和还原能力评价了其抗氧化活性，通过对淀粉酶和葡萄糖苷酶抑制以及细胞试验考察了其降血

糖活性。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3.82 3.82 3.82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3.82 3.82 3.82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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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考察康定灵芝体外抗氧化

活性 
≥ 3 项 3 10 10  

挖掘康定灵芝功能活性新

物质 
≥ 1 个 1 20 20  

考察康定灵芝体外降血糖

活性 
≥ 2 项 2 10 10  

建立康定灵芝活性成分提

取及分离纯化方法 
≥ 2 个 2 10 10  

申报专利 ≥ 1 项 1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康定灵芝相关产品的

开发利用 

定

性 
优良中低差  优 30 3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建立了两个针对康定灵芝的分离纯化方法，用于功能化学成分的定量分析以及单体制备，幵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合物，申报一种灵芝孢子收集装置实用新型与利一项，

完成抗氧化活性评价三项，降血糖活性两项，为康定灵芝抗衰老及降血糖产品的开发奠定基础。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朱柏雨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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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5002110-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设专项资金（2021）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开展菜籽油绿色精炼技术推广与应用；研发产品 1 个；发表论文 1 篇；到企业

指导 4 次，现场培训或授课 3次。2.通过开展四川省道地中药材调研工作，对川

产道地中药材传统采收、加工及贮藏方式进行综合评价，针对其中的问题和不足

进行进一步改善，拓展自动化、信息化、集约化中药材加工贮藏，形成以采后分

级、初加工设施与设备和贮藏管控技术标准化建设三位一体的中药材产地初加工

新方式。"        

        

        

        

按照项目任务书，开展菜籽油绿色精炼技术推广与应用；

研发产品 1个；发表论文 2篇；到企业指导 4次，现场培

训或授课 3次。通过开展四川省道地中药材调研工作，确

定根茎类、茎叶类、花果类药材蒸煮、干燥最佳工艺条件

3项；申报专利 1项。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通过开展四川省道地中药材调研工作以及菜籽油绿色精炼技术推广与应用，对川产道地中药材传统采收、加工及贮藏方式进行综合评价，针

对其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行进一步改善，拓展自动化、信息化、集约化中药材加工贮藏，形成以采后分级、初加工设施与设备和贮藏管控技术

标准化建设三位一体的中药材产地初加工新方式。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9.00 19.00 19.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9.00 19.00 19.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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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表论文 ≥ 2 篇 2 15 15  

开发产品 ≥ 1 个 1 15 15  

申报专利 ≥ 1 项 1 15 15  

确定根茎类、茎叶类、花

果类药材蒸煮、干燥最佳

工艺条件 

≥ 3 项 3 15 1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技术应用年限 ≥ 3 年 3 30 3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按照项目仸务书，开展菜籽油绿色精炼技术推广不应用；研发产品 1 个；发表论文 2 篇；到企业指导 4 次，现场培训或授课 3 次。通过开展四川省道地中药材调研

巟作，确定根茎类、茎叶类、花果类药材蒸煮、干燥最佳巟艺条件 3 项；申报与利 1 项。技术应用年限达到 3 年。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姚英政 夏陈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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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5002142-2021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针对川渝特色果蔬开展采后冷链贮运过程中产地预冷、贮藏保鲜、冷链流通关键

环节技术装备研发。研发技术 4 项，发表论文 5 篇，申请专利 6 件，研发装备 1

套。      

        

        

        

针对茄子、柑橘、食用菌等果蔬开展采后冷链贮运过程中

产地预冷、贮藏保鲜、冷链物流等关键环节技术创新集成

4个，产地预冷等相关装备研发 1套，发表论文 2篇，申

请专利 6件。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完成鲜切马铃薯的褐变机制研究，集成鲜切马铃薯抗褐变保鲜技术；完成柑橘采后浮皮枯水机制研究，集成柑橘贮运品质保鲜和防控病害技

术；完成食用菌采后褐变腐败等机制研究，集成食用菌采后冷链贮运保鲜技术；完成夏季茄子采后贮运冷害调控机制研究，集成采后贮藏保

鲜技术；完成 10 种清除剂对多种果蔬农药残留清除效率分析。集成的技术在川渝数家企业进行示范推广，在康源和荷特公司建立核心示范

基地，并在四川郫都宜宾、重庆奉节邻水等地区进行多次技术培训数。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00.00 100.00 95.53 95.53% 10 10 
该项目为执行期 2年的四川省

科技计划项目，按规定经费结

转至 2023年继续使用。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 100.00 95.53 95.53%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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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康源建立核心示范基地 ≥ 1 个 1 10 10  

抗褐变剂研发 ≥ 1 个 1 10 10  

采后预冷装备研发 ≥ 1 个 1 15 15  

文章 ≥ 2 篇 2 20 20  

质量指标 项目评审合理率 ≥ 1 个 1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举办现场培训 ≥ 1 
场

次 
1 10 10  

采后预冷装备应用与示范 ≥ 1000 斤 1000 10 10  

采后冷链贮运技术应用于

产业化示范 
≥ 5000 斤 500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项目集成果蔬菌等采后贮运保鲜技术 4 项，开发绿色高敁保鲜剂 4 种，植物涂膜剂 1 种，可延长柑橘保鲜期 30%以上，延长鲜切果蔬 3-5 天，延长茄子冷藏期 20

天，延长食用菌保鲜期 20 天以上；研发 2 款自主生物源农药残留清除剂，有敁清除农残 80%以上；研发产地预冷设备和冷链物流运输保温装置 1 套，发表文章 2 篇，申请与利 6 件，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1 项。集成技术在康源、荷特等 9 家企业进行推广应用，辐射多加企业应用示范。项目进展显著，社会敁益明显，技术产地示范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高佳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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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5002157-2020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针对蔬菜采后预冷和物流两个关键技术环节，开展茄果类、绿叶菜类、葱蒜类

等 4-6 种四川夏季主栽蔬菜品种采后产地预冷方式的优选、工艺集成研究与评价，

编制四川蔬菜采后产地预冷实用技术操作规程；开展蔬菜物流过程中质量品质控

制技术研发，形成蔬菜物流保鲜技术 2-3 套，开发 1-2 种安全环保且控温保鲜效

果好的新型保温运输箱，延长蔬菜采后货架期 5-10 天。2.通过四川特色水果加工

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项目的实施，形成新技术 4 项，开发新产品 2 个，申请

专利 4 件，新建中试线 1 条。整体提升川果的采后处理水平，促进加工综合利用，

为川果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按照项目任务书，针对蔬菜采后预冷和物流两个关键技术

环节，开展茄果类、绿叶菜类、葱蒜类等 4-6种四川夏季

主栽蔬菜品种采后产地预冷方式的优选、工艺集成研究与

评价，编制四川蔬菜采后产地预冷实用技术操作规程；开

展蔬菜物流过程中质量品质控制技术研发，形成蔬菜物流

保鲜技术 2-3套，开发 1-2种安全环保且控温保鲜效果好

的新型保温运输箱，延长蔬菜采后货架期 5-10天。通过

四川特色水果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项目的实施，

形成新技术 4项，开发新产品 2个，申请专利 4件，新建

中试线 1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针对蔬菜采后预冷和物流两个关键技术环以及四川特色水果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开展茄果类、绿叶菜类、葱蒜类、猕猴桃等 4-6 种四川夏季

主栽果蔬品种采后产地预冷方式的优选、工艺集成研究与评价，编制四川果蔬采后产地预冷实用技术操作规程；开展果蔬物流过程中质量品

质控制技术研发。 

预算

执行

情况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60.83 60.83 58.35 95.92% 10 10 该项目为四川省科技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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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其中：财政资金 60.83 60.83 58.35 95.92% / / 目，按规定经费结转至 2023年

继续使用。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后预冷装备研发 ≥ 1 个 1 15 15  

开发新产品 ＝ 2 个 2 15 15  

文章 ≥ 1 篇 1 15 15  

形成猕猴桃、柑橘采后处

理和果酒加工技术 
＝ 4 个 4 15 1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采用商品化技术处理，使

猕猴桃的商品果率提高 
≥ 15 % 15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采后预冷装备应用与示范 ≥ 5000 斤 5000 15 15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整体提升了川果和川菜的采后处理水平，促进加巟综合利用，为川果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使猕猴桃的商品果率提高了 15%。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高佳 李华佳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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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5002168-中央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资金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开展相关技术培训、指导、咨询等 6 次，开发相关产品 4 个，完成相关技术或产

品中试示范推广等 3 项，在企业示范香椿 MAP 包装技术 1 项，采用新技术包装的

红香椿商品率提高 5%。        

        

        

        

按照项目任务书，开展相关技术培训、指导、咨询等 6次，

开发相关产品 4个，完成相关技术或产品中试示范推广等

3项，在企业示范香椿 MAP包装技术 1项，采用新技术包

装的红香椿商品率提高 5%。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科技人员定期到受援地开展农产品加工方面的技术培训、指导和咨询等，帮助受援地企业、农村合作社等单位开发产品，并进行中试示范推

广。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22.00 22.00 22.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22.00 22.00 22.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指标值 度 完成值 权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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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90

分） 

标

性

质 

量

单

位 

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相关技术培训、指导、

咨询等 
≥ 6 次 6 15 15  

开发相关产品 ≥ 4 个 4 15 15  

在企业示范香椿 MAP 包装

技术 
＝ 1 项 1 15 15  

完成相关技术或产品中试

示范、推广等 
≥ 3 项 3 15 1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采用新技术降低李子酒加

工成本 
＝ 5 % 5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采用新技术包装的红香椿

商品率提高 
＝ 5 % 5 15 15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开展相关技术培训、指导、咨询等 6 次，开发相关产品 4 个，完成相关技术或产品中试示范推广等 3 项，在企业示范香椿 MAP 包装技术 1 项，采用新技术包装的

红香椿商品率提高 5%，采用的新技术降低李子酒加巟成本 5%。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朱永清 袁怀瑜 李治华 贺红宇 赵驰 夏陈 向卓亚 曾晓丹 高佳 罗静红 李华佳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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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6617034-第一批科技计划（基于核心微生物组重构的四川泡菜风味定向调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成四川泡菜风味品质特征定义分类技术关键、核心微生物

组识别技术关键 和核心微生物组重构的发酵工艺技术关键，拟完成申请专利 3

件、发表论文 2 篇、制定企业标准 1 件，实现可控化的泡菜风味定向调控技术、

促进多元化四川泡菜优质生产提质增效。  

"        

        

        

        

完成申请专利 3件，发表论文 2篇，制定企业标准 1件，

实现可控化的泡菜风味定向调控技术，促进多元化四川泡

菜优质生产提质增效。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完成四川泡菜中核心微生物解析和四川泡菜特征风味物质解析。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100.00 60.45 60.45% 10 10 

该项目为执行期 3年的四川省

科技计划项目，按规定经费结

转至 2023年继续使用。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00.00 60.45 60.45%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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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表论文 ＝ 2 篇 2 30 30  

质量指标 泡菜风味定向调控技术 ＝ 1 项 1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采用先进技术促进泡菜产

业收入增长率 
≥ 15 % 15 10 10  

四川泡菜提质增效 ≥ 25 % 25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消费者对发酵泡菜食品的

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年度目标，保证该项目在项目执行期内完成项目所有内容。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赵楠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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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6621135-第一批科技计划（不同透气率膜包装材料对番茄品质调控研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通过不同透气率膜包装材料包装番茄贮藏实验，研究番茄在不同透气率膜

包装材料的包装条件下品质变化规律和番茄呼吸作用相关基因和果实品质相关基

因的调控机制，拟形成发明专利 1 件、制定企业标准 1 件、发表论文 1 篇，达到

突破膜制备和应用间的制约、推动国内保鲜膜材料研发生产的研究进程。"        

        

        

        

本年度开展了生产线的建设、保鲜膜的研发和生产制备工

作，并开展了相关的番茄保鲜实验。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1、在德阳市中江县，整合资源，完成了 8h产 120kg 中试包装膜材料生产线建设工作；2、在成都市种植了相关的番茄专用品种作为保鲜实

验供试品种；3、改性母料，并吹制了功能性的保鲜膜材料；4、采用自制的保鲜膜材料包装番茄，用市售的保鲜膜材料做对照，完成了多批

次的保鲜效果评价。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20.00 10.63 53.16% 10 10 

该项目为执行期 2年的四川省

科技计划项目，按照规定经费

可结转至 2023年继续使用。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0.00 10.63 53.16%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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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 8 小时生产能力为

120kg 中试包装膜材料生

产线 

＝ 1 条 1 15 15  

发明专利受理 ＝ 1 件 0 15 0 

因疫情原因，与利撰写中出现的问

题没有及时解决，因此拖延至

2023 年 3 月完成。同期，课题申

请幵实审了实用新型与利一项。 

质量指标 

番茄减损率 ≥ 5 % 5 15 15  

每 24 小时膜产品氧气透

过率的体积 
＝ 23500 

立

方 
27150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保鲜膜材料研发的推动

作用 

定

性 
高中低  高 30 30  

合计  85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85 分。按照研究方案，项目完成了生产能力为 120kg 中试包装膜材料生产线建设巟作。研发生产的保鲜膜材料其氧气透过率符合项目预期指标范围。在 2022 年的保鲜实验

中，通过本项目研发的保鲜膜保鲜的番茄，其减损指标以硬度计算，不对照相比，提高了 0.34、0.69、0.8、1.13、1.8 倍，远远超过设定的减损率≥5%的计划要求。具有保鲜膜材料的研发

和推广应用具有有益的推劢敁果。 

存在

问题 
项目进度稍稍偏慢，项目的中所采用的番茄材料需要拓宽采样范围，以满足实验需求，避免 2022 年因成都持续高温造成的实验材料偏少的问题。还需要加快发明与利材料的撰写巟作。 

改进

措施 
加快实验速度，促进研发技术能力的进一步拓展，加快实验有益成果的总结，幵形成结论性的成果发表。 

项目负责人：曾晓丹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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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6923013-科研条件平台建设（加工所科研工作条件提升工程）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加工所相关科研工作条件提升工程，以达到进一步提升加工所整体科研条件

和办公环境。        

        

        

        

完成加工所相关科研工作条件提升工程，进一步提升了加

工所整体科研条件和办公环境。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完成庭院环廊升级改造，完成环境改造等条件提升工程采购程序，进一步提升了加工所科研和办公环境。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60.00 6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60.00 6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指标值 

度

量

单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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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质 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其他相关条件提升工

程采购手续 
≥ 1 项 1 20 20  

完成庭院环廊升级改造 ＝ 1 项 1 20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科研工作条件提升工程影

响时限 
≥ 2 年 2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职工满意度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科研工作条件提升工程成

本控制 
≤ 60 

万

元 
60 20 20  

合计 100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该项目按照完成设定的绩敁目标，达到了预期敁果。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王娟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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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109233-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推广苹果、桃、梨、番茄商品化处理技术，开展技术指导 3 次以上，开展技

术培训会 2 次以上，推广番茄采后商品化处理技术，延长番茄保鲜期天以上，应

用商品化处理技术后的果实商品果率提高 5%，实现鲜果销售经济效益提高 10%，

提高番茄采后商品化处理率 5%，降低番茄采后腐损率 5%。 

"        

        

        

        

完成推广苹果、桃、梨、番茄商品化处理技术，开展技术

指导 3次，开展技术培训会 2次上，推广番茄采后商品化

处理技术，延长番茄保鲜期天以上，应用商品化处理技术

后的果实商品果率提高 5%，实现鲜果销售经济效益提高

10%，提高番茄采后商品化处理率 5%，降低番茄采后腐损

率 5%。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项目以专家召开技术培训会、现场会以及面对面开展技术指导等方式、进行了苹果、桃、梨、番茄商品化处理技术示范推广。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13.00 13.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3.00 13.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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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技术指导 ≥ 3 次 3 15 15  

推广番茄采后商品化处理

技术 
＝ 1 项 1 10 10  

开展技术培训会 ≥ 2 次 2 15 15  

质量指标 

应用商品化处理技术后的

果实商品果提高率 
≥ 5 % 5 10 10  

延长番茄保鲜期 ≥ 5 天 5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鲜果销售经济效益提高率 ≥ 10 % 10 10 10  

提升番茄采后商品化处理

率 
≥ 5 % 5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番茄采后腐损降低率 ≥ 5 % 5 10 1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项目以与家召开技术培训会、现场会以及面对面开展技术指导等方式，进行了苹果、桃、梨、番茄商品化处理技术示范推广。应用商品化处理技术后的果实商品果率

提高 5%，实现鲜果销售经济敁益提高 10%，提高番茄采后商品化处理率 5%，降低番茄采后腐损率 5% 

存在

问题 
无 

改进

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李华佳 高佳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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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459128-三区科技人才经费（2022）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开展相关技术培训 5 次，指导示范企业 2 家，实现采后腐损降低率 5%，采用加工

技术后经济效益提高 15%。 

按照项目任务，开展相关技术培训 5次，指导示范企业 2

家，采后腐损降低率 5%，采用加工技术后经济效益提高

15%。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科技人员定期到受援地开展农产品加工方面的技术培训、指导和咨询等，帮助受援地企业、农村合作社等单位开发产品，并进行中试示范推

广。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22.00 13.77 62.59% 10 10 省财政于 2022年 11月 1日下

达该项目预算 19.8万元，又于

2022年 12月 26日下达 2.2万

元，因项目资金下达较晚，故

部分资金结转至 2023年继续

用于开展相关工作。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2.00 13.77 62.59%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导示范企业 ≥ 2 家 2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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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相关技术培训 ≥ 5 次 5 15 15  

质量指标 采后腐损降低率 ≥ 5 % 5 15 15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 2 年 2 15 1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采用加工技术后，经济效

益提高 
≥ 15 % 15 20 20  

合计  100  

评价

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该项目完成了年度绩敁目标，帮劣受援地企业、农村合作社等单位开发产品，幵进行中试示范推广。 

存在

问题 
项目经费下达较晚。 

改进

措施 
及时下达项目经费，以便开展科研巟作。 

项目负责人：朱永清 袁怀瑜 李治华 贺红宇 赵驰 夏陈 向卓亚 曾晓丹 高佳 罗静红 李华佳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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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5454-四川创新团队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开展绿色精炼材料筛选与研发；研发产品 1 个；发表论文 1 篇；到企业指导 4

次。2.通过开展四川省道地中药材调研工作，对川产道地中药材传统采收、加工

及贮藏方式进行综合评价，针对其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行进一步改善，拓展自动化、

信息化、集约化中药材加工贮藏，形成以采后分级、初加工设施与设备和贮藏管

控技术标准化建设三位一体的中药材产地初加工新方式；通过研究中药材采收时

间、不同初加工工艺对药效成分的影响，从而确定最佳采收时间和加工方式，并

制定工艺规程。 

/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19.00 0.00 0.00% 10 / 
省财政于 2022年 12月 14日下

达该项目指标，已近年底无法

使用，故该项目指标全额结转

至 2023 年使用。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9.00 0.00 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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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企业指导 ≥ 4 次 / 15 / 

省财政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

下达该项目指标，已近年底无

法使用，敀该项目指标全额结

转至 2023 年使用。 

发表论文 ≥ 2 篇 / 20 / 

质量指标 开发产品的上市率 ≥ 90 % / 15 /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 100 % / 10 /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技术应用年限 ≥ 3 年 / 20 /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企业满意度程度 ≥ 90 % / 10 / 

合计  /  

评价

结论 
/ 

存在

问题 
项目经费下达晚。 

改进

措施 
及时下达项目经费，以便开展科研巟作。 

项目负责人：夏陈 姚英政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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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736601-第三批科技计划（四川特色水果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项目

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形成新工艺新技术 2 项，开发新产品 3 个，研发或改造配套设备

1 套，申请专利 4 件，新（改）建中试、生产线 2 条，示范处理鲜果 12000 吨、

新产品 4 个，新增产值 2000 万。整体提升川果的采后处理水平，促进加工综合利

用，为川果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 

预算

执行

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

率 

权

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220.00 0.00 0.00% 10 / 

省财政于 2022年 12月 26日下

达该项目指标，已近年底无法

使用，故该项目指标全额结转

至 2023 年使用。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20.00 0.00 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

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完成值 
权

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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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改）建中试、生产线 ＝ 2 条 / 5 / 

省财政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

下达该项目指标，已近年底无

法使用，敀该项目指标全额结

转至 2023 年使用。 

申请专利 ＝ 4 件 / 15 / 

开发新产品 ＝ 3 个 / 10 / 

形成新工艺新技术 ＝ 2 项 / 15 / 

研发或改造配套设备 ＝ 1 套 / 5 / 

质量指标 
采用商品化处理技术之

后，果实的优质果率提高 
≥ 80 % / 5 / 

时效指标 
项目验收之前，任务完成

率 
＝ 100 % / 5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新增产值 ＝ 2000 
万

元 
/ 2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示范区企业和新型经营主

体满意度 
≥ 90 % / 10 / 

合计  /  

评价

结论 
/ 

存在

问题 
项目经费下达晚。 

改进

措施 
及时下达项目经费，以便开展科研巟作。 

项目负责人：李华佳 财务负责人：李华佳 

1、报表说明:该报表查询项目信息、绩效目标信息、预算及执行情况，用于预算单位查询导出开展项目自评。 

2、取数口径：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信息，包括年初预算、追加预算、结转预算，调整预算的绩效目标（以项目的最终绩效目标为准）。 

适用地区：全省范围（成都市） 

适用用户：部门用户、单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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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附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十三、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