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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是一所具有 80 余年悠久历史的公益

性研究机构，是国内一流的区域性畜牧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培

养基地。研究院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省畜禽育种攻关等基础和

应用研究课题，在遗传育种、生物技术、饲料营养、疫病防控、

健康养殖、生产系统等领域开展畜牧兽医新技术、新产品研究，

培养畜牧兽医技术人才，推广现代畜牧业生产技术，为四川及西

南地区现代畜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二、机构设置

我院设有院办公室、财务处、科技处、人事处、后勤中心 5

个职能部门；养猪、家禽、养兔、草食家畜、饲料、生物技术、

动物营养、兽医兽药、畜牧经济 9个研究所；以及建有动物遗传

育种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畜禽生物制品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等国家及省级创新平台；在省畜牧高科技园区、龙

泉、简阳和双流建有 7个具有现代化设施设备的科研基地，在全

省 20 个市州规模养殖场建立专家服务站 210 家，创办了二家科

技型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科技服务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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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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1.52万元。与 2021年相比，收、

支总计各增加 3707.54万元，增长 37.96%，主要变动原因是 2022

年基建项目增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及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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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1.5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收入 9,950.69万元，占 85.9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

款收入 0万元，占 0%；上级补助收入 0万元，占 0%；事业收入

1,608.43 万元，占 13.89%；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0万元，占 0%；其他收入 22.38万元，占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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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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8.8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925.37

万元，占 32.88%；项目支出 8,013.49万元，占 67.12%；

上缴上级支出 0万元，占 0%；经营支出 0万元，占 0%；对

附 属单位补助支出 0万元，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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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0.69万元。与 2021年相比，

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2541.41万元，增长 34.30%。主要变

动原因是基建项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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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0.69 万元，占本年

支出合计的 85.92%。与 2021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增

加 2541.41万元，增长 34.30%。主要变动原因是基建项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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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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0.69万元，主要用于

以下方面：科学技术支出 7,582.03万元，占 76.20%；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640.86万元，占 6.44%；卫生健康支出 149.50万元，占

1.50%；农林水支出 1,233.26 万元，占 12.39%；住房保障支出

345.04万元，占 3.47%。

（图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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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科学技术（类）基础研究（款）专项基础科研（项）：

支出决算为 6.50万元，完成预算 100%。

2．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行（项）：支出

决算为 2,386.56万元，完成预算 100%。

3．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社会公益研究（项）：

支出决算为 4,408.93万元，完成预算 100%。

4．科学技术（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科技成果转化与

扩散（项）：支出决算为 69.03万元，完成预算 100%。

5．科学技术（类）科技重大项目（款）重点研发计划（款）：

支出决算为 187.37万元，完成预算 10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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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6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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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业单位离退休费（项）：支出决算为 258.5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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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支出决算为 251.05万

元，完成预算 10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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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2万元，

完成预算 100%。

1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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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支出决算为 5.74万元，完成预

算 10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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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0万元，完成预算 100%。

12．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项）：

支出决算为 951.64万元，完成预算 100%。

13．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 281.62万元，完成预算 100%。

1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支出决算为 191.13万元，完成预算 100%。

1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补贴（项）：

支出决算为 153.9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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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1.95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3,225.9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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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住房公

积金等。

日常公用经费 296.00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

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

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

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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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专用设备购置、基础设施建设、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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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万元，完成

预算 74.83%，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费和公务

用车运行费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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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

算 11.15万元，占 100.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0万元，占 0%。

具体情况如下：

（图 7：“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 0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

团组 0次，出国（境）0人。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与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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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1.15 万元 ,完成预算

80.2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 2021 年减少

20.28万元，减少 64.52%。主要原因是 2021年新购置一辆公务用

车。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

用车 0辆，其中：轿车 0辆、金额 0万元，越野车 0辆、金额 0

万元，载客汽车 0辆、金额 0万元。截至 2022年 12月底，单位

共有公务用车 5辆，其中：轿车 4辆、越野车 1辆、载客汽车 0

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11.15万元。主要用于科研项目出

差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 0万元，完成预算 0%。公务接待费支出

决算比 2021年减少 0.15万元，下降 100%，主要原因是 2022年

没有公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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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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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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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万元，与 2021年决算数持平。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2 年，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354.6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345.7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220.79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8.9 万元。主要用于科研项目办

公、出差。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354.6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

总额的 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354.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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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共有车辆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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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用于科研项目的执行。单价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2台。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在 2022年度预算编制阶段，

组织对 2022畜禽健康养殖技术（现畜）等 99个项目开展了预算

事前绩效评估，对 99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

选取 99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对 99个项目开

展了绩效自评，绩效自评表见第四部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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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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科研回收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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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一般公共服务（类）组织服务（款）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项）：指其他用于中国共产党组织部门的事务支出。

9．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指

各部门安排的用于培训的支出。

10．科学技术（类）基础研究（款）专项基础科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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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用于专项基础科研的支出。

11．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行（项）：指用

于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12．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社会公益研究（项）：

反应从事农业等社会公益专项科研方面的支出。

13．科学技术（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科技成果转化与

扩散（项）：反应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基本建设中用于支持企

业科技自主创新的支出。

14．科学技术（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其他技术研究与

开发（项）：反应其他用于科技条件与服务方面的支出

15．科学技术（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科技条件专项（项）：

反应用于完善科技条件的支出。

16．科学技术（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技术

支出（项）：反应其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1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

业单位离退休费（项）：指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

休经费。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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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机关事业单位施行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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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机关事业单位施行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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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20．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项）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应其他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

出。

21．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

（项）：指财政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22．农林水（类）农业农业农村（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项）：指用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支出。

23．农林水（类）农业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出（项）：

指用于其他农业方面的支出。

24．农林水（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水支出（项）：

指用于除化解债务支出意外其他用于农林水方面的支出。

2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指行政事业单位按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补贴（项）：

指行政事业单位对符合条件的职工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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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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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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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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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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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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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51000021R000000019951-工资性支出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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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
减少结余资金

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无结余资金。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每月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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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68 2,227.65 2,227.65 100.00% 10 10

年末追加了专项绩效

其中：财政资金 1,675.68 2,227.65 2,227.65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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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0 22.5 22.5
足额保障率 ＝ 100 % 100 22.5 22.5

时效指标 按时发放率 ＝ 100 % 100 22.5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结余率（计算方法为：结余数

/预算数）
≤ 5 % 0 22.5 22.5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自评分数 100分，保障了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王婷婷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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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R000000019952-其他人员支出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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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
减少结余资金

保障了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保障了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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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184.27 123.92 67.25% 10 7

年末追加的专项绩效财政足额保障，预算调整是
因为年末追加了扶贫干部补助

其中：财政资金 0.00 4.27 4.27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180.00 180.00 119.66 66.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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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额保障率 ＝ 100 % 100 22.5 22.5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0 22.5 22.5

时效指标 按时发放率 ＝ 100 % 100 22.5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结余率（计算方法为：结余

数/预算数）
≤ 5 % 2.5 22.5 16.5 专项绩效财政

拨款足额保障

合 计 100 91

评价结论 自评分数为 91分，保障工资足额发放，及时发放。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王婷婷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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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R000000019953-单位缴费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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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
减少结余资金

保障单位缴费足额发放，及时发放。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保障单位缴费足额发放，及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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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03 795.07 787.93 99.10% 10 10

财政追加

其中：财政资金 788.03 795.07 787.93 99.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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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额保障率 ＝ 100 % 100 22.5 22.5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0 22.5 22.5

时效指标 按时发放率 ＝ 100 % 100 22.5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结余率（计算方法为：

结余数/预算数）
≤ 5 % 5 22.5 22.5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分 100分，保障单位缴费足额发放，及时发放。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王婷婷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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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187023-2021科研事业单位政府会计制度实务研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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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执行期 2021-2022年总指标;本项目将通过对政府会计制度与基本准则、具体准则的学习、讨论，深入科研单

位调研、 采用实地调查了解四川省科学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实的核算实施现状，结合四川省科学项 目的特点，

为四川省科学事业单位和全国科学事业单位更好执行政府会计制度，运用权责发 生制核算原则，更加规范进行会

计核算，科学、完整反映科学研究成本，提出系列案例分析 和建议意见。具体实现以下目标：（1）形成 1 份意

见建议的初稿。 （2）形成 1 份《四川省省级科研事业单位政府会计制度实务案例分析报告》，并提交科 技厅

等相关省级部门，为四川省科学事业单位财务核算与科研项目核算提供依据，为促进科 研事业单位改革发展提供

科学的决策参考。（3）结合我省各类科研事业单位的自身特点，通过多维度地分析，向科技厅报送 2篇调验报告。

为四川省科学事业单位和全国科学事

业单位更好执行政府会计制度，运用权

责发生制核算原则，更加规范进行会计

核算，科学、完整反映科学研究成本，

提出系列案例分析 和建议意见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形成 1 份意见建议的初稿。 （2）形成 1 份《四川省省级科研事业单位政府会计制度实务案例分析报告》，并提交科 技厅等相关省级部门，为四

川省科学事业单位财务核算与科研项目核算提供依据，为促进科研事业单位改革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3）结合我省各类科研事业单位的自身特点，

通过多维度地分析，向科技厅报送 2篇调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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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3.05 3.00 98.42%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3.05 3.05 3.00 98.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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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报告 ＝ 2 篇 2 10 10
完成案例分析报告 ＝ 1 个 1 20 20

研付会 ＝ 1 次 1 20 20
征集意见建议 ＝ 1 篇 1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开发行书籍 ＝ 1 本 1 30 3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分数为 100分，形成了调研报告 2篇，案例分析报告 1个，公开发行书籍 1本。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万晓萍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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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R000000019955-离退休人员经费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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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或社保及时、足额缴纳，
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

保障退休人员生活补贴及时、足额发放。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保障退休人员生活补贴及时、足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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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51.30 251.19 99.95% 10 10

年末追加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51.30 251.19 99.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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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放（缴纳）覆盖率 ＝ 100 % 100 60 6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足额保障率（参保率） ＝ 100 %

保障保
障退休
人员生
活补贴
及时、足
额发放。

30 3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分数为 100分，保障退休人员生活补贴及时、足额发放。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王婷婷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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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R000000019956-离退休费支出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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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
减少结余资金

保障离休人员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每月保障离休人员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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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 13.10 13.10 100.00% 10 10

离休人员工资进行了调整

其中：财政资金 12.23 13.10 13.1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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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0 22.5 22.5
足额保障率 ＝ 100 % 100 22.5 22.5

时效指标 按时发放率 ＝ 100 % 100 22.5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结余率（计算方法为：结余

数/预算数）
≤ 5 % 0 22.5 22.5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分 100分，保障离休人员工资足额发放，及时发放。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王婷婷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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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Y000000011490-定额公用经费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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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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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28 462.28 299.58 64.80% 10 6

由于疫情的影响食堂费用，体检费用减少

其中：财政资金 132.28 132.28 124.43 94.07%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330.00 330.00 175.14 53.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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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0 22.5 22.5

质量指标
预算编制准确率（计算方法
为：∣（执行数-预算数）/

预算数∣）
≤ 5 % 35.2 22.5 17

由于疫情的影
响食堂费用，体
检费用减少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率[计算方
法为：（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数/预算安排数]×100%）

≤ 100 % 74.83 22.5 22.5

运转保障率 ＝ 100 % 100 22.5 22.5
合 计 100 90.5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分为 90.5分，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王婷婷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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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Y000000011491-非定额公用经费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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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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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94 217.74 178.64 82.04% 10 8

由于疫情的影响，科研人员出差减少

其中：财政资金 124.76 124.56 113.40 91.04%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93.18 93.18 65.24 70.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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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0 22.5 22.5

质量指标
预算编制准确率（计算方法
为：∣（执行数-预算数）/

预算数∣）
≤ 5 % 17.95 22.5 18.5

由于疫情的影
响，科研人员出

差减少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运转保障率 ＝ 100 % 100 22.5 22.5
“三公经费”控制率[计算方
法为：（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数/预算安排数]×100%）

≤ 100 % 74.83 22.5 22.5

合 计 100 94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分为 94分，保障单位日常运转。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王婷婷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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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6405-2022四川创新团队-肉羊品种改良与选育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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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开展肥羔型山羊四世代继代选育，完善育种档案资料，建立档案
100份；选育并扩大肥羔山羊新品系四世代选育群，使四世代选育群达到
400只；开展生长发育性能、繁殖性能、产肉性能及肉品质的系统性能测
定，测定 160只。
2、筛选肉用山羊主要肉质性状分子标记 1~2个。
3、建立联养户 15户。
4、开展技术培训 1期，培训人员 80人次。
5、发表论文 1篇。

1、完善在荣县建立的肉用山羊育种中心试验场，建立完善种羊卡片 308份；四
世代选育群达到 696只；开展生长性能测定 5次，共测定 1326只，跟踪测定
357只能繁母羊的繁殖性能。2、选取出生 0日龄、2月龄和 6月龄，公母各 3
只，共计 18只采集背最长肌，完成 18个样品的全转录组联合分析。3、以荣县
科研基地为中心，发展联养户 17户。4、在昭觉县、布拖县、美姑县、简阳市、
昭化区开展技术培训 5次，共培训技术人员 260余人次。5、发表论文 3篇，授
权实用新专利 2件，出版专著 1部，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 1项，四川
省科技进步奖 1项（已公示）。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以川南黑山羊为主要育种素材，以早期生长速度、繁殖性能为重点选育指标，建立完善育种体系，扩大新品种群体规模，开展种羊繁殖性能、生长性能测
定，筛选肉用山羊主要肉质性状分子标记，培育用于肥羔生产的专门化肉用山羊新品种，并开展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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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0.00 0.00 0.00% 10 0

2022年 12月份经费才到位，到账太迟。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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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完成
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生产性能测定 ≥ 160 只 1326 20 20
建立联养户 ≥ 15 户 17 20 20

完善育种档案资料，建立档案 ≥ 100 份 308 20 20
项目效果
指标

社会效益 增加当地就业 = 2 人 2 20 20

生态效益 羊基地粪污排放率 = 0 % 0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2022年度，全面完成目标任务，部分超额完成，肥羔型黑山羊选育群体得到进一步提升，数量与质量都有一定的改善，群体推广规模扩大，开展了技术培训，养
殖户水平和积极性得到一定的提高。

存在问题 项目资金到账太迟，影响资金使用进度及项目开展。

改进措施 建议提前下达项目资金，便于科研项目开展。

项目负责人：熊朝瑞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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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6288-2022四川创新团队-肉牛养殖模式与工艺技术研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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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养殖基地母牛群体数据采集和智能管理系统；建立四川普通牛营养供给
模式及高效饲养技术规程；2、到示范县或示范基地、农户、专合社、家庭农场、
企业等开展产业指导服务、调研培训；3、开展科技扶贫与应急工作。

1、完成母牛群体数据智能采集和管理系统的开发；形成了普通牛营养
供给模式及高效饲养技术规程 1项。2、全年到示范县或示范基地、农
户、专合社、家庭农场、企业等开展产业指导和技术培训共计 150人次
以上；3、撰写调研报告 1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2022年度按实施方案全面完成了项目目标任务。1、技术研究集成进展：（1）结合西杂牛选育、生产和市场体系，研究获得 9个目标性状的利润函数，通
过计算边际效益建立了四川肉牛场经济模型；（2）完成母牛群体数据智能采集和管理系统的开发，搭载通讯基站及 2.4G智能测温耳标，实体设备现已推
广应用；（3）结合四川养牛生产实际，形成了普通牛营养供给模式及高效饲养技术规程 1项。2、产业指导与技术服务方面：在宣汉县、昭觉县、平昌县、
通江县、巴州区、昭化区、新龙县、雷波县、筠连县、盐亭县、九龙县、盐源县、松潘县、马尔康市等养牛大县开展肉牛养殖技术培训及指导共计 150人
次以上。3、知识产权方面：本年度撰写调研报告 1篇；发表论文 1篇；申报《畜禽养殖行为学监测及预警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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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0.00 0.00% 10 0

因项目经费于 2022年 12月到账，导致 2022年度
项目经费未支出，已结转至 2023年。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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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完成
目标

数量指标

申报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 1 项 1 10 10
撰写调研报告 ＝ 1 篇 1 10 10
发表文章 ＝ 1 篇 1 20 20

到示范基地指导 ＝ 4 次 4 20 20

社会效益 提升四川牛业的科技水平 优良中低差
提升四川牛
业科技水平

优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企业和基地县的满意度 ≥ 90 % 95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本年度全面完成了项目绩效考核指标，因项目经费到账晚，未支出，自评得分 90分。完成了母牛群体数据智能采集和管理系统的开发；形成了普通牛营养供给模式及高效饲养技术规
程 1项；撰写调研报告 1篇；发表论文 1篇；申报《畜禽养殖行为学监测及预警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全年开展现场指导及技术培训 150人次以上，提升了四川牛业科技水
平，服务对象满意度达 95%。

存在问题
1.项目经费到账太晚，年度项目经费执行率为 0。2.四川农区肉牛养殖存在“大群体、小规模”的特点，生产效率较低。3.肉牛生产性能采集及精准度低，限制了分子辅助选育和数量
性状精准选择，精准的数据采集系统和数据库势缺乏。

改进措施
1.建议及时拨付项目经费，保障项目顺利实施。2.建议重视牛产业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借助信息化手段开发生产管理软件，在避免“升级设备、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提升肉牛生产
的智能化、标准化水平将。3.建议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精准的数据采集系统和数据库势。

项目负责人：王巍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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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6217-2022四川创新团队-肉牛蜀宣花牛新品种扩繁与开发利用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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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蜀宣花牛肉用新类群；研究蜀宣花牛的繁殖性能；培育种公牛，推广种
牛及冻精；
2、到示范县或示范基地、农户、专合社、家庭农场、企业等开展产业指导服务、
调研培训；
3、开展科技扶贫与应急工作。

1.组建蜀宣花牛肉用新类群 155头；建立蜀宣花牛母牛性状的线性评分
方法，全年推广蜀宣花牛 8300余头、冻精 8.8万支；培育蜀宣花牛肉用
种公牛 10头。2.全年到示范县或示范基地、农户、专合社、家庭农场、
企业等开展产业指导和技术培训累计 150人次以上。3.撰写生产调研报
告 1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项目按照实施方案内容及时间节点要求全面完成项目工作任务：1.技术研究集成方面：（1）组建蜀宣花牛全基因组选择参考群规模 400头，采集了 275头
成年经产蜀宣花牛母牛的外周血液样本，提取基因组 DNA，进行 100 Kb牛 SNP基因芯片分型，探索研究蜀宣花牛基因组选择方法；（2）对 344头蜀宣
花牛成母牛进行了线性评定，获得 27项描述性状的记录，包括整体结构 3个性状、肌肉度 4个性状、尻部 3个性状、肢蹄 5个性状和泌乳系统 12个性状，
初步制定了蜀宣花牛线性评定方法；（3）在宣汉开展蜀宣花牛肉用种公牛培育 10头，推广冷冻精液 8.8万支，推广蜀宣花牛 8300余头。2．产业指导与
技术服务方面：在宣汉县、昭觉县以及平昌县、通江县、巴州区、昭化区、新龙县、雷波县等地开展技术指导及现场培训累计 150人次以上。3.知识产权
方面：撰写调研报告 1篇；发表论文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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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0.00 0.00% 10 0

因项目经费于 2022年 12月到账，导致 2022年度
项目经费未支出，已结转至 2023年。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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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完成
目标

数量指标

申报专利 ＝ 1 件 1 20 20
撰写调研报告 ＝ 1 篇 1 20 20
发表文章 ＝ 1 篇 2 10 10

到示范基地指导 ＝ 4 次 4 10 10

社会效益 提升四川牛业的科技水平 优良中低差
提升四川牛
业科技水平

优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企业和基地县的满意度 ≥ 90 % 95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本年度全面完成了项目绩效考核指标，因项目经费到账晚，未支出，自评得分 90分。项目全年推广蜀宣花牛 8300余头、冻精 8.8万支；培育蜀宣花牛肉用种公牛 10头；组建蜀宣花
牛肉用新类群 155头；建立了蜀宣花牛性状的线性评分方法。在宣汉县、昭觉县以及平昌县、通江县、巴州区、昭化区、新龙县、雷波县等开展技术指导及现场培训累计 150人次以
上。撰写生产调研报告 1篇，发表论文 2篇，获权专利 1件。

存在问题 1.项目经费到账太晚，年度项目经费执行率为 0。2.目前尚未建立蜀宣花牛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品种的选育进展。3.群体数量有限，限制了蜀宣花牛的供种能力。

改进措施
1.建议及时拨付项目经费，保障项目顺利实施。2.建议重点谋划建设蜀宣花牛国家级核心育种场；通过科研立项或政策引导等方式稳定育种地基础母牛群体数量，进一步扩大群体，提
高供种能力。3.建议以蜀宣花牛群体为基础，结合当前的市场需要，以生长发育性能和肉品质性状为选育目标，开展蜀宣花牛肉用新品系的培育。

项目负责人：易军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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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6074-2022四川创新团队-肉牛地方牛种资源评价及利用开发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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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地方牛遗传资源调查和生产性能测定，完善牛种资源数据库；探索全
基因选择的指数；开展普通牛杂交组合试验；2、到示范县或示范基地、农户、
专合社、家庭农场、企业等开展产业指导服务、调研培训；3、开展科技扶贫
与应急工作。

1、开展了 5个四川地方牛种资源普查工作，包括空山牛、斜卡牛性能测
定工作，平武牛和三江牛育肥试验和屠宰试验，川南山地牛杂交牛组合试
验等。2、全年到示范县或示范基地、农户、专合社、家庭农场、企业等
开展产业指导和技术指导累计 150人次以上。3、撰写调研报告 1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项目按照实施方案内容及时间节点要求全面完成项目工作任务。1.技术研究集成方面：（1）本年度完成了空山牛、斜卡牛、凉山牛、峨边花牛和蜀宣花牛
遗传资源普查；（2）开展了空山牛、斜卡牛生长发育、育肥性能、屠宰性能测定，开展了空山牛、斜卡牛、三江牛和平武牛肉品质、营养成分和风味物质
分析等；（3）对四川的 9个地方牛种遗传分化情况进行分析，表明斜卡牛和空山牛具有自己特殊的遗传背景；（4）开展了空山牛和斜卡牛的特色性状分
子标记筛选；（5）开展了平武牛和三江牛在冷热环境下血液指标的变化模式研究；（6）跟踪了测定川南山地牛杂交组合牛生长发育和繁殖性能数据。2．产
业指导与技术服务方面：在成都市、宣汉县、昭觉县以及平昌县、通江县、巴州区、利州区、新龙县、雷波县、马尔康等地开展产业指导和技术指导计 150
人次以上。3.知识产权方面：本年度撰写调研报告 1篇，发表论文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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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10 0

因项目经费于 2022年 12月到账，导致 2022年度
项目经费未支出，已结转至 2023年。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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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完成
目标

数量指标

完成地方牛种资源调查 ＝ 3 个 3 10 10
撰写调研报告 ＝ 1 篇 1 10 10
发表文章 ＝ 1 篇 2 20 20

到示范基地指导 ＝ 4 次 4 20 20

社会效益 提升四川牛业的科技水平 优良中低差
提升四川牛
业科技水平

优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企业和基地县的满意度 ≥ 90 % 95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本年度全面完成了项目绩效考核指标，因项目经费到账晚，未支出，自评得分 90分。项目开展了 5个四川地方牛种资源普查工作，完成了空山牛、斜卡牛性能测定工作，平武牛和三

江牛育肥试验和屠宰试验，川南山地牛杂交牛组合试验等。全年发撰写调研报告 1篇，表文章 2篇。全年开展产业指导和技术指导累计 150人次以上，提升了四川牛业科技水平，服

务对象满意度达 95%。

存在问题 1.项目经费到账太晚，年度项目经费执行率为 0。2.地方品种数量急剧下降，缺乏有效保种方案。3.地方品种优势特色性状挖掘利用不足。

改进措施 1.建议及时拨付项目经费，保障项目顺利实施。2.建议建立资源信息常态化管理工作机制，制定可行的保种方案。3.在保护区外开展杂交开发利用，以用促保。

项目负责人：付茂忠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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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6040-2022四川创新团队-肉牛首席专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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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13个岗位各项团队活动 3次 组织 13个岗位开展团队活动 3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组织团队成员在成都、达州等召开工作会 3次，与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畜牧总站、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中国农业大学等专家座
谈交流并开展科技活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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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0.00 0.00 0.00% 10 0

因项目经费于 2022年 12月到账，导致 2022年度
项目经费未支出，已结转至 2023年。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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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完成
目标

数量指标

组织团队活动 ＝ 3 次 3 20 20
组织团队完成年度考评 ＝ 1 次 1 20 20

组织团队与高校、地方科研
院所对接

＝ 2 次 2 20 20

社会效益
促进四川肉牛创新团队各
岗位间的学术交流和技术

合作
优良中低差

提升四川肉牛
创新团队各岗
位间的团结协

作能力

优 20 20

满意度指标 团队内各岗位的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因项目经费到账晚，未支出，自评得分 90分。履行首席专家和岗位专家职责，积极组织开展团队工作，认真完成岗位任务。组织 13个岗位开展各项团队活动 3
次。

存在问题 项目经费到账太晚，年度项目经费执行率为 0。
改进措施 建议及时拨付项目经费，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项目负责人：付茂忠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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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7637564-2022乡村人才振兴-科技下乡万里行(甘佳)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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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1.形成调研报告、生产建议 2份；2.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3
项；3. 开展集中技术培训 2次。社会效益指标：指导建立科技示范基地
4个；满意度指标：受援地满意度≥90%。

形成调研报告、生产建议 4份；示范推广青贮玉米新品种 5个、
新技术 8项；开展集中技术培训 10次；指导建立科技示范基地
4个；受援地满意度 98.75%。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科技下乡万里行肉牛产业技术服务团 75团 2022年继续服务阿坝州马尔康市、松潘县以及凉山州昭觉县、雷波县等 4县肉牛产业发展。通
过产业调研、技术培训指导、本土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建设等多形式提供技术服务，通过项目的实施，显著提升受援地养殖技术水平，为
受援地培养一批本土养殖人才，助推当地畜牧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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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22.89 95.38% 10 9

因疫情影响，结余了 1.11万元差旅费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4.00 22.89 95.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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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报告、生产建议 = 2 份 4 15 15

数量指标 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 ≥ 3 项 8 20 20

数量指标 开展集中技术培训 = 2 次 2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导建立科技示范基地 = 4 个 4 30 3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援地满意度 ≥ 90 % 98.75 10 10

合 计 100 99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 99分，对照 2022年项目绩效任务目标，项目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全部的绩效任务目标，形成调研报告、生产建议 4份，供当地政府部分、养殖业主参考决策。累计
开展技术培训 10次，培训技术骨干、养殖业主、基层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600余人次，培养技术骨干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 20名，科技示范户 16户。指导建立科技示范基地
4个，有效缓解受援地冬春缺草现状。

存在问题 受援地交通不便，且肉牛产业基础薄弱，配套设施不健全，养殖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改进措施
建议当地加大基础母牛养殖的补贴或其他政策性的补助，提高能繁母牛的基数，解决肉牛牛源问题。同时还要加强种养结合，推广草料种植加工技术的普及，解决受援地冬
季草料不足的问题。加强本地基层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养殖人员的技术培训学习，提高从业者的技术水平。除了通过将专家团队请进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本土人才，更应
该坚持走出去的方式培养本土人才，为受援地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项目负责人：甘佳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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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258510-2022第二批省科技计划-蜀宣花牛良种引进及配套高效养殖技术在新龙县的集成与应用（面上项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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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示范蜀宣花牛新品种 1个；示范推广青贮饲料加工利用新技术 1项；建
设科技示范点 1个；开展技术培训 4次，培训 200人次；通过项目实施，助
农增收，有效促进高原藏区特色畜牧业的发展。

引进示范蜀宣花牛新品种 1个；示范推广青贮饲料加工利用新技术
1项；指导建立饲草种植科技示范点 1个；组织及参与肉牛产业技
术培训 8次，培训 260余人次；通过项目实施，产业带动农户人均
增收 380元以上，有效促进高原藏区特色畜牧业的发展。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针对新龙县优质肉牛品种缺乏、养殖技术落后、冬春饲草料不足等问题，项目组引入蜀宣花牛新品种及配套高效养殖技术在新龙县开展示范推广。
本项目在新龙县 1个脱贫村（德巴村）开展精准实施帮扶，项目精准实施帮扶农户 10户 20人；示范推广新品种 1个，新技术 1项；指导建设科
技示范点 1个；开展技术培训 8次，培训 260余人次，现场指导 10余次，发放养殖技术资料 100余本；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推动新龙县草食畜
牧产业的发展，带动脱贫户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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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23.74 79.12% 10 6
项目经费于 2022年 10月底到账，影响了项目实
施进度；且项目执行期为 2 年，结余的草种费和
差旅费计划 2023年支付

其中：财政资金 0.00 30.00 23.74 79.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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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示范新品种 = 1 个 1 15 15
推广新技术 = 1 项 1 15 15

建设科技示范点 = 1 个 1 15 15
技术培训场次 = 4 次 8 15 1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高原藏区特色畜牧业的

促进作用
≥ 有效促进

产业带动农户
人均增收 380

元以上
30 30

合 计 100 96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 96分，对照 2022年项目绩效任务目标，项目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全部的绩效任务目标。项目组引进示范蜀宣花牛新品种 1个；示范推广青贮饲料加工利
用新技术 1项；指导建立饲草种植科技示范点 1个；组织及参与肉牛产业技术培训 8次，培训 260余人次；通过项目实施，产业带动农户人均增收 380元以上，
有效促进高原藏区特色畜牧业的发展。

存在问题
项目实施区属于乡村振兴国家重点帮扶县，养殖基础条件相对较差，畜禽养殖技术薄弱，农户思想观念陈旧，部分存在惜杀惜售的宗教传统观念，产业发展相对
滞后。

改进措施 加强示范推广的新品种牛适应性观察；进一步开展技术示范，转变农户思想观念，普及种草养牛新技术。

项目负责人：甘佳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30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102647-农业生产发展资金-2022牛羊高效生产配套技术协同推广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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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良种牛的种公牛 5头以上，推广种母牛 600头，推广优势杂交组合 1
个；推广利用优秀种公羊 100只；

2. 推广牛羊配套技术 3套；

3. 建设示范基地 8个，培训技术人员 200人次以上。

推广蜀宣花牛种公牛 10头以上，推广种母牛 600头，推广优势杂交

组合 1个；推广利用优秀种公羊 100只；推广牛羊配套技术 3套；

在宣汉、通江、昭觉、筠连、乐至等地建设示范基地 10个；在示范

县开展技术培训 10次，培训 550人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选择宣汉、通江、昭觉、筠连、乐至为项目示范县开展蜀宣花牛、川南黑山羊等优良品种及配套生产技术的示范应用，推广优良种畜推广利用、

母畜高效扩繁、牛羊健康养殖等 3项技术；建立肉牛羊高效生产配套技术示范基地 10个；通过开展集中培训、现场观摩和现场技术指导，培训养

殖户及技术人员 550人•次,让牛羊高效生产配套技术在示范县落地生根，提升牛羊产业的整体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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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 41.83 99.60% 10 9

其中：财政资金 0.00 42.00 41.83 99.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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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良种公牛 ≥ 5 头 10 20 20
推广配套技术 ＝ 3 套 3 20 20
培训技术人员 ≥ 200 人次 550 20 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肉羊集中育肥出栏时间提前 ＝ 30 天 3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0 % 95 10 10
合 计 100 99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 99分，对照 2022年项目绩效任务目标，项目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全部的绩效任务目标，推广蜀宣花牛种公牛 10头以上，推广种母牛 600头，推广优势杂
交组合 1个；推广利用优秀种公羊 100只；推广牛羊配套技术 3套；在宣汉、通江、昭觉、筠连、乐至等地建设示范基地 10个；在示范县开展技术培训 10次，
培训 550人次。

存在问题
经过一年的技术推广，但整体来看肉牛羊产业仍存在良种覆盖率低、母畜扩繁效率不高、专用饲草料供应不足、养殖技术相对落后、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省牛羊产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改进措施
继续加强相关技术的集成推广，重点整合优质种牛生产利用技术、母畜高效繁殖技术、肉牛现代化养殖技术和肉牛主要疾病防治技术，形成四川肉牛优质高效生
产技术体系。

项目负责人：易军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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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6931308-2022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牛）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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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凉山牛、德昌水牛和蜀宣花牛的生长发育性能测定；2.完成
凉山牛、德昌水牛和蜀宣花牛的肉品质测定；3、完成凉山牛和蜀
宣花牛的育肥试验

1.完成了凉山牛 142头、蜀宣花牛 133头、德昌水牛 120四个阶段的牛
生长发育测定登记工作；2.完成了凉山牛 10头公牛、蜀宣花牛 10头公
牛、德昌水牛 10头公牛的肉品质测定；3.完成了凉山牛 22头公牛架子
牛、蜀宣花牛 20头公牛架子牛的育肥性能登记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对凉山牛、蜀宣花牛、德昌水牛进行系统调查和相应性状的性能测定，并填写性能测定表格，主要包括遗传资源概况调查、体型外貌登记、
体尺体重、生长发育性能、繁殖性能、屠宰性能、肉质性状测定和遗传资源影像收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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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4.99 99.93% 10 9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
行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
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
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5.00 14.99 99.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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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指导 ＝ 3 次 3 20 20

完成肉品质测定 ＝ 50 份 55 20 20

完成性能测定品种数量 ＝ 3 个 3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我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和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数据

＝ 3 份 3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5 10 10
合 计 100 99

评价结论 团队分别在达州市、凉山州召开了 2次工作推进会，梳理了相关工作进展，总结成效与经验，有序推进普查及性能测定工作。

存在问题
团队先后多次派专家对凉山牛、德昌水牛、蜀宣花牛 3个品种开展影像拍摄，经拍摄后分析比对，发现与拍摄要求尤其是品种的标准照上仍存在差距；3个品种的
补拍工作由于疫情原因稍有滞后。

改进措施 团队拟邀请拍摄组专家帮助拍摄，计划 2023年 2月重点针对三个牛种标准照（前后左右）再进行补充拍摄。

项目负责人：易军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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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97808-2021肉羊肥羔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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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通过对肉羊肥羔生产关键技术研究攻关，尤其是羔羊保育技术、提前断

奶技术等手段，积极促进肥羔生产产业发展，带动相关示范户和周边农户的

养殖水平提升，进而提升养殖效益，助力农名增收和脱贫事业。

初步实现了我省肉羊产业结构转变中的瓶颈技术突破，完善肉羊适

度规模场养殖场及中小型组织化肉羊生产企业配套技术体系，为肉

羊产业供给侧结构转型及羊产业现代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采用技术培训、现场指导等模式推广，培训指导 400余人次，项目推广面达到了 6.4万只。发表科研论文 4篇，其中 SCI 2篇，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件，受理发明专利 3件，研制饲料配方 3个，形成技术规范 1项，出版著作 1部；项目成果“山羊肥羔生产关键技术研究集成与推广应用”解决了

肉用山羊肥羔生产中的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成果的整体水平达到了国内先进，并获得四川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公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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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 20.92 20.91 99.96%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
行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
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
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20.92 20.92 20.91 99.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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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人数 ≥ 80 人次 80 20 20

文章 ≥ 1 篇 1 20 20
专利 ≥ 1 件 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立示范户 ≥ 1 个 1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培训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自评总分 100分，预算经费全部使用完毕，采用技术培训、现场指导等模式推广，培训指导 400余人次，项目推广面达到了 6.4万只。发表科研论文 4篇，其中 SCI 2篇，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件，受理发明专利 3件，研制饲料配方 3个，形成技术规范 1项，出版著作 1部；项目成果“山羊肥羔生产关键技术研究集成与推广应用”解决了肉用

山羊肥羔生产中的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成果的整体水平达到了国内先进，并获得四川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公示结束）。

存在问题
（1）本项目总体执行进度良好，均按任务进度计划开展了相关技术攻关集成与推广应用，但受疫情影响，部分研究内容及技术推广受到了影响。

（2）在生产条件下开展试验研究时，由于养殖圈舍简陋，饲草料供应难以实现数字化，标准化程度不高，试验数据采集较困难。

改进措施
（1）受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及国际贸易争端等的影响，饲料原料价格持续上涨，建议加强牛羊等反刍动物替代饲料开发研究，充分发掘本地可利用饲料资源，降低饲养成

本；（2）从生产调查看，我省在养羊生产中基础设施中的投入严重不足，标准化程度太低，严重阻碍了我省养羊业机械化、智能化养殖技术的应用推广，建议加大对我省

养殖场建设标准化设计的研究，规范我省适度规模以上的养殖场基础设施，加大对标准化养殖场建设补贴。

项目负责人：俄木曲者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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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59209-2022四川肉用牛基因组选择技术体系构建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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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选蜀宣花牛参考群 300头，西门塔尔牛参考群 400头；采集蜀宣花牛
和西门塔尔牛血液生化指标 300头；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

1. 组建四川肉用牛参考群，规模达到 500 头；2. 建立基因组
选择技术体系 1 套；3. 搭建育种数据分析平台 1 个；4. 获得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 项；5. 发表文章 4 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 基因组选择参考群的组建；2. 蜀宣花牛基因组选择遗传评估模型构建；3. 西门塔尔牛基因组选择遗传评估模型构建；
4. 基因组选择与群体评价平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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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1 78.51% 10 7

3年项目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00.00 78.51 78.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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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蜀宣花牛和西门塔尔
牛血液生化指标

＝ 300 头 300头 20 20

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 1 项 1项 10 10

筛选组建蜀宣花牛参考群 ＝ 300 头 400头 10 10

西门塔尔牛参考群 ＝ 400 头 400头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技术覆盖养殖场 ＝ 2 个 2个 30 30
合 计 100 97

评价结论
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强化肉牛种业的核心竞争力，缩短育种进程，提升我省肉牛产业的生产效能，加快推进四川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重大战略部署的实
施，促进四川由养牛大省向种业强省转变。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王巍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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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59153-202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肉牛产业市场供给评价研究（软科学）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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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完成团队人员任务分工。
2.完成文献和数据的检索，完成文献数据的分析，建立成渝双城经济
圈肉牛产业发展阶段特征和总体规律。
3.开展实地调研。

1.已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完成团队人员任务分工；2.已完成文献和
数据的检索，完成文献数据的分析，建立成渝双城经济圈肉牛产业
发展阶段特征和总体规律；3.已完成在宜宾、泸州、达州、南充、
重庆等地实地调研；4．形成研究报告 1份；5．形成政策建议 1份。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2022年年初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完成团队人员任务分工；年中完成文献和数据的检索，完成
文献数据的分析，建立建立成渝双城经济圈肉牛产业发展阶段特征和总体规
律。期间开展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通过文献数据
和历史数据矫正指标参数和评价模型；最后形成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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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4.99 99.89%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
行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
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
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5.00 4.99 99.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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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调查问卷 ≥ 50 份 52 20 20
形成政策建议 ≥ 1 份 1 20 20
形成研究报告 ≥ 1 篇 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成渝 3个以上地区调查 定性 好坏 个 好 30 3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本项目资金到位率为 100%，年度专用资金使用率 99.89%；项目组本年度全面完成了各项绩效指标，自评得分 100分，项目在 2022年期间在在宜宾、泸州、达州、
南充、重庆等成渝双城经济圈发放关于区域肉牛产业供给调研问卷并回收共 52份；形成政策建议 1份；形成研究报告 1篇。

存在问题 课题组成员第一次主持和参与软科学项目，经验不足。地区调查和问卷调查虽然超额完成绩效指标，还可以再丰富和完善。

改进措施
在 2023年度项目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地区调查和问卷调查，充实调查数据库；课题组进一步丰富理论知识，同时多向国内肉牛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龙头企业和
专家学习经验。

项目负责人：邓小东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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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16451-2022优质牛育种材料和方法创新及新品种选育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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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 9篇；2.申报地方标准 1项；3.申报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4.推广蜀

宣花牛 6000头，优良牦牛种公牛 100头。

发表文章 10篇；申报地方标准 1项；申报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推

广蜀宣花牛 8500头，优良牦牛种公牛 317头。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蜀宣花牛选育提高，进行种公牛培育；组建蜀宣花牛参考群，筛选基础母牛群体建立了杂交选育方案。2、四川奶牛品种选育，组建四川高产荷斯坦母

牛基础群，选择优秀种公牛进行配种。测定 F1代的母犊牛体重和体尺，选留群 6月龄、13.5~14月龄优秀母犊牛。3、四世代麦洼牦牛新品系选育，进行了

麦洼牦牛的生长性能测定，对 18月龄的麦洼牦牛进行了外貌评定，强化了育种群内的选择；完成了麦洼牦牛选配。4、地方特色牛种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

（1）通过简化基因组测序技术对四川现有 8个地方黄牛品种样本进行了测序；（2）挖掘产奶性能优良的“亚丁牦牛”新遗传资源；（3）利用基因组序列筛

选方黄牛空山牛特色性状分子标记；（4）持续跟踪测定川南山地杂交牛的生长发育和繁殖性能数据。5、现代育种技术研究（1）建立中国乳肉兼用牛蜘蛛

腿病综合征基因（AS）检测方法；（2）奶牛酮病分子调控机制研究；（3）多组学解析奶牛热应激分子机制；（4）牦牛抗寒基因的筛选。6、配套生产技

术（1）研究添加过瘤胃烟酸对夏季奶牛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2）菌糠提质增效贮藏技术的研发；（3）牦牛断奶犊牛低海拔农区夏季饲养技术的创新研

发；（4）筠连黄牛阶段差异化育肥技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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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199.40 99.7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200.00 200.00 199.40 99.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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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地方标准 ＝ 1 项 1 15 15

质量指标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 9 篇 9 20 20

软件著作权登记数 ≥ 1 项 1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学员 ≥ 185 人次 185 15 15

培养研究生 ＝ 2 人数 2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标准化示范场的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本项目经费于 2022年 3月到账，资金到位率为 100%，并按合同书及时外拨经费 115万元，年度专用资金使用率 99.7%，结余 0.6万元；项目组本年度全面完成了各项绩效指标，自评

得分 100分，发表论文 10篇，申报地方标准 1项，申报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正在受理中），推广蜀宣花牛 8500头，优良牦牛种公牛 317头，培训学员 185名以上，培养 2名研

究生毕业。 通过向服务单位企业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满意度均达到满意。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四川牛种资源数量和养殖体量均位居全国前茅，但生产水平低下，不是全国养牛强省。针对当前存在的牛种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不足、高效养殖技术研发滞后等关键技术瓶颈，开展

种质资源创制、健康高效养殖技术创新，加快推进我省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肉牛产业质量效益型发展。

项目负责人：付茂忠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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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14275-优质肉羊育种材料和方法创新及新品种选育（育种攻关项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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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完善育种基地建设，加大新品种选育核心群扩繁速度，新品系选育群

达到 800只以上，开展种羊鉴定 2次，实用新型专利 1件，论文 1篇。

2022年，继续加强育种基地建设，扩繁新品总核心群，增大其规模

到 810只，完成 2次种羊鉴定，授权专利 2件，发表论文 2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本项目以羊育种新技术创新为关键，以选育突破性肉羊新品种（品系）为核心，以肉羊产业化发展为目标，开展优质肉羊育种素材的挖掘利用、

育种技术与方法创新应用。持续加强育种基地建设，扩繁新品总核心群，增大其规模到 810只，完成 2次种羊鉴定，授权专利 2件，发表论文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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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160.00 159.94 99.96%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
行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
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
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60.00 160.00 159.94 99.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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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育核心群 ＝ 800 头/只 810头/只 10 10
发表论文 ＝ 1 篇（部） 2篇（部） 25 25

质量指标 专利申请数 ≥ 1 项 2项 15 1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羔羊成活率提高 ＝ 1 % 1%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培育示范基地 ＝ 1 个（台、套、
件、辆）

1台 15 1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新品系示范户满意度 ＝ 90 % 905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2022年肥羔型黑山羊核心群规模进一步扩大，增大其规模到 810只，完成 2次种羊鉴定，授权专利 2件，发表论文 2篇，本项目全面完成了 2022年预期项目目标
及各项绩效指标。

存在问题 受疫情影响，育种攻关选育进程有一定的迟滞，研究开发中所需的材料价格变化较大，项目预算对设定的研究内容来说相对比较困难

改进措施 通过调整饲草料结构、研发低成本饲料配方的方式节约材料成本，克服上述困难

项目负责人：熊朝瑞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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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66564-四川省肉牛、牧草现代种业育种创新基地二期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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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开展优质肉牛、牧草现代种业育种研究中心建设，完成各项

建设任务和技术指标，资料整理，撰写报告，迎接验收。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完成了隔离牛舍、科研实验楼、附属设施（生物安

全准备室）等建筑任务和技术指标，待验收。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项目建立优质肉牛、牧草现代种业育种研究中心建设协调机制，由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和乐至县人民政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为

本项目建设单位，负责制定项目的规划和实施方案，进行基地建设等；乐至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协调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县国土局、县科技局、县

环保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实行“一站式”服务，积极推进优质肉牛、牧草现代种业育种研究中心的建设。在 2022年度克服新冠疫情和高温天气等不利条件，

建成隔离牛舍 1栋；建成科研实验楼 1栋；建成附属设施（生物安全准备室）1栋等建筑，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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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27 515.27 515.27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15.27 515.27 515.27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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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牛舍 ＝ 1 座 1 20 20

科研实验楼 ＝ 1 座 1 10 10
附属设施（生物安全准备室等） ＝ 1 座 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助农增收的作用 定性 高中低 套 中 10 10

对推动我省现代种业科学发展
的作用

定性 高中低 套 高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本项目 2022年资金到位率为 100%，年度专用资金使用率 100%；项目组本年度全面完成了各项绩效指标，自评得分 100分，已建成隔离牛舍 1栋；建成科研实验
楼 1栋；附属设施（生物安全准备室）1栋，目前项目等待验收。

存在问题 由于 2022年新冠疫情以及高温天气的影响，工程进度受到影响，影响项目验收的进度，项目未正式投产，对助农增收的发挥作用有所欠缺。

改进措施 和乐至县行业主管部门积极配合，早日完成竣工验收和项目投产。

项目负责人：邓小东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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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5038-2022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羊健康养殖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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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肥羔型黑山羊新品种选育与示范应用，开展养羊生产技术服务。
以课题科研基地为核心，面向全省采用技术培训、技术指导、
产品示范应用等模式，推广了羊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本项目以羊健康养殖技术为关键，以选育突破性肉羊新品种（品系）为核心，以肉羊产业化发展为目标，开展了优质种羊培育及配套技术
研发与推广应用，开展技术培训 5期，授权专利 2件，发表论文 2篇，推广优质种羊 100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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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 61.00 60.79 99.66%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
行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
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
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61.00 61.00 60.79 99.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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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专利 ＝ 1 件 1 20 20
新品种选育群 ＝ 300 只 300 10 10
发表论文 ＝ 2 篇 2 20 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推广优质种羊 ＝ 50 只 50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当地就业人员 ＝ 4 人 4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90% 9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自评总分 100分，开展了优质种羊培育及配套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开展技术培训 5期，授权专利 2件，发表论文 2篇，推广优质种羊 100余只。

存在问题 受疫情影响，育种攻关选育进程有一定的迟滞，研究开发中所需的材料价格变化较大，项目预算对设定的研究内容来说相对比较困难

改进措施 通过调整饲草料结构、研发低成本饲料配方的方式节约材料成本，克服上述困难。

项目负责人：熊朝瑞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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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980-2022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牛健康养殖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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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肉牛日粮配制和营养精准调控技术研究与技术集成，优质肉牛杂交
组合筛选。

结合四川养牛实际，开展了肉牛日粮配制和营养精准调控技术
研究，形成肉牛营养供给模式及高效饲养技术规程 1项，跟踪
测定了川南山地牛杂交牛组合生长发育指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本年度开展牛群调查 1次，测定群体数据 100头以上；开展现场指导和技术服务，技术辐射 10000头以上；组建蜀宣花牛肉用新类群 155
头；发表文章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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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0 74.10 74.1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74.10 74.10 74.1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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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牛群调查 ＝ 1 次 1 10 10
测定群体数据 ＝ 100 头 100 20 20
发表文章 ＝ 2 篇 2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技术辐射 ＝ 10000 头 10000 10 20

组建蜀宣花牛育种群 ＝ 100 头 155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5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本年度全面完成了项目绩效考核指标，自评等分 100分。本年度开展牛群调查 1次，测定群体数据 100头以上；开展现场指导和技术服务，技术辐射 10000头以
上；组建蜀宣花牛肉用新类群 155头；发表文章 2篇。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易军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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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097-2022草食家畜及优质牧草新品种选育（现畜）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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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头蜀宣花牛种公牛培育，探索构建基因组选择遗传评估模型；继续开展肥羔四世代选
育，完善性能测定系统及档案资料；开展饲草种质资源评价，大叶菊苣新品系品比试验。

按照任务计划指标，全面完成 2022年度目标任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引进、采集燕麦、野豌豆、籽粒苋、苦荬菜等饲草种质资源 15份，完成苦荬菜、燕麦等种质资源鉴定 10份；开展了大叶菊苣新品系品比试验；在通江养
殖场指导优良牧草高产栽培技术，指导施用腐熟牛粪和沼液分别作为基肥和追肥种草，降低化肥施用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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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 41.75 41.68 99.82% 10 9
其中：财政资金 41.75 41.75 41.68 99.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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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种公牛培育 ＝ 5 头 10头 10 10
完成牧草种质资源引进与采集 ＝ 15 份 15 5 5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 ＝ 2 项 2 5 5
羊育种基地存栏增加 ＝ 15 % 16% 10 10

完成牧草种质资源评价与鉴定 ＝ 10 份 10 5 5
发表文章 ＝ 2 篇 6 5 5

质量指标 种质资源验收合格率 ＝ 50 % 10 10 不验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群体测定 ＝ 300 头 326只 5 5
羔羊成活率提高 ＝ 1 % 5% 5 5
羔羊生长速度 ＝ 2 % 3% 5 5
蜀宣花牛参考群 ＝ 200 头 400头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对种草养畜工作的促进作用 指
导施用厩肥种草降低化肥施用量 ＝ 30 % 35%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99

评价结论
项目全面完成项目绩效目标任务，自评等分 99分。通过项目实施，大力推广蜀宣花牛群体扩繁与培育，进一步提升了肥羔型黑山羊群体规模，在场内开展性能测定、种羊选育，提高
了种群质量，达到了预期效果；引进采集饲草种质资源 15份，鉴定 10份，为牧草新品种选育奠定了物质基础，在通江养殖场开展技术指导提高了该场饲草种植水平和产草量，达到
了节本增效的目的。

存在问题 育种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力度还不够；豆科牧草资源稀缺，应加强本地豆科饲草资源挖掘。

改进措施 加大支持力度，开展蜀宣花牛、肥羔型黑山羊品种培育育种公关，力争新品种的审定；加大优良饲草资源挖掘力度，选育适宜四川种植的优良牧草新品种（200字以内）

项目负责人：付茂忠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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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99062-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设专项资金（肉牛创新团队-草食所）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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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团队活动 3次；2、开展地方牛遗传资源调查和生产性能测定，
累计完成 450头次；3、培育蜀宣花牛肉用种公牛 10头，推广冷冻精液
8万支，推广蜀宣花牛 8000头；4、集成研发并建立四川肉牛扩繁场和
育肥场建设技术规程各 1个。

1、开展团队活动 3次；2、收集了 3个品种、1个杂交组合共计
450头次以上的生长发育和繁殖性能数据；3、培育出蜀宣花牛
肉用种公牛 10头，推广冷冻精液 8.8万支，蜀宣花牛 8300余头；
4、调研形成四川肉牛扩繁场和育肥场建设技术规程各 1个。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本年度首席岗位组织各岗位专家在宜宾市、凉山州和阿坝州开展团队活动 3次；在宣汉县、筠连县、峨边县等地收集了 3个品种、1个杂
交组合共计 450头次以上牛的生长发育和繁殖性能数据；在基地县宣汉县培育蜀宣花牛公牛 10头，全年推广冻精 8.8万支，蜀宣花牛 8300
余头；调研宣汉县、筠连县等肉牛扩繁场和育肥场，根据生产需求设计了肉牛扩繁场和育肥场的建设图纸，形成技术规程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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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 55.00 5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5.00 55.00 55.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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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完成
目标

数量指标
开展团队活动 ＝ 3 次 3 30 30
发表学术论文 ＝ 4 篇 4 20 20

社会效益 提升四川牛业的科技水平 优良中低差
提升四川牛
业科技水平

良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企业和基地县的满意度 ≥ 90% % 95 20 2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全面完成项目绩效目标任务，自评等分 100分。本年度开展团队活动 3次；收集了 3个品种、1个杂交组合共计 350头次牛的生长发育和繁殖性能数据；培育
出蜀宣花牛肉用种公牛 10头，推广冷冻精液 8.8万支，蜀宣花牛 8300余头；调研形成四川肉牛扩繁场和育肥场建设技术规程各 1个。

存在问题 1.牛种业发展滞后，地方牛品种群体数量下降，保护不力等问题；2.蜀宣花牛供种制种能力不足；3.四川肉牛养殖信息化程度低，生产效率低。

改进措施
1.建议秉持四川牛种资源多元化、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原则，实施计划性杂交改良，加强地方品种保护；2.建议根据不同的区域特点和市场需求，制定育种规划，
培育蜀宣花牛新品系；3.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精准的数据采集系统和数据库，开发生产管理软件。

项目负责人：付茂忠、易军、王巍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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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5032-2022畜牧经济与生产系统研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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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畜禽规模化场养殖方式清粪工艺及其粪污收集、处理、利用典型模

式的产排污系数及氮磷（NP）流值监测。2.创新集成和推广应用“基于耕地

畜禽承载力的农牧循环种养平衡技术”。

开展了畜禽规模化场养殖方式清粪工艺及其粪污收集、处理、利用典

型模式的产排污系数及氮磷（NP）流值监测，针对不同畜禽环境条件

和养殖方式，开展了粪污处理的合理方案和种养循环模式研究，创新

集成和推广应用“基于耕地畜禽承载力的农牧循环种养平衡技术”。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开展了畜禽规模化场养殖方式清粪工艺及其粪污收集、处理、利用典型模式的产排污系数及氮磷（NP）流值监测，获取了规模化养殖场产排污系

数 1套。针对不同畜禽环境条件和养殖方式，开展了粪污处理的合理方案和种养循环模式研究，创新集成了丘区县域种养循环技术方案 1套，并

推广应用“基于耕地畜禽承载力的农牧循环种养平衡技术”，为种养循环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促进地下水保护和生态良性循环，客户满

意度高于 90%，并发表论文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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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 45.00 4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45.00 45.00 45.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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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化养殖场产排污系数 ＝ 1 套 1套 10 10
丘区县域种养循环技术方案 ＝ 1 套 1套 20 20

发表论文 ＝ 1 篇 1篇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种养循环绿色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

定性 优良中低差 优 20 20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地下水保护/生态 定性 优良中低差 优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结合自评情况，该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开展了畜禽规模化场养殖方式清粪工艺及其粪污收集、处理、利用典型模式的产排污系数及氮磷（NP）流值监测，获取
了规模化养殖场产排污系数 1套，创新集成了丘区县域种养循环技术方案 1套，并推广应用“基于耕地畜禽承载力的农牧循环种养平衡技术”，为种养循环绿色
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促进地下水保护和生态良性循环，客户满意度高于 90%，并发表论文 1篇。

存在问题 受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但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未受影响。

改进措施

项目负责人：陈天宝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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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187454-2021基于耕地畜禽承载力的农牧循环种养平衡技术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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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立农牧循环种养平衡示范基地 1个和农牧循环平衡示范区 1个。2.全面开展以市级管辖范围为边

界的区域耕地畜禽承载力评价，完成 4375万头猪单位农牧循环种养结合推广，实现销售收入 175万元。

3.编印“基于耕地畜禽承载力的农牧循环种养平衡技术”应用方案和培训手册。4.监测评估农牧循环种养

平衡示范基地和示范区环境指标及应用效果。5.受理发明专利 1项，获得计算机软著权 1项。

项目实施进度按期执行，已全面完成项目 2022年
度产出及效益目标，取得了一定社会经济效益，有

利于促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

全面振兴。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建立了农牧循环种养平衡示范基地 1个和农牧循环平衡示范区 1个。2.在江油、丹棱等地开展了耕地畜禽承载力评价，并在江油市等地完成了 4375万头

猪单位农牧循环种养结合推广，实现了销售收入 175万元，促进农牧循环节本增效，绿色高质量发展。3.已编写“基于耕地畜禽承载力的农牧循环种养平衡

技术”培训技术手册。4.监测评估了四川新希望华西牧业有限公司种养循环示范基地、绵阳市农牧循环平衡示范区应用效果。5.受理发明专利 1项，开发了“农
牧循环种养平衡 APP”，获得计算机软著权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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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7 37.27 37.27 99.99%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37.27 37.27 37.27 9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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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 1 项 1 15 15
建立农牧循环种养平衡示

范基地
＝ 1 个 1 15 15

发明专利受理 ＝ 1 项 1 15 15
建立农牧循环平衡示范区 ＝ 1 个 1 15 1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销售收入 ＝ 175 万元 175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农牧循环节本增效，绿

色高质量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优 15 15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结合自评情况，该项目自评总分为 100分。通过本项目实施减少了养殖粪污排放，实现以地定畜、以畜肥地、以种带养、以养促种，形成科学合理的农牧循环产
业格局和种养平衡生产体系，促进了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并且通过开展农牧循环种养结合推广，带动相关产业实现增收。

存在问题 2022年度项目阜外科技活动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因此结合项目实施具体需求进行了实际调整，且保障了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未受影响。

改进措施

项目负责人：陈天宝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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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9800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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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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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生猪全产业链经济效益研究等相关文献；制定调研内容，开展相关数据的调

研工作。

实验室正常、安全运行，开展科研活动，发挥实验室平台作用。查阅生

猪全产业链经济效益研究等相关文献 51篇，收集整理近 10年四川生猪

产业数据 1套，利用各类数据库和图书馆文献资料完善调研问卷，并在

绵阳、广元、南充等地开展调研。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配合科技厅对实验室的要求，开展实验室开放、学术委员会会议、安全检查、年度考核、开放课题等活动，保证实验室正常运行；接受街道办、环保部

门、科技部门等单位对实验室的检查等活动，保证实验室安全运行，三废处理合规合法，不发生安全事故；保证科研人员在平台顺利开展科研活动。2.已
查阅生猪全产业链经济效益研究等相关文献 51篇，收集整理 2011-2020年四川生猪产业数据，制定调研方案 1份，并在绵阳、广元、南充等地开展调研（前

期开展了 3次试调研），研制出川猪产业比较优势综合指标，提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并发表论文 1篇。正在补充相关数据，进一步完善研究

报告和生猪全产业链经济效益提升与分配机制建议。因项目仍处于执行期内，相关内容还正在修改完善，还未进行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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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 35.00 34.94 99.84%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35.00 35.00 34.94 99.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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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方案 ＝ 1 份 1 20 20
查询生猪全产业链经济效

益研究等相关文献
≤ 50 篇 51 20 20

开展生殖养殖场（户）试调研 ≤ 3 次 3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 ＝ 100 %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收集 2011-2020年四川生猪

产业数据。
＝ 1 份 1 30 3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结合自评情况，该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1.配合科技厅对实验室的要求，保证了实验室正常运行；接受各主管单位对实验室的检查等活动，保证了实验室安全运行；
顺利开展科研活动，发挥了实验室平台作用。2.已查阅相关文献 51篇，收集整理 2011-2020年四川生猪产业数据 1套，制定调研方案 1份，并在开展调研，研制
出川猪产业比较优势综合指标，提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并发表论文 1篇。

存在问题 受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项目学术交流和调研工作较预期安排稍有滞后，但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未受影响。

改进措施

项目负责人：陈天宝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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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99062-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设专项资金(肉牛场环境控制及废弃物治理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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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平原农区肉牛养殖产污原位监测点 1个、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及

排污原位监测点 1个，提出平原农区肉牛养殖粪污产排及消纳参数 1套。2．积

极配合首席工作，到基地县指导服务 3次、现场培训 1次，编写宣传（信息）5
篇。

建立了平原农区肉牛养殖产污原位监测点和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

用及排污原位监测点各 1个，获取平原农区肉牛养殖粪污产排及消纳参

数 1套。到基地县指导服务 7次、岗位专家团队培训授课 7次，发布宣

传信息 10篇。全面完成各项任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在技术研究集成方面：开展了平原农区肉牛养殖产污原位监测点的建立与监测，平原农区肉牛养殖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及排污原位监测点的建立与

监测。获取了平原地区产排污参数 1套；结合成都平原农区耕地主要种植类型，分析提出 6种栽培模式区肉牛养殖粪肥消纳参数。在产业指导与技术服务

方面：主动配合首席专家工作，积极参与创新团队活动，向创新团队平台报送信息 10篇，积极应对突发事件，及时联合制定了《四川肉牛养殖场雨季牧草

及粪污管理应急预案》；深入罗江、渠县等地开展产业调研，并撰写调研报告；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兴旺，赴绵阳、眉山等地现场技术指导 30余次，产

业发展研讨 2次，开展技术培训授课 7次，为示范基地县现场指导服务 7次。圆满完成年度任务，获授权专利 2项，修订发布四川省地方标准 1项，四川

省 2020-2021年度农业主推技术 1项，发表论文 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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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5.00 1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5.00 15.00 15.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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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县指导服务 ＝ 3 次 7 20 20
现场培训 ＝ 1 次 7 10 10

编写宣传（信息） ＝ 5 篇 10 30 3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区平原生境条件的肉牛

养殖粪污处理方案
定性 有效 15 15

种养循环模式 定性 有效 15 15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组通过在平原农区选址勘查，在广汉市小汉镇建立了平原农区肉牛养殖产污原位监测点和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及排污原位监测点各 1个，获取平原地
区产排污参数 1套，提出 6种栽培模式区肉牛养殖粪肥消纳参数。深入南充、达州等市州现场技术指导 32次，向平台报送信息 10篇均被采纳；为行业人员授课 7
次，培训 820人次。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自评分 100，深受从业者好评。

存在问题 资金到付时间较晚，不利于项目执行。

改进措施 建议资金及时到账。

项目负责人：陈天宝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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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99062-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设专项资金(肉牛场环境控制及废弃物治理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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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肉牛养殖粪污产排监测结果，分析研究农区丘陵、山地、平原粪污产排量及
物质特性，提出不同生境条件下粪污处理适宜方案；到示范县或示范基地、农户、
专合社、家庭农场、企业等开展产业指导服务、调研培训；积极配合首席工作，
认真完成创新团队办公室交办的事项。1．完善平原农区肉牛养殖产排污及消纳
参数。2．提出适宜农区丘陵、山地、平原生境条件的肉牛养殖粪污处理合理方
案。3．积极配合首席工作，到基地县指导服务及现场培训，编写宣传（信息）。

补充完善了肉牛养殖产污、排污系数 1套、粪肥消纳参数 1套及粪便收
集、贮存、处理、转运过程中的氮磷等物质变化特征参数；创建了不同
生境条件肉牛粪尿及氮磷排泄量影响因素数字分析模型，提出了肉牛粪
污处理利用适宜方案 4套。积极配合首席工作，到基地县指导服务 12
次，现场培训 7次，编写宣传信息 10篇，全面完成项目标任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在技术研究集成方面：继续开展平原农区肉牛养殖污染物产排监测，补充完善平原农区肉牛养殖产排污系数及粪肥消纳参数 1套，开展了我省不同生境
条件下肉牛典型养殖模式产排量及氮磷养分特性分析研究，对三种典型模式下肉牛粪尿及氮磷排泄量影响进行数字建模。基于肉牛粪便特性参数，结合四
川农区主要种植类型，研究集成，推荐出我省肉牛养殖粪污处理适宜方案，并进行了肉牛粪肥氮素矿化进程研究及大田应证。

在产业指导与技术服务方面：积极配合首席和团队工作，在平台发布工作信息 10篇。2022年 7-8月四川遭遇 6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干旱天气，本岗位及
时制定了《极端天气肉牛养殖环境控制应急预案》，并转发基层部门和养殖场。及时为省级及市州有关职能部门处理养殖污染投诉案件提供技术支撑 9次。
本岗位长期联系指导阆中市天林乡桥楼村、长宁县梅硐乡红光村 2个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村，2002年到联系村开展现场技术指导 3次，主持撰写示范基地县
“阆中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报告，并被阆中市“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财政项目申报等采用及《四川
农业科技》录用。常年为全省特别是肉牛产业发展重点市县区提供技术指导、咨询数十次。为省农业生态资源保护中心、广元昭化区、通江县、眉山市东
坡区、丹棱县、筠连县技术骨干、养殖场（户）业主等授课 7次，培训 670余人次。圆满完成项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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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5.00 1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5.00 15.00 15.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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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县指导服务 ＝ 3 次 12 20 20
发表论文 ＝ 1 篇 5 10 10

编写宣传（信息） ＝ 5 篇 10 30 3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区丘陵、山地、平原生境条
件的肉牛养殖粪污处理方案

定性 有效 15 15

种养循环模式 定性 有效 15 15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要求预算、使用、管理经费，预算 15万元，到位 15万元，使用 15万元。补充完善肉牛养殖产排污系数 1套、粪肥消纳参数 1套及粪便管理过程中的氮磷物质变化
特征参数；创建了肉牛粪尿及氮磷排泄量影响因素数字分析模型，提出了肉牛粪污处理利用适宜方案 4套。基地县指导 12次，现场培训 7次，发布信息 10篇。修订发布省地方标准 1
项，获计算机软著作权 1项，发表论文 5篇，全面完成目标任务，自评分 90，社会生态效益显著。

存在问题 资金到付时间较晚，不利于项目执行。

改进措施 建议资金及时到账。

项目负责人：陈天宝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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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Y000000011494-单位运转项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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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购置经费:台式电脑 10台；笔记本电脑 2台；1.25P空调 2台;2.设
施设备维修费：完成院本部日常维修及种猪场日常维修;3.畜科院雨污分
流设计施工：完成雨污分流整治;4.实验楼厕所及屋顶维修：完成综合楼
厕所改造及兽医楼三楼及屋顶维修：5.畜科院行政楼线路、窗户更换：
完成行政楼 5楼会议室窗户更换及行政楼 1-5楼线路更换;6.畜科院旧房
（13幢）加固改造：完成平顶屋面工程、斜面工程、室内工程、其他项
装饰

完成 9台设备采购；完成设施设备维修；完成实验楼 10间厕所
维修；雨污分流管网排查由属地社区平清第三方完成，整改未
完成；兽医楼三楼及屋顶维修、行政楼线路和窗户维修、旧房
13幢加固改造均未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通过政府采购，统一购买台式电脑 10台；笔记本电脑 2台；1.25P空调 2台；2.完成院本部日常设施设备零星维修；3.完成实验楼 10件
厕所维修，共 15套厕所隔间、15个蹲便器、10个小便器、10个洗手池、10个即热电热水器的维修更新。3.配合双桂办事处完成院办公
区和家属区雨污分流管网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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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0 261.00 138.07 52.9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44.00 44.00 43.95 99.89%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217.00 217.00 94.12 43.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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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斜面工程 ＝ 1680 平方米 0 10 0
受疫情影响，因院实验室、
配套用房紧缺，使用功能需
要重新规划设计后再施工

完成厕所改造 ＝ 10 个（套） 10 10 10

完成室内工程 ＝ 4330 平方米 0 5 0
受疫情影响，因院实验室、
配套用房紧缺，使用功能需
要重新规划设计后再施工

完成 5楼会议室
窗户更换数量

＝ 10 个（台、套、件、
辆）

0 10 0

2022年受疫情影响，工人无
法入场，待疫情放开后，会
议室持续使用，无法施工更
换窗户

设备购置 ＝ 9 台 9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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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平顶屋面工程

成本
＝ 25 元/平方米 0 5 0

受疫情影响，因院实验室、
配套用房紧缺，使用功能需
要重新规划设计后再施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避免污水直接
进入河道造成

污染
定性 好坏 好 10 8

未由我院承担费用，双桂街
道办事处统一委托第三方对
属地老旧小区进行雨污分流
管网排查。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使用年限 ≥ 20 年 15 20 9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47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总分 47分，完成 9台设备采购；完成院本部日常维修及种猪场日常维修设；完成实验楼 10间厕所维修；雨污分流管网排查由属地社区平清第三方完成。

存在问题
2022年，项目中多项任务未开展，原因有：1.2022年的新冠疫情，施工进度受到严重影响。2.我单位转隶到农科院，单位领导与农科院领导对接，积极推动我院
棚户区改造，沟通过程中，院内大型的维修改造项目暂时未安排开展。3.维修改造的任务重涉及经常使用的会议室，因下半年经责审计等工作需要持续使用会议室，
会议室更换窗户项目未开展。4.院实验室、配套用房紧缺，使用功能需要重新规划设计，故 13幢加固装修恢复使用任务未开展。

改进措施 1.2023年合理计划工作任务和项目经费预算、绩效指标。2.部门内部做维修工程排期，提前安排。3.若有突发情况，无法执行，及时调整预算及绩效指标。

项目负责人：殷勤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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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7637594-2022乡村人才振兴-科技下乡万里行(夏波)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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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禽产业发展情况进行现场，提供调研报告 1份，提供相关对策及
建议。2、开展技术培训 2期，培养农村实用技术骨干人才 10名、科技
示范户 5户，实用技术骨干人才不少于 5名。3、示范推广家禽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 3-5个(项)，指导建示范基地 1个、示范场 2个。

撰写米易矮脚鸡繁殖性能的杂交改良方法 1份，撰写米易矮脚
鸡繁殖性能的杂交改良方法 1份；在米易和盐边开展技术培训 2
期，培养农村实用技术骨干人才 25名、科技示范户 5户；示范
推广家禽新品种 1个、新技术新模式 2项，指导建示范基地 1
个、示范场 2个。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人才智力支撑，
家禽产业技术服务团将结合攀枝花家禽产业发展现状，重点开展科技服务、技术培训及科技咨询工作，促进当地家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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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4.00 23.65 98.52%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4.00 23.65 98.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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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 3 项 3 30 26

调研报告 = 1 项 1 20 1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技术培训 = 2 期/年 2 15 15

培养科技示范户 = 5 户 5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援地满意度 ≥ 90 % 93 10 10
合 计 94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得分 94分，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基层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养殖户的技术水平，助力攀枝花家禽产业发展，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存在问题 该项目在实施和资金使用过程中，项目执行进展顺利，资金使用管理规范，完全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未发现任何问题。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夏波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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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181853-2021优质种畜禽绿色高效安全生产（园区创新）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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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产业发展关键共性技术 2项；优质种鸡、种兔扩繁生产效率提高 4%；
授权专利 1项，发表论文 1篇；扩繁祖代鸡群 7000套；扩繁优质兔祖代
群体 2000套；推广父母代种鸡 7.5万套，种兔 3万套。

集成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 2项；优质种鸡、优质种兔扩繁
生产效率提高 4%以上；授权专利 1项；发表论文２篇；扩繁优
质鸡祖代群体 1.0万套、优质兔祖代群体 0.3万只，推广父母代
种鸡 10万套、父母代种兔 3.1万只。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围绕四川省畜牧高科技示范园区优质鸡、优质兔种群扩繁生产技术不配套的瓶颈问题，以提高种业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绿色高效安全生
产为核心，重点针对园区育成品种的良繁制种、营养和疫病的精准调控、标准化健康养殖等扩繁生产关键环节，产学研紧密结合协同开展
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构建技术体系，提升产业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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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8.58 99.96% 10 9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 100.00 8.58 99.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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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专利 ≥ 1 件 1 20 18

发表论文 ≥ 1 篇 2 20 20
推广父母代种鸡和兔 ≥ 105000 套 131000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扩繁祖代鸡和兔 ≥ 7000 套 1300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养殖户满意度 ≥ 90 % 90 10 8

合 计 95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得分 95分，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建立了“育、繁、推”相结合的产业化模式，通过良繁体系建设、示范基地建设带动与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新
增社会产值 3500万元，新增社会效益 700万元。；同时通过项目示范推广，可提升我省优质种畜禽扩繁生产的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实现优质畜禽种业的提质增
效，保障全省畜禽种业安全，支撑引领我省现代畜禽种业强省建设。

存在问题 该项目在实施和资金使用过程中，项目执行进展顺利，资金使用管理规范，完全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未发现任何问题。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夏波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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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7637594-2022乡村人才振兴-科技下乡万里行(夏波)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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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禽产业发展情况进行现场，提供调研报告 1份，提供相关对策及
建议。2、开展技术培训 2期，培养农村实用技术骨干人才 10名、科技
示范户 5户，实用技术骨干人才不少于 5名。3、示范推广家禽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 3-5个(项)，指导建示范基地 1个、示范场 2个。

撰写米易矮脚鸡繁殖性能的杂交改良方法 1份，撰写米易矮脚
鸡繁殖性能的杂交改良方法 1份；在米易和盐边开展技术培训 2
期，培养农村实用技术骨干人才 25名、科技示范户 5户；示范
推广家禽新品种 1个、新技术新模式 2项，指导建示范基地 1
个、示范场 2个。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人才智力支撑，
家禽产业技术服务团将结合攀枝花家禽产业发展现状，重点开展科技服务、技术培训及科技咨询工作，促进当地家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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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4.00 23.65 98.52%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4.00 23.65 98.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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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 3 项 3 30 30

调研报告 = 1 项 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技术培训 = 2 期/年 2 15 15

培养科技示范户 = 5 户 5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援地满意度 ≥ 90 % 93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基层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养殖户的技术水平，助力攀枝花家禽产业发展，进一步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存在问题 该项目在实施和资金使用过程中，项目执行进展顺利，资金使用管理规范，完全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未发现任何问题。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夏波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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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102415-农业生产发展资金-2022优质肉鸡高效健康养殖技术协同推广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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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优质肉鸡高效健康养殖和疾病综合防控技术 3套；编写技术图书
1本；推广优质肉鸡品种 2个；推广优质肉鸡以及培训养殖户和技术
人员 100人次。

推广种鸡良繁制种关键技术、商品鸡标准化养殖技术、优质肉鸡疾病综合
防控技术共 3套；编写《大恒 799肉鸡配套系高效健康养殖技术手册》1
本；在全省推广大恒 799肉鸡和大恒 699肉鸡配套系 22万只，主办培训班
2期、协办培训班 1期，参与其它项目单位主办的培训班 4期，开展现场指
导 12次，培训基层农技人员 70余人次、养殖户 50余人。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组装并推广优质肉鸡高效健康养殖和疾病综合防控技术、编写技术图书；推广优质肉鸡品种；指导建设示范基地县、
辐射县；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2022年 5月项目组制定实施方案并签订合同书，组织团队开展养殖技术集成和图书编制，同时逐步实施优质
肉鸡品种推广，并以此为载体开展现场指导。2022年 7月在昭化区协办培训班 1期并在此建立示范基地县，8月在犍为县和峨边县建设示范辐射
县；9月集成养殖技术 3个并完成技术图书编制；11月在新津、峨边举办养殖技术培训班，培训人员 100余人；11月，在三台、绵阳等参与其它
项目单位组织的培训班 4期，针对优质肉鸡养殖技术进行专题培训。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财务规定，经费支出与预算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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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 30.90 99.69%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31.00 30.90 99.6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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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优质肉鸡 ≥ 160000 套 220000 20 20
编写图书 ≥ 1 本 1 20 20

集成养殖技术 ≥ 3 项 3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养殖技术人员 ≥ 100 人数 12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培训人员满意度 ≥ 90 % 92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通过建立示范基地县和辐射县对新技术、新品种进行推广，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等未完全按照计划任务进度实施，前期相关经费使用进
度缓慢。项目聚焦我省优质肉鸡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集成高效养殖技术 3个并编制图书 1本；推广优质肉鸡新品种 2个、22万只；主办培训班
2期、协办培训班 1期，参与其它培训班 4期，开展现场指导 12次，培训人员 120余人次。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全省优质肉鸡生产水平。

存在问题 由于新冠疫情反复影响，项目的培训和现场指导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未完全按计划进度执行。

改进措施 采用线上指导的形式开展技术指导，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项目负责人：杨朝武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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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6931688-2022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鸡）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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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完成地方鸡种性能测定品种 2个；完成凉山岩鹰鸡性能测定；完成大恒

699肉鸡配套系性能测定；为我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数

据；现场技术指导 2次。

完成 2个品种 1890只鸡体型外貌登记表、60只体尺体重测定和屠

宰性能、150枚蛋品质、40个肉品质样本等性能测定及影像材料收

集，并进行了数据整理填报。针对大恒 699肉鸡开展现场指导 10
次，针对凉山岩鹰鸡现场指导 3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项目实施内容为开展凉山岩鹰鸡和大恒 699肉鸡配套系性能测定并开展现场指导。2022 年 1月至 6月，编制 2个品种性能测定实施方案，确定测

定地点和人员名单；开展凉山岩鹰鸡孵化性能、生长性能、雏鸡体型外貌、产蛋性能测定；开展大恒 699肉鸡配套系雏鸡和成年鸡体型外貌、成

年鸡体尺体重、繁殖性能、生长性能、影像材料等测定和收集。 7月至 12月，完成所有性能测定和数据整理，完成系统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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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7.90 79.02% 10 5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凉山岩鹰鸡现场指导工作难以
开展，导致差旅费结余；同时采用了大量电子资料，
部分资料由当地自行打印，节省了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0.00 7.90 79.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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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大恒 699肉鸡配套系性
能测定

≥ 60 只 1950 20 20

指导完成品种测定 ≥ 2 个 2 20 20
完成凉山岩鹰鸡测定 ≥ 60 只 1950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现场技术指导 ≥ 2 次 13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养殖场户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95

评价结论
项目开展大恒 699肉鸡配套系和凉山岩鹰鸡性能测定，摸清了各资源（配套系）的家底，保障了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的顺利推进。项目实施的同时针对
凉山岩鹰鸡的保种和开发开展了技术指导，规范了保种场操作程序，提高了保种技术水平。

存在问题
由于新冠疫情反复影响，凉山岩鹰鸡的现场指导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导致差旅费结余，同时增加了电子档案的使用，相关方案表格等资料由当地自行打印，导
致资料费未支出。

改进措施
采取了微信电话、视频会议等线上技术指导。凉山岩鹰鸡的保种技术水平低下，开发利用仍处于空白，难以实现产业化生产，其作为新品种培育素材的优势及对
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未得以发挥。建议加大凉山岩鹰鸡优势特色性状挖掘利用，推动其开发利用进程。

项目负责人：蒋小松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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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888596-2022优质鸡育种材料和方法创新及新品种选育（育种攻关项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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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筛选地方鸡优异种质资源，发掘优势特色基因或分子标记 2个，研
发育种新技术，完成特色新品系一个世代的选育；发表论文 2篇；出版
专著 1部。

项目筛选地方鸡优异种质资源，发掘优势特色基因或分子标记 3
个，研发育种新技术，完成特色新品系一个世代的选育；发表
论文 4篇；出版专著 1部。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开展育种材料和方法创新及新品种选育；建立突破性优质鸡育种技术体系；挖掘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优异基因或分子标记；构建杂交优势
最大化模型；开展配套养殖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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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10 8

部分科目支出与预算略有不一致

其中：财政资金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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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指标

专著 ＝ 1 本 1 15 15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 2 篇 4 25 25

筛选优势性状基因 ≥ 2 个 3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优质肉鸡养殖技术培训 ≥ 2 次 2 15 15
开展优质肉鸡现场技术指导 ≥ 3 次 3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父母代种鸡养殖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98

评价结论
项目执行良好，自评总分 98分。项目完成 2022年度研究内容和各项考核指标，经费支出基本按照任务书各科目支出；项目发掘优势特色基因或分子标记 3个，
发表论文 4篇，出版专著 1部。

存在问题 由于新冠疫情反复影响及肉鸡行情持续低迷，本年度公益性服务、培训、品种推广等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项目科目预算略有调整。

改进措施 强化公益性服务和技术培训，强化财政经费科目支出。

项目负责人：蒋小松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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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965-2022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家禽健康养殖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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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主要品系高世代选育，保持和提高各品系优势性状的性能指标；继
续开展快慢羽自别雌雄品系、屠宰加工型品系、特优质型品系的选育；
开展组合试验和配合力测定，筛选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杂交组合并进行中
试推广。

项目开展了大恒 SO1、S05等品系高世代选育、快慢羽自别雌雄
品系、屠宰加工型品系、特优质型品系的选育；集成优质肉鸡
精准高效饲养管理技术 1项；研发优质肉鸡育种技术 1项；申
请专利 2件，发表论文 2篇，优质肉鸡养殖生产效率提高 5.8%。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开展大恒肉鸡育成品系的高世代选育，以生产性能为主要育种目标，并兼顾肉质风味和体貌性状，保持和提高各品系优势性状的性能指标；
开展快慢羽自别雌雄品系、屠宰加工型品系、特优质型品系的选育，以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同时研究提高新品系繁殖性能的具体方案
和措施，以解决优质肉鸡制种成本高的技术瓶颈；优质肉鸡特色优势性状基因的筛选；开展新品种的饲养管理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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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56 174.56 174.56 100.00% 10 8
其中：财政资金 174.56 174.56 174.56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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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优质肉鸡精准高效饲
养管理技术

≥ 1 项 1 10 10

研发优质肉鸡育种技术 ≥ 1 项 1 20 20

质量指标
专利申请数 ≥ 2 项 2 10 10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 2 篇 2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优质肉鸡养殖生产效率提高 ＝ 5 % 5.8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98

评价结论
项目执行良好，自评总分 91分。项目完成 2022年度研究内容和各项考核指标；项目集成优质肉鸡精准高效饲养管理技术 1项；研发优质肉鸡育种技术 1项；申
请专利 2件，发表论文 2篇。

存在问题 由于新冠疫情反复影响，本年度公益性服务、培训等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改进措施 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性服务。

项目负责人：杜华锐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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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120-2022畜禽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现畜）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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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猪、鸡小农户标准化养殖技术研发，研究制定标准化养殖技术方案 1套；
示范标准化养殖理念和技术，建立小农户标注化养殖示范户 2个，开展标准化
养殖技术示范；乌骨鸡与黑色素沉积相关 circRNA鉴定。

项目鉴定影响鸡黑色素沉积 circRNA 1个，改造猪、鸡圈舍面积 10平方米
/米，申请专利 1件，发表论文 1篇；通过小农户标准饲养管理技术在生产
中的应用，提升养殖效益 5%以上，养殖示范户的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鉴定影响鸡黑色素沉积 circRNA1-2个，进一步丰富鸡 circRNA公共数据库；通过 circRNA-miRNA互作网络解析其在黑色素沉积过程中的调控作用。开展
猪鸡小农户标准化养殖技术研发，集成示范小农户标准化养殖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促进猪鸡养殖的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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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 35.20 33.47 95.08% 10 7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35.20 35.20 33.47 95.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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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影响鸡黑
色素沉积
circRNA

≥ 1 个
鉴定影响鸡黑色素沉积 circRNA 2个，分
别是 circ_0001841（ADAMTS20）和

circ_0000719（MAPK1）。
20 20

改造圈舍面积 ≥ 10 平方米/户 改造猪、鸡小农户生产标准化圈舍 11个，
鸡舍 10平方米/个，猪舍 6.6平方米/个。

10 10

质量指标

国内外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数

≥ 1 篇 发表论文 1件 10 10

专利申请数 ≥ 1 项 申请专利 1件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小农户标准化
养殖效益提升

＝ 5 % 通过小农户标准饲养管理技术在生产中
的应用，提升养殖效益 7.1%。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养殖示范户满
意度

≥ 90 % 养殖示范户满意度达到 95%以上。 10 10

合 计 100 97

评价结论
根据项目实现情况，自评总分为 97分，所有绩效目标均基本完成。本项目研究发现的分子标记可以用于乌骨鸡黑色素特性评价的生物标记，或作为人类黑色素瘤研究的靶基因。形成了含品种选

择、场址布局、鸡舍建设与设施、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控技术等内容小农户标准化养鸡技术方案，养殖户采用后效果良好，满意度高，结合现代养猪在保温、通风、换气、粪猪分离、防疫、粪污处

理等方面的核心技术和小农户养猪的实际，设计出了小农户拼装猪舍，拼装猪舍将现代养猪的环境控制、粪污分离等核心技术聚集于拼装猪舍，应用效果良好。

存在问题
分子基础及遗传机理的研究错综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基础研究需要大量的数据积累才可能上升到应用，因此还需加强深入研究。全省小农户养鸡的总量较大，是我省家禽产业不可忽视的环节，

针对小农户标准化生产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同时还应加强这方面的宣传与科普工作。

改进措施 针对项目自评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改进完善的意见及有关政策性建议。（200字以内）

项目负责人：蒋小松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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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066-2022大恒优质肉鸡新品种培育（现畜）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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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品系高世代选育，进一步提高整齐度和抗病力；优势、特色新品系选育，研
发提高新品系繁殖性能的具体方案和措施；突破性配套系选育，开展组合试验和
配合力测定，筛选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杂交组合并进行中试推广。

项目集成优质肉鸡精准高效饲养管理技术 1套，研发优质肉鸡育种技术
1项，申请专利 1件，发表论文 2篇；通过研发集成的优质肉鸡精准高
效饲养管理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降低优质肉鸡养殖用药成本 5%，育
雏育成期成活率达到 90%以上。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采用现代数量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结合的手段，以市场需求为主导，开展优质肉鸡生长性状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全环控鸡舍喷雾免疫及消毒等技术进行优
质肉鸡配套系育种与开发，同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以提升优质肉鸡产业发展的科技内涵为目标，以提高产品质量水平、产业效益、市场竞争力和资源利
用率为切入点，以“研究所+育种基地+专家服务站”的技术扩散模式，以“祖代场+父母代场+商品代场”的新品种推广模式进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示范与推广，
开展层次多样的技术咨询、人员培训、专题讲座等科技活动，加快养殖技术的传递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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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 61.00 60.91 99.85% 10 8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61.00 61.00 60.91 99.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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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优质肉鸡精准高效饲
养管理技术

≥ 1 项 1 20 20

研发优质肉鸡育种技术 ≥ 1 项 1 10 10

质量指标
专利申请数 ≥ 1 项 1 10 10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 2 篇 2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优质肉鸡养殖用药成本降低 ＝ 5 % 6.4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育雏育成期成活率 ≥ 90 % 92.7 10 10
合 计 100 98

评价结论
根据项目实现情况，自评总分为 98分，所有绩效目标均基本完成。本项目针对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采用现代数量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结合的手段，以市场需求为主导，
开展优质肉鸡新品系的选育及配套高效健康饲养管理技术的研发与集成，并通过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以及人员的培训，提升全省优质肉鸡产业的技术水平，促进肉鸡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存在问题
肉鸡养殖成本在不断提高，市场行情波动大，疾病、社会舆论对产业的冲击突出，另外，由于新冠疫情反复影响及肉鸡行情持续低迷，本年度公益性服务、培训、品种推广和成果转
化等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改进措施
基础研究最好能保证一定的延续性和深入性，因此最好能有较稳定资金投入支持。此外，该项目为我省没有养殖用地、但有养殖意愿的小农户提供全新的选择，但目前宣传地还不够，
不为广大农户知晓，所以推广数量还不够，建议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

项目负责人：蒋小松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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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181853-2021优质种畜禽绿色高效安全生产（园区创新）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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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产业发展关键共性技术 2项；优质种鸡、种兔扩繁生产效率提高 4%；
授权专利 1项，发表论文 1篇；扩繁祖代鸡群 7000套；扩繁优质兔祖代
群体 2000套；推广父母代种鸡 7.5万套，种兔 3万套。

集成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 2项；优质种鸡、优质种兔扩繁
生产效率提高 4%以上；授权专利 1项；发表论文２篇；扩繁优
质鸡祖代群体 1.0万套、优质兔祖代群体 0.3万只，推广父母代
种鸡 10万套、父母代种兔 3.1万只。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围绕四川省畜牧高科技示范园区优质鸡、优质兔种群扩繁生产技术不配套的瓶颈问题，以提高种业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绿色高效安全生
产为核心，重点针对园区育成品种的良繁制种、营养和疫病的精准调控、标准化健康养殖等扩繁生产关键环节，产学研紧密结合协同开展
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构建技术体系，提升产业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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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8.58 99.96% 10 9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 100.00 8.58 99.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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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专利 ≥ 1 件 1 20 20

发表论文 ≥ 1 篇 2 20 20

推广父母代种鸡和兔 ≥ 105000 套 131000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扩繁祖代鸡和兔 ≥ 7000 套 1300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养殖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99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得分 99分，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建立了“育、繁、推”相结合的产业化模式，通过良繁体系建设、示范基地建设带动与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新
增社会产值 3500万元，新增社会效益 700万元。；同时通过项目示范推广，可提升我省优质种畜禽扩繁生产的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实现优质畜禽种业的提质增
效，保障全省畜禽种业安全，支撑引领我省现代畜禽种业强省建设。

存在问题 该项目在实施和资金使用过程中，项目执行进展顺利，资金使用管理规范，完全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未发现任何问题。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夏波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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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5646-2022四川创新团队-生猪首席专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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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组织开展团队会议 2-3次；在 5个示范县开展生猪生产情况监测，每个县监
测 1个村和 1个规模猪场每月的生猪存栏量和出栏量变化情况；开展产业调研，
提供调研报告 1个。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1.组织年度计划会、年度考核会各 1次；
2.开展 5个示范县定点村生猪生产情况监测，包括每月生猪存栏量、出
栏量等情况；3.在绵阳市三台县、江油市、乐至县、乡城县开展产业调
研，完成调研报告 2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组织 2021年度考核会，从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产业指导与服务、示范基地服务指导、绩效、资金管理五个方面进行了考核评分，十一个岗位评分均在 94
分以上，顺利通过考核；2.组织年度计划会，部署 2022年度各岗位工作任务；3.在示范县简阳市、乐至县、江油市、三台县、泸县各选择一个监测村，每
月对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存栏量、出栏量、仔猪价格、育肥猪价格进行持续监测；4.在绵阳市三台县、江油市、乐至县、乡城县
开展产业调研，与三台县、乡城县建立县院合作关系，开展生猪产业调研、技术指导；5.参与完成《按照大食物观优化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全方位夯实我省
粮食安全根基的对策建议》、《四川生猪产业发展报告》2篇调研报告，以及《江油市生猪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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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10 0

2020年度经费于 12月下达，无法使用，项目实际
支出为科研人员垫付或已支未付

其中：财政资金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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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年度考核会 ＝ 1 次 1 20 20

组织年度计划会 ＝ 1 次 1 20 20
开展生猪生产情况监测 ＝ 5 个 5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产业调研 ≥ 2 次 3 30 30
提供调研报告 ≥ 1 份 2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100.00%，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一是组织 2021年度考核会，十一个岗位评分均在 94分以上，顺利通过考
核；二是组织年度计划会，部署 2022年度各岗位工作任务；三是在示范县简阳市、乐至县、江油市、三台县、泸县各选择一个监测村，每月对生产数据、生猪价
格进行持续监测；四是在绵阳市三台县、江油市、乐至县、乡城县开展产业调研，与三台县、乡城县建立县院合作关系；五是参与完成《按照大食物观优化现代
农业生产结构全方位夯实我省粮食安全根基的对策建议》、《四川生猪产业发展报告》2篇调研报告，以及《江油市生猪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存在问题 当年资金下达较晚，无法使用，项目实际支出为科研人员垫付或已支未付。

改进措施 建议经费及时下达。

项目负责人：何志平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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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7637576-2022乡村人才振兴-科技下乡万里行(张金灵)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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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泸州市、自贡市两市开展交流调研，摸清当地生产实际，提出技术帮扶路径，
完成调研报告 1份以上，提供决策依据；建立建立生猪养殖示范基地 5个，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开展“生猪养殖关键技术”、“养殖场疫病与生物安全防护”等技术
培训，有针对性的解决生猪产业发展中的技术瓶颈问题，不断提升养猪场现代设
施化水平、科学饲养管理水平。

全面完成目标任务。1.调研报告 4篇；2.建立建立生猪养殖示范基地 12
个，其中自贡 10个、泸州 2个；3.集中培训 16次，现场指导 84次，培
养人员
700余人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2022年 3月 29日，四川省科技下乡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动。第 67团受援地为泸州市、自贡市，本年度在 2市 12县（区）开展了技术服务，现场服务累计
150天。1.完成《自贡市 2022年生猪生产发展调研报告》、《2023年泸州市生猪产业发展分析》等调研报告 4篇；集中培训 16次，现场指导 84次，其中
在自贡市荣县、贡井区、大安区、沿滩区共举办集中培训 5次，在泸州市江阳区、纳溪区、龙马潭区、叙永县、古蔺县、合江县共举办集中培训 7次，在
成都市、凉山州等地举办集中培训 4次，培养人员 700余人次；指导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12个，推广新技术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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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23.10 96.23% 10 9.6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4.00 23.10 96.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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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调研报告 ≥ 1 份 4 20 20

开展集中培训 ≥ 16 次 16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养技术人员 ≥ 500 人次 700 10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立示范基地 ≥ 5 个 12 20 20
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指标 帮扶地区满意度 ≥ 90 % 96.5 20 20

合 计 100 99.6

评价结论

项目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96.23%，项目自评总分 99.6分。一是完成自贡市、泸州市等调研报告 4篇；二是集中培训 18次，培
养人员 700余人次，其中，培养科技示范户 20户，培养技术骨干人才 217人；三是指导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12个，累计到示范基地服务指导 80次，送去各类消毒
药 4吨，以及防护服、口罩、手套、喷雾器、雨靴等防疫物资；四是针对当地生猪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主要推广了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生猪疫病综合防控
防控、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等 5项新技术。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张金灵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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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462257-三区科技人才经费(2022年)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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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畜牧兽医相关科技咨询、技术培训及现场指导工作；在养殖、牧草
基地等开展技术示范应用；给受援地赠送饲料、药品、生猪等。

开展技术培训 390人次；现场指导专业技术人员、养殖户 48人
次；发放养殖资料 700册。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开展畜牧兽医相关技术培训 390人次；现场指导专业技术人员、养殖户 48人次；发放养殖相关资料 700册。通过开展科技培训、转化科
技成果等多种方式，提高了科技帮扶的入户率、到位率和覆盖率，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科技人才支持和智力服务，切实发挥了“三区”人
员的科技帮扶和带动作用。由于经费 12月才到账，部分经费未及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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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 33.95 65.30% 10 7

经费 12月才到账，部分经费未及时支出。

其中：财政资金 0.00 52.00 33.95 65.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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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培训人次 ≥ 350 人次 390 10 10
现场技术指导 ≥ 42 份 48 10 10

发放科普和技术资料 ≥ 600 份 700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 99 % 100 20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本土人才技能 定性 高中低 / 高 30 3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援单位满意度 ≥ 90 % 95 10 10

合 计 100 97

评价结论
开展了技术培训 390人次；现场指导专业技术人员、养殖户 48人次；发放养殖资料 700册。提高了当地人才畜禽健康养殖技能，受援单位满意度高，为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了技术支撑。

存在问题 经费未使用完，由于经费 12月才到账，未能及时完成报账手续。

改进措施 提前计划，及时完成财务报账流程。

项目负责人：李雯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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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102961-农业生产发展资金-2022农业减碳与秸秆资源化利用协同推广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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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执行期 2022-2023年总目标:1. 对宣汉县秸秆资源化利用情况进行
调研；2. 与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四川省农业机械
研究设计院在宣汉县合作建立秸秆资源化利用示范基地 1个；3. 针对宣
汉县种养殖实际情况，集成秸秆饲料化利用配套技术，并编印技术资料；
4. 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

建立秸秆饲料化利用示范基地 1个；在宣汉、成都开展秸秆饲
料化利用技术培训 3次，培训 162人次；完成宣汉县秸秆资源
化利用情况调研，以及阆中市、南部县秸秆资源台账电话回访；
发表论文 1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对宣汉县秸秆资源化利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对阆中市、南部县的市场主体和农户秸秆资源利用台账进行了电话回访；以省市县专家联动
的科技服务机制，在宣汉县建立秸秆饲料化利用示范基地 1个,以培训和现场指导方式推广玉米秸秆-杂交狼尾草混合青贮技术等饲草料加
工技术 3个；在宣汉、成都开展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培训 3次；发表论文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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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6.19 77.43% 10 8

2022年受新冠疫情因素影响较大，对项目组专家赴
宣汉现场开展工作的计划造成极大影响.原计划在
宣汉县开展的集中培训指导未能实施。

其中：财政资金 0.00 8.00 6.19 77.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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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秸秆资源化利用示范基地 ＝ 1 个 1 20 20
技术指导和培训 ≥ 100 人 162 20 20
撰写调研报告 ＝ 1 篇 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农业减排和秸秆资源化利用 定性 优良中低差 优 15 15
构建推广秸秆高质贮藏饲用技

术体系
定性 优良中低差 优 15 15

合 计 100 98

评价结论
1.在宣汉县建立秸秆饲料化利用示范基地 1个；推广玉米秸秆-杂交狼尾草混合青贮技术等饲草料加工技术 3个；2. 在宣汉、成都开展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培训 3
次，培训 162人次；3. 完成宣汉县秸秆资源化利用情况调研，以及阆中市、南部县秸秆资源台账电话回访；4.发表论文 1篇。通过秸秆饲料化利用配套技术推广，
较大提高了宣汉县秸秆饲料化利用率，丰富了优质粗饲料的供给，促进了秸秆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农民增收。

存在问题 2022年受新冠疫情因素影响较大，频繁的防控措施对项目组专家赴宣汉现场开展工作的计划造成极大影响，原计划在宣汉县开展的集中培训指导未能实施。

改进措施 项目执行中应更充分发挥省市县专家联动的科技服务机制，加强产业中技术问题的反馈，提高技术支撑实效。

项目负责人：张大江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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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99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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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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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合作社技术需求，建立三区科技人员与受援单位互助服务体系，通
过现场指导、电话答疑、送物资送技术等多种方式开展技术指导，提高
畜禽健康养殖科技水平，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技术支撑。

示范应用养殖技术 14项；技术培训 440人次；现场指导 71人
次；推广畜禽及牧草新品种 7个；发放养殖资料 900册。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开展示范应用畜禽、牧草等养殖技术 14项；开展技术培训 420人次；现场指导专业技术人员、养殖户 71人次；推广畜禽及牧草新品种 7
个；发放养殖资料 900册。由于经费到账时间较晚，于 2022年度 11月前完成全部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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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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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应用养殖技术 ＝ 10 项 14 20 20

开展技术培训 ＝ 300 人次 440 20 20
现场指导专业技术人员/养殖户 ＝ 50 人次 7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广畜禽及牧草新品种 ＝ 5 个 7 15 15

发放养殖资料 ＝ 650 册 900 15 15
合 计

评价结论
开展示范应用畜禽、牧草殖技术 14项；开展技术培训 440人次；现场指导专业技术人员、养殖户 71人次；推广畜禽及牧草新品种 7个；发放养殖资料 900册。
圆满完成目标任务，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技术支撑。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李雯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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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99062-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设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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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生猪生产情况监测、新品种培育及良种猪示范推广、生猪疫病防控、

设施设备研发、粪便有害物监测等工作。年度目标包括：1.在 5个示范

县开展每月生猪生产情况监测；2.完成优质黑色父本新品种审定现场核

验工作；3.示范推广优良种猪 500头，出栏优质风味商品猪 1万头；4.
检测疑似非洲猪瘟、猪瘟、蓝耳病、口蹄疫、圆环病毒 2型等抗原、抗

体样本各 200份以上；筛选获得对 PRRSV具有抗病毒活性有效成分 1-2
个；5.研发生猪疫病预警系统 1套；6.筛选优势性状基因 5-8个，开展川

乡黑猪毛色基因检测 90头；7.检测规模养殖场生猪粪便、污水样品 48
个；8.现场培训或授课 8次以上，培训 240人次以上；9.申请专利 2件，

发表论文 1篇。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目标任务。1.开展 5个示范县定点村生猪生

产情况监测，包括每月生猪存栏量、出栏量等情况；2.完成优质

黑色父本新品种审定现场核验工作；3.示范推广优良种猪 620
头，出栏优质风味商品猪 1.2万头；4.检测疑似非洲猪瘟、猪瘟、

蓝耳病、口蹄疫、圆环病毒 2型等抗原、抗体样本均 1000份以

上，筛选获得对 PRRSV具有抗病毒活性有效成分 3个；5.开发

出智健康管理平台和生猪疾病智能预警系统；6.筛选优势性状基

因 12个，开展川乡黑猪毛色基因检测 678头；7.检测规模养殖

场生猪粪便、污水样品 48个；8.现场培训或授课 13次，培训

1700余人次；9.获授权专利 3件，发表论文 6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在示范县简阳市、乐至县、江油市、三台县、泸县各选择一个监测村，每月对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存栏量、

出栏量、仔猪价格、育肥猪价格进行持续监测；2.优质黑色父本新品种“川乡黑猪”通过新品种审定现场核验以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最终审定，获得新品种证书；3.两个科技示范场四川铁骑力士和泸州市古蔺丫杈种猪场共示范推广优良种猪 620余头，出栏优质风味商品

猪 1.2万余头；4.检测疑似非洲猪瘟、猪瘟、蓝耳病、口蹄疫、圆环病毒 2型等抗原、抗体样本均 1000份以上，首次开展中药提取物对

PRRSV抑制作用的研究，提出了水提虎耳草、水提闸驯和MAP30-PEG对 PRRSV具有明显抑制作用；5.结合猪只体温、呼吸、心跳等健

康指标，研发“吊轨”机器人，实现健康指标无接触式监测，开发出智健康管理平台和生猪疾病智能预警系统；6.通过 lncRNA测序筛选影

响猪重要经济性状的候选基因 12个，完成了育种科研基地 678头川乡黑猪种猪毛色基因 3个 SNP位点扫描；7.采集规模养殖场生猪粪便、

污水样品 48个，完成 5种重金属、9种抗生素残留量检测；8.现场培训或授课 13次，培训 1700余人次；9.获授权专利 3件，发表论文 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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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0 91.00 0.00 0.00% 10 0

当年项目经费未下达，项目实施过程中，均为研究
人员垫付或已支未付。

其中：财政资金 91.00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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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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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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推广优良种猪数量 ≥ 500 头 620

研发生猪疫病预警系统 ＝ 1 套 1

主要疫病抗原抗体检测 ≥ 400 份 2000
检测猪毛色基因 ≥ 90 头 678

检测粪便、污水样本 ＝ 48 个 48
申请专利 ≥ 2 件 3
发表论文 ≥ 1 篇 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新品种审定 ＝ 完成 完成

现场培训或授课 ≥ 8 次 13
培训人员 ≥ 240 人次 1700
合 计 90

评价结论

项目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项目自评总分 90分。一是本项目涉及首席专家及配套系选育、生产技术与环境控制、传染病防控、地方猪种质资源评价、粪
污有害物研究五个岗位的任务工作，各岗位进展顺利，年度考核评分均大于 94分，全部通过考核。二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示范推广优良种猪 620余头，出栏优质
风味商品猪 1.2万余头，场培训或授课 13次，培训 1700余人次，在带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项目获的授权专利 3件，发表论文
6篇。

存在问题 当年经费未下达，项目实施过程中，均为研究人员垫付或已支未付。

改进措施 建议经费及时下达。

项目负责人：何志平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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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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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示范县开展每月生猪生产情况监测；2.完成优质黑色父本新品种
审定现场核验工作；B牛团队：1、开展团队活动 3次；2、开展地方牛
遗传资源调查和生产性能测定，累计完成 450头次；3、培育蜀宣花牛肉
用种公牛 10头，推广冷冻精液 8万支，推广蜀宣花牛 8000头；4、集成
研发并建立四川肉牛扩繁场和育肥场建设技术规程各 1个；C羊团队：
1．完善育种档案资料，建立档案 100份；选育并扩大肥羔山羊新品系四
世代选育群，使四世代选育群达到 300只；开展生长发育性能、繁殖性
能、产肉性能及肉品质的系统性能测定，测定 160只。2．研究集成肉用
山羊种羊生产技术 1项。D兽药团队：发表论文 1篇，申报发明专利 1
项，开展行业调研 1次，示范基地技术服务 6次，示范场抗菌药使用降
低 10%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目标任务。1.开展 5个示范县定点村生猪生
产情况监测，包括每月生猪存栏量、出栏量等情况；2.完成优质
黑色父本新品种审定现场核验工作；3.示范推广优良种猪 620
头，出栏优质风味商品猪 1.2万头；4.检测疑似非洲猪瘟、猪瘟、
蓝耳病、口蹄疫、圆环病毒 2型等抗原、抗体样本均 1000份以
上，筛选获得对 PRRSV具有抗病毒活性有效成分 3个；5.开发
出智健康管理平台和生猪疾病智能预警系统；6.筛选优势性状基
因 12个，开展川乡黑猪毛色基因检测 678头；7.检测规模养殖
场生猪粪便、污水样品 48个；8.现场培训或授课 13次，培训
1700余人次；9.获授权专利 3件，发表论文 6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在示范县简阳市、乐至县、江油市、三台县、泸县各选择一个监测村，每月对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存栏量、
出栏量、仔猪价格、育肥猪价格进行持续监测；2.优质黑色父本新品种“川乡黑猪”通过新品种审定现场核验以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最终审定，获得新品种证书；3.两个科技示范场四川铁骑力士和泸州市古蔺丫杈种猪场共示范推广优良种猪 620余头，出栏优质风味商品
猪 1.2万余头；4.检测疑似非洲猪瘟、猪瘟、蓝耳病、口蹄疫、圆环病毒 2型等抗原、抗体样本均 1000份以上，首次开展中药提取物对
PRRSV抑制作用的研究，提出了水提虎耳草、水提闸驯和MAP30-PEG对 PRRSV具有明显抑制作用；5.结合猪只体温、呼吸、心跳等健
康指标，研发“吊轨”机器人，实现健康指标无接触式监测，开发出智健康管理平台和生猪疾病智能预警系统；6.通过 lncRNA测序筛选影
响猪重要经济性状的候选基因 12个，完成了育种科研基地 678头川乡黑猪种猪毛色基因 3个 SNP位点扫描；7.采集规模养殖场生猪粪便、
污水样品 48个，完成 5种重金属、9种抗生素残留量检测；8.现场培训或授课 13次，培训 1700余人次；9.获授权专利 3件，发表论文 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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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0 223.00 222.32 99.7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223.00 223.00 222.32 99.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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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生猪疫病预警系统 ＝ 1 套 15 15

发表论文 ＝ 6 篇 20 20

申请专利 ＝ 2 篇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研究集成肉用山羊种羊生
产技术

＝ 1 项 15 15

培训养殖人员 ＝ 200 人次 20 2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结合自评项目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一是本项目涉及首席专家及配套系选育、生产技术与环境控制、传染病防控、地方猪种质资
源评价、粪污有害物研究五个岗位的任务工作，各岗位进展顺利，年度考核评分均大于 94分，全部通过考核。二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示范推广优良种猪 620余头，
出栏优质风味商品猪 1.2万余头，场培训或授课 13次，培训 1700余人次，在带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项目获的授权专利 3件，
发表论文 6篇情况，说明项目自评总分，说明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或成果。（200字以内）

存在问题 当年经费未下达，项目实施过程中，均为研究人员垫付或已支未付。

改进措施 建议经费及时下达。

项目负责人：张金灵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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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187316-2021基本科研业务费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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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执行期 2021-2022年总指标；通过项目实施，到 2022年 12月 31日，预计解
析畜禽优势特色性状的分子调控机理及监理综合评价体系 5项，撰写论文及研究
报告 10篇，申请专利 1件，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 10次，持续开展国家级畜禽
遗传资源-四川白兔的生产性能测定、统计分析和保种效果评价。

经过两年实施，获得解析畜禽优势特色性状的分子调控机理及综合评价
体系等 5项，撰写论文 12篇，申请专利 2件，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
10次，持续开展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四川白兔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本项目共分为 8个专题，以猪、鸡、兔等主要畜禽为研究对象，开展丫杈猪群体遗传结构及重要经济性状选育、基于多组学技术的鸡快慢羽性状形成机理
解析、肉兔肌肉生长相关基因的筛选与鉴定、兔病毒性出血症 2型防控关键技术研发、芥子碱降解菌核心酶基因的重组表达及其性质研究等。2021-2022
年共获得解析畜禽优势特色性状的分子调控机理及综合评价体系等 5项，包括获得了 10个与快慢羽形成及遗传相关的候选基因、筛选了 5个可用于基因修
饰改良肉兔的生长速度和肉质的关键调控miRNA和mRNA、整合了丫杈猪群体基因组和表型组数据初步建立四川首个地方猪(丫杈猪)全基因组选择参考群、
建立了 1套针对 RHDV2的 RT-RAA可视化检测方法、构建了 1个 RHDV2流行趋势数据库。撰写了论文 12篇，申请了专利 2件，为养殖户提供了技术指
导 10次，持续开展了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四川白兔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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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8 47.48 47.48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47.48 47.48 47.48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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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专利 ＝ 1 项 2 20 20
撰写论文及研究报告 ＝ 10 篇 12 20 20

解析畜禽优势特色性状的
分子调控机理、建立综合评

价体系
＝ 5 项 5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 ＝ 10 次 10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四川
白兔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 1 项 1 15 15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预算执行率 100%，经过两年实施全面完成了目标任务。开展了丫杈猪群体遗传结构及重要经济性状选育、基于多组学技术的鸡快慢羽性状形成机理解析、肉
兔肌肉生长相关基因的筛选与鉴定、兔病毒性出血症 2型防控关键技术研发等研究。获得解析畜禽优势特色性状的分子调控机理及综合评价体系等 5项，撰写论
文 12篇，申请专利 2件，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 10次，持续开展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四川白兔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殷明郁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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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5051256-2022年基本科研业务费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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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执行期 2022-2023年总指标；通过项目实施，到 2023年 12月 31日，预计构
建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实验室制备技术、制定标准化家禽育种数
据采集规程 2套，构建 ceRNA调控网络 1个，撰写科研论文 9篇，申请专利 3
件，示范场冬季流行性腹泻抗生素使用率降低 20%，挖掘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四川
麻兔核心保种群数量扩大至 100只。

经过一年实施，已构建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实验室制备
技术 1套、多环境因子传感器网络监测系统 1套，申请专利 3件，示范
场冬季流行性腹泻抗生素使用率降低 20%，四川麻兔核心保种群数量扩
大至 50只。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本项目共分为 8个专题，以猪、鸡、羊、兔等主要畜禽为研究对象，开展重组芥子碱降解菌安全性及其在不同诱导条件下核心酶基因表达研究、高通量家
禽性能测定设备研发和标准化育种数据采集规程制定、肥羔型黑山羊羔羊抗肺炎相关基因挖掘及功能验证、四川麻兔群体扩繁与肌肉发育关键基因挖掘等。
经过一年实施，已构建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实验室制备技术 1套、多环境因子传感器网络监测系统 1套，申请专利 3件，示范场冬季流行
性腹泻抗生素使用率降低 20%，挖掘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四川麻兔核心保种群数量扩大至 5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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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46.00 106.72 73.09%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46.00 106.72 73.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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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育种数据采集规程等 ＝ 2 套 2 20 20
申请专利 ＝ 3 个 3 15 15

构建 ceRNA调控网络 ＝ 1 套 0 10 5
已经完成了高通量
测序，数据深度挖掘

正在进行

撰写科研论文 ＝ 9 篇 0 15 7.5 正进行实验数据
收集、整理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示范场冬季流行性腹泻抗生素

使用率
≤ 20 % 20 15 15

可持续发展指标
挖掘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四川麻

兔核心保种群数量
≥ 100 只 50 15 15 正在进行核心保

种群扩繁

合 计 100

评价结论
项目预算执行率 73.09%，经过一年实施，做到了时间过半、经费过半、任务过半。已构建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实验室制备技术 1套、多环境因子传感器网络监测系统
1套，申请专利 3件，示范场冬季流行性腹泻抗生素使用率降低 20%，挖掘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四川麻兔核心保种群数量扩大至 50只。已经完成了高通量测序，ceRNA调控网络数据
深度挖掘正在进行。持续进行四川麻兔核心保种群扩繁。2023年项目将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殷明郁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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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258151-2022第二批省科技计划-动物遗传育种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后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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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正常运行：配合科技厅对实验室的要求，开展实验室开放、学术委员

会会议、安全检查、年度考核、开放课题等活动，保证实验室正常运行；

2、开展开放周活动 1次，设置开放课题 2个，检测样本 15个以上；

3、实验室平台发挥作用：保证科研人员在平台顺利开展科研活动，满意度 100%。

1、按照科技厅要求开展科技开放周活动 1次，并进行活动情况上报；2、
设置开放课题 2个；3、先后检测样本 20个，包括荧光定量 PCR\DNA
抽提\氨基酸测定等；4、实验室正常运行，科技人员顺利实施科研项目。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实验室正常运行：配合科技厅对实验室的要求，开展实验室开放、学术委员会会议、安全检查、年度考核、开放课题等活动，保证实验室正常运行；

2、实验室安全运行：随时接受街道办、环保部门、科技部门等单位对实验室的检查等活动，保证实验室安全运行，三废处理合规合法，不发生安全事故；

3、实验室平台发挥作用：保证科研人员在平台顺利开展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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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 64.56% 10 6

因为经费到位时间很晚，所以有些内容尚未实施。
所余经费结转到下个年度使用。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9.00 12.27 64.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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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开放活动周 = 1 次 1 20 20

设置开放课题 = 2 个 2 20 20
检测样本 ≥ 15 个 15 20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实验室正常运行，科研项目
顺利实施

10 10

满意度指标 科研人员满意度 ≥ 100 % 100 20 20

合 计 100 96

评价结论
结合自评情况，说明项目自评总分，说明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或成果。（200字以内）1、按照科技厅要求开展科技开放周活动 1次，并进行活动情况上报；2、设
置开放课题 2个；3、先后检测样本 20个，包括荧光定量 PCR\DNA抽提\氨基酸测定等；4、实验室正常运行，科技人员顺利实施科研项目。

存在问题
结合自评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200字以内）1、项目的实施主要为了保证实验室正常运行，实验室的运行存在仪器设备突然需要更换或者维修维护等
问题，因此在经费的使用上随时存在更改等情况。2、项目与其他项目不同，后补助项目，根据考核等级来进行补助，项目绩效指标如何设置更科学和完善有待共
同研究。

改进措施
针对项目自评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改进完善的意见及有关政策性建议。（200字以内）1、进一步贯彻执行项目经费调整等文件；2、严格按照项目绩效指标
进行项目实施。

项目负责人：李江凌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71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6465-2022四川创新团队-肉羊主要疫病防控技术研究集成与应用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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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跟踪我省主要流行病的流行病学；形成羊口疮的综合防治技术方案
1套，研制细化羔羊保健程序 1套；研制细化羔羊保健程序 1套，编制
肉羊规模养殖综合防疫技术资料 1套；在示范县及示范场展开生产示范
应用；在示范县等地跟进肉羊生产防疫科技社会服务，开展科技示范推
广，开展肉羊防疫技术培训从业技术人员 150人次以上，助力乡村振兴。
发表论文 2-3篇。

全面完成计划任务：申报省厅主推技术 1项，研制羔羊保健程
序 1套；开展 30余次防疫技术服务、在约 5万只规模肉羊技术
示范应用；科技培训 500余人次；发表论文 8篇，获发明专利
授权 1件，获农林渔业丰收二等奖 1项。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在团队首席指挥和兄弟岗位帮助下，继续开展了肉羊口蹄疫、小反刍、寄生虫病等重要流行病流调，丰富了重要流行病流调资料；依托课
题组已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编制了羊口疮中药减抗防治技术、并申报了本年度农业农村厅主推技术 1项，研制细化羔羊保健程序 1套，编
制肉羊规模养殖综合防疫技术资料 1套；在南江、金堂、乐至、简阳等市县开展了 30余次防疫技术服务及试验示范，赠送防疫急需的专
利中药 600余公斤，并在约 5万只规模肉羊开展了肉羊主要疫病中药防治技术示范应用，示范羊群死淘率降低 15%以上，减少抗生素等化
药使用 80%以上，减少了养殖场户大量直接经济损失，显著提高了肉羊品质，助力乡村振兴； 开展肉羊防疫有关技术培训 7次，培训从
业技术人员近 500余人次；从我省巴中、南充、广元、资阳、内江、凉山等多个肉羊主产区取得霉菌污染的饲料样品，开展了霉菌分离鉴
定、致病性探讨、防治方法等系列研究，初步从饲用玉米、草料、豆渣、酒糟等多种饲料原料获得有较强致病性的霉菌分离株 8株，获得
针对霉菌毒素中毒防治的中药专利 1件；发表科研论文 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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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14.00 0.00 0.00% 10 0

项目工作全部按预算执行。只因经费年末到达，未
能及时报账。

其中：财政资金 14.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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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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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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科研论文 ≥ 2 篇 8 20 20

数量指标
编制肉羊规模养殖综合防

疫技术方案
＝ 1 套 2 20 20

数量指标 科技培训 ≥ 150 人次 500 20 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死淘率 ≥ 10 % 15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减少抗菌素及化学药物使用 ≥ 70 % 80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丰富了我省肉羊重要流行病流调资料；编制并申报了本年度农业农村厅主推技术 1项，研制细化羔羊保健程序 1套；开展了 30余次防疫技术服务，降低死淘率 15%
以上、减抗 80%以上，显著提高了肉羊品质，助力乡村振兴；技术培训 7次，培训从业技术人员近 500余人次；立足我省肉羊生产实际，开展了肉羊饲料源霉菌
致病性及防治研究，获霉菌毒素中毒防治发明专利 1件；立足岗位职责，努力为保障我省肉羊规模养殖安全生产、促进乡村振兴贡献科技支持。

存在问题
结合回顾防疫岗位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经费捉襟见肘，肉羊产业发展正值集约化生产方式转型关键期，生产防疫生命线风险普遍较高，在防疫科
学研究及技术推广方面亟待更多资助支持；二是因为新冠肺炎防控，很多课题实施在时间安排方面都很紧张；三是肉羊主要疫病的病原学、检测方法及防治技术
等方面研究的深度还不够细致耐磨。这些都还需要在将来的工作中更好协调，以便为我省肉羊集约化科学发展提供更强化的科技支持。

改进措施
针对项目针对防疫岗位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课题组拟针对羔羊保健及主要疫病安全高效防控等肉羊产业转型升级期防疫管理生命线、提炼更多关键科技问题争
取更多项目资助，开展创新科技储备及先进适用科技示范推广等；并通过多渠道多机制开展产学研大联合，把先进实用的肉羊防疫科技无缝衔接到生产实践中，
助力肉羊规模养殖生产防疫安全及肉羊产品安全卫生品质，从而促进肉羊产业在乡村振兴大局中作出更大贡献。

项目负责人： 魏勇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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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5968-2022四川创新团队-兽药工艺制造研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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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论文 1篇，申报发明专利 1项，开展行业调研 1次，形成分析测试
报告 1份，示范基地技术服务 6次，示范场生猪腹泻发生率降低 30%，
抗菌药使用降低 10%。

完成发表论文 1篇，申报发明专利 1项，开展行业调研 1次，
形成分析测试报告 1份，示范基地技术服务 6次，示范场生猪
腹泻发生率降低 15%，抗菌药使用降低 10%。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开展当归补血制剂稳定性研究、质量标准研究和药效学研究，完成临床前研究内容；开展中西药（阿莫西林、氟苯尼考等）联用药代动力
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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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8.00 0.00 0.00% 10 0

项目经费 2022年 12月下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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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分析、测试报告数据 ＝ 1 份 1 20 20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 1 篇 1 20 20

专利申请数 ＝ 1 项 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示范场仔猪腹泻发病率 ＜ 30 % 15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5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总分 90分，圆满完成项目各项绩效指标。

存在问题 中西药联用药代动力学研究不够深入。

改进措施 增加中西药联用范围，进一步深入研究不同中西药联用的药代动力学。

项目负责人：李旭廷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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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5808-2022四川创新团队-生猪主要传染病防控技术研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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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疑似非洲猪瘟、猪瘟、蓝耳病、口蹄疫、圆环病毒 2型等抗原样本 200份以
上。检测猪瘟、伪狂犬、蓝耳病、口蹄疫等抗体样本 200份以上；形成四川省规
模化猪场耐药基因调查报告 1份。现场培训或授课 3次以上，培训人员 100人次
以上，到现场指导 1次以上。

检测疑似非洲猪瘟、猪瘟、蓝耳病、口蹄疫、圆环病毒 2型等抗原样本
4611份, 抗体样本 7436份；形成我省规模化猪场耐药基因调查报告 1
份。现场培训 6次，培训人员 700余人，现场指导 30余人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检测疑似非洲猪瘟、猪瘟、蓝耳病、口蹄疫、圆环病毒 2型等抗原样本 4611份, 抗体样本 7436份；通过对分离获得四川省链球菌分型确定了我省主要流
行的链球菌血清型已经由单一的低致病性 2型感染过度为高致病性的 7型和 9型的混合感染，且这些菌株对出现了严重的耐药性；通过 PCR方法检测多粘
菌素 E耐药基因 mcr-1及MCR-1阳性菌株的多重耐药基因β-内酰胺酶类、磺胺类、四环素、喹诺酮类、碳青霉烯类、氯霉素类耐药基因的共存状况，表明
四川地区 mcr-1阳性菌株的多重耐药基因情况非常严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通过对我省不同方向的 6个规模化猪场粪便菌群的分析，6个猪场均出现了非
常严重的耐药情况，其中黏菌素类耐药基因、利福霉素类耐药基因、磷霉素类耐药基因以及噁唑酮类耐药基因为新药物的耐药基因；明确了四川省存在 PCV3
的感染，并且存在 PCV2+PRRSV和 PCV3+PRRSV的混合感染模式，但四川省最主要的感染还是 PCV2感染；开展畜禽重大疫病病防控等相关培训 6次，
累计培训地方疫病防控技术人员或养殖户 700余人次，发放资料 600余份；现场疫病防控技术指导 30人次，对提升了基层防疫人员技能和保障地方畜牧业
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完成科技成果评价 2项；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排名第 1 ），发表论文 2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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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0.00 0.00% 10 0

财政经费下达时间是 12月 27日，所以经费未使用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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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四川省规模化猪场耐药基
因调查报告

＝ 1 份 3 10 10

生猪主要疫病抗体检测 ≥ 200 份 7436 20 20
生猪主要疫病抗原检测 ≥ 200 份 461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技术服务大型养殖企业 ≥ 10 个 36 10 10
培训人员 ≥ 100 人次 700 10 10

现场培训或授课 ≥ 3 次 30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0 % 90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2022年经主要传染病防控技术岗位组全体人员和示范县及基层相关人员共同努力，全面超额完成 2022的各项任务和考核指标，因经费到账时间的原因经费未使用外，绩效总得分 90
分。通过项目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四川省养猪企业对于主要和新发动物疫病的抵抗能力，成功保障了我省企业和农户的健康生产，同时提升了我省抗生素使用效率，为减抗、禁抗提供
了技术支撑。

存在问题 无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均圆满完成，但是由于财政经费拨付时间太迟，未及时进行经费使用。

改进措施 财政拨付经费后及时使用，建议财政拨付经费时间提前，便于项目组及时使用经费。

项目负责人：康润敏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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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258559-2022第二批省科技计划-四川省新型兔瘟 2型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及感染机制研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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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组织学、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 RHDV2攻毒的乳兔进行病理组织及抗原分布分析；
采用荧光定量 RT-PCR方法对确诊的感染病死兔的不同组织部位进行病毒含量定量检
测，完成 RHDV2导致的不同组织器官的病理损伤及病毒载量测定。采用典型 RHDV2
毒株对成年兔、幼兔进行攻毒，采集病料进行转录组学测序，筛选与 RHDV2感染相
关的信号通路及差异表达基因，同时采用 RT-qPCR进行验证。收集整理研究数据，在
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篇，撰写验收材料，迎接验收。

已完成病理组织切片的组织观察；完成了荧光定
量 PCR方法测定病死兔不同组织的病毒含量；完
成了不同脏器的病理损伤及病毒载量测定。正在
开展攻毒后差异基因的筛选及验证研究。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本项目针对在我国首次出现的新型兔瘟 2型（RHDV2）死亡率高、传播力强、无针对性防控措施等突出问题，首次对我省 RHDV2的流行
病学情况展开调查，深入分析其分子遗传变异规律和致病性，全面掌握我省 RHDV2的流行趋势，构建 RHDV2流行病学数据库，为制定
有效的 RHDV2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率先开展 RHDV2感染后乳兔的病理变化和病毒抗原分布情况分析，准确掌握 RHDV2临床确诊
依据和病毒定植规律；首次利用三代测序技术开展 RHDV2感染后的乳兔肝脏全基因组测序，筛选与 RHDV2感染有关的信号通路，探索
RHDV2的感染机理，为研发防控 RHDV2新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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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19.17% 10 0

项目执行期 2年，正在给供应商沟通支付事宜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0.00 3.83 19.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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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学术论文 ≥ 2 篇（部） 2 20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筛选及差异表达基因 ＞ 5 个 0 20 0
正在提交测序
样品等待测序
结果进行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申报专利 ＝ 1 项 1 30 3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兔瘟相关疾病培训或技术

指导次数
≥ 1 次 1 20 20

合 计 100 80

评价结论 项目截止目前已发表文章 2篇，投稿中文章 2篇，申请发明专利 1项，各项试验开展顺利。

存在问题 项目经费执行较慢。

改进措施 正在对前面订购的试剂耗材等费用进行清理对账，加快经费的拨付。

项目负责人：于吉锋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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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68226-2022畜禽新型中兽药产业化关键技术转化应用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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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执行期 2022-2023年，其中 2022年目标为：加快当归补血颗粒、
根黄分散片等中兽药产品产业化，开展相关中兽药产品剂型提升和关键
技术熟化，形成高效中兽药保健应用方案，形成论文 1篇，申请专利 2
项，示范中试生产线 2条，企业标准 2项。

2022年已推动当归补血颗粒、根黄分散片等中兽药产品产业化，
已完成新型气血双补中兽药颗粒的制剂工艺优化和关键技术熟
化，完成高效中兽药保健应用方案，完成论文 1篇，申请专利 2
项，示范中试生产线 2条，企业标准 2项。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以项目申报单位前期创制的国内首个新中兽药分散片“根黄分散片”、“当归补血颗粒”等新型中兽药为基础，开展多剂型扩展研究优化提取
工艺、制剂工艺和生产工艺，提升质控水平，开展产业化关键技术的优化熟化；结合畜禽健康养殖新模态，以生猪和蛋鸡为主要应用对象，
形成科学高效的中兽药保健和防控方案，扩大中兽药产品应用范围和规模，显著提升临床防治效果，带动我省中兽药产业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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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50.00 39.41 78.81% 10 0

项目为两年期项目。

其中：财政资金 0.00 50.00 39.41 78.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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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 1 篇 1 20 20

专利 ＝ 2 项 2 20 20
企业标准 ＝ 2 项 2 20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示范生产线 ＝ 2 条 2 20 2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5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总分 90分，圆满完成项目各项绩效指标。

存在问题 本年度该项目的实施期处于新冠疫情期常态化管控中，外出技术培训及现场指导次数减少。

改进措施 建议根据项目开展具体情况及时调整项目预算。

项目负责人：粱歌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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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67498-2022畜禽重大疫病综合防控技术培训与示范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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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彭州市、三台县、盐亭县、九龙县、美姑县、布托县开展畜禽疫
病综合防控技术、人兽共患病防控技术和试验室病原或抗体检测技术培
训，达到完成集中培训 8次，培训人员 570人次，现场指导 2次，
指导人员 40人次，共计培训 610人次。

在彭州市、通江县、九龙县和凉山州昭觉县、布拖县和美姑县
等地举办培训班 10场，培训养殖户或基层防疫相关人员 647人，
发放技术手册 2000余本；现场指导养殖人员 40人。举办实验
室教学班 2次，培训学员 14人。超额完成任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在四川彭州市、简阳市、通江县、梓潼县、九龙县和凉山州昭觉县、布拖县和美姑县举办培训班 10场，培训养殖户或基层防疫相关人员
647人，发放疫病防控技术手册 2000余本；现场指导养殖技术人员 40人。通过请进来的方式，邀请简阳市福羊公司、四川泰合公司和凉
山州农科院兽医所相关从业人员入畜科院兽医与兽药研究所实验室进行常见畜禽疫病的实验室诊断、检测学习，累计举办实验室教学班 2
次，培训学员 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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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1.95 39.82% 10 0
项目执行期为 2年，因为 2022年疫情影响，培训会
开展及培训人数受到影响，故经费使用相对较少；
培训资料以及现场技术指导产生的费用将在 2023
年进行，同时 2023年开展培训的县，场均人数也比
较多，届时会集中花费经费。

其中：财政资金 0.00 30.00 11.95 39.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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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培训 ≥ 13 场次 10 20 20
培训区县 ≥ 6 个 8 20 20

编制培训手册 ＝ 4 套 4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人数 ≥ 610 人/次 701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训人员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总分 90分，圆满完成项目中期任务，举办培训班 10场，培训养殖户或基层防疫相关人员 647人，发放技术手册 2000余本；现场指导养殖人员 40人。
举办实验室教学班 2次，培训学员 14人；达到预期目的。

存在问题 2022年受疫情影响，开展现场培训会受到巨大影响，同时入户指导有相对较少。

改进措施
2023年需加强地方农业部门防疫工作相结合，充分利用地方农业部门组织优势适时开展科技培训，严格按照任务书，在绵阳三台县、盐亭县、旺苍县、仁寿县筠
连县举办畜禽疫病防控技术培训班 4场，同时利用本单位重点实验室、第三方检测实验室优势，举办针对性强且实用的小而精短期培训班，为地方培养畜禽疫病
检测、诊断和防控技术人才。

项目负责人：叶勇刚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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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59634-2022非洲猪瘟常态化背景下川渝地区生猪生物安全水平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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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非洲猪瘟等重大、新发疫病早期、快速诊断技术 2-3项；2、开始组建川
渝地区基础性长期科技工作数据平台和川渝地区生猪重大疫病病原资源库；3、
完成 2种抗生素替代药物的研发；4、完成猪场新型消毒剂和消毒方式的研发。5、
开展相关技术培训 1次，累计培训人员 200人以上。

1、建立了非洲猪瘟、圆环 3型等新发早期疫病快速诊断技术 2项。2、
成功组建的川渝地区基础性长期工作平台和川渝地区生猪重大疫病病
原资源库。3、完成了抗生素替代药物 2种，并获得发明专利怔住；4、
完成 2中新型消毒剂的研发，并提交发明专利；5、开展相关技术培训 2
次，累计培训人员 600人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构建了 PCV3的 PCR检测方法，并利用该方法开展全省首次 PCV3流行病学调查，并成功获得 9份 PCV3样本。2、明确了四川省存在 PCV3的感染，
并且存在 PCV2+PRRSV和 PCV3+PRRSV的混合感染模式，但四川省最主要的感染还是 PCV2感染。3、明确了我省 PRRSV毒株变异频繁，对 NADC30-like
新毒株和 JXA1-like毒株的防控均不能松懈。并分离到 1株新型 PRRSV变异毒株 SCcd2020，该毒株是来自于 NADC30-like株、JXA1-like株以及 1-7-4-like
株之间形成的重组毒株。4、确定了我省 2022年主要流行的猪链球菌毒株为 16型，优势毒力基因组合为溶血素基因-溶菌酶释放相关蛋白基因-细胞外因子
基因，且对 B内酰胺类、头孢类、四环素类、酰胺醇类、大环内酯类、林可酰胺类、恶唑烷酮类药物耐药性严重；5、从 20种中药从及植物提取物种筛选
到水提虎耳草、水提闸驯和MAP30-PEG对 PRRSV具有明显抑制作用；6、优化了免疫程序 2套。7、开展技术培训 2次，累计培训技术人员 6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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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50.00 26.50 53.00% 10 0

项目执行期为 2年，故经费使用只有 53%。

其中：财政资金 0.00 50.00 26.50 53.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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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抗生素替代药物 ＝ 1 种 2 20 20
研发新型消毒剂 ＝ 1 种 2 20 20

建立非洲猪瘟等重大、新发
疫病早期、快速诊断技术

＝ 2 套 2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立非洲猪瘟、猪蓝耳病、
猪伪狂犬病、圆环病毒病 4

阴性场
＝ 1 个 2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 90分，因项目执行期为 2年，故只使用了经费的 53%，但是项目按照任务书要求圆满完成了 2022年的任务，其中项目构建了非洲猪瘟和圆环 3型的检
测技术，开展了 PCV3、PCV2和蓝耳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清楚的掌握了我省免疫抑制性疾病的流行趋势；确定了我省主要流行链球菌为 16型；筛选获得对 PRRSV
具有明显抑制作用的重要提取物 3种；优化了免疫程序 2套，并举办培训 2次，培训人员 600人次。

存在问题 项目任务和经费严格按照任务书执行，暂时不存在问题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李兴玉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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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66628-动物生物安全防控技术研发中心、兽用天然药物研发与 GCP试验动物中心、国家级饲料评价中心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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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项目前期立项准备，可研评审，设计、水保、地勘等各项工作； 三通一平工作，按设计规划开展场平
等工作；土建工程：建设动物生物安全防控技术研究中心 1760m2，四川省兽用天然药物研发与 GCP试验动
物中心 1590m2，国家级饲料评价中心 1500 m。另有公共道路、围墙含大门、围栏、散水沟及设施、管道、
饮用水池、雨水收集池、集中粪污处理区、分布式存贮池等。设备购置安装工程：动物生物安全防控技术研
究中心 SPF级动物房空调系统、门禁系统、监控系统、房间压力显示、普通级动物房空调排风系统。兽用天
然药物研发与 GCP试验动物中心栏架系统、粪污处理系统、温控通风系统、空气净化系统等。国家级饲料评
价中心圈舍饲养系统、栏架系统、仔猪舍加热系统、消毒设备和环控设备等。

已完成项目立项工作，可研评审，设计和地
勘等工作；完成场平工作；完成土建工程招
投标工作，签订工程合同，施工方已进场开
展工程施工。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截止 2022年 12月 2日，“三中心”建设项目完成选址（2021年 8月 2日乐至自规局出具“三中心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立项（乐发改审批﹝2021﹞
360号）、场平（2022年 1月 25日场平土石方工程竣工结算，4月 22日完成地勘报告），10月 13日完成工程招标代理比选工作和设计工作，11月 14日
在乐至县财评中心完成项目财评，12月 21日完成主体工程招标（招标金额 14990356.81元），目前施工方已进场开展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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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00 1,620.00 1,580.73 97.58%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579.73 1,579.73 1,579.73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40.27 40.27 1.00 2.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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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面积 ≥ 3000 平方米 0 10 0 12月底施工方进场，正
在建设。

建筑密度 ≤ 40 % 5% 20 20 施工方临时建筑，正开
展工程建筑施工。

质量指标 工程达到验收标准 ＝ 1 项 1 20 20 已完成场平验收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成饲料研发中心 ＝ 1 处 0 10 0 12月底施工方进场，正

在建设。

建成兽医兽药研发中心 ＝ 1 处 0 20 0 12月底施工方进场，正
在建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0 10 0 12月底施工方进场，正
在建设。

合 计 100 50

评价结论
已完成项目立项工作，可研评审，设计和地勘等工作；完成场平工作；完成土建工程招投标工作，签订工程合同。因前期经费指标调整和疫情影响，推迟项目招投标进度，全年未能
圆满完成年初绩效目标，目前施工方已进场，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已全面开展。

存在问题
因前期经费指标调整和疫情影响，推迟项目招投标进度，受疫情和财政支出影响，乐至方面未能如期开通水、电和施工道路，施工要素保障受到制约，全年未能圆满完成年初绩效目
标，目前施工方已进场，水、电已通，施工道路正在加紧扩建中，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已全面开展。

改进措施 严格按照工程建设相关规定，专人专班加快推进三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康润敏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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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5036-2022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兽医兽药保障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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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原抗体检测 5000份以上；非洲猪瘟有效消毒剂 1种、消毒规程 1个；用药规

程 1个；建立重大疫病净化场 1-2家，猪死亡率下降 15%，发病率下降 20%。

检测生猪抗原抗体 11000份；研发非洲猪瘟有效消毒剂 2种，消毒程序

1个；研发用药程序1个，建立重大疫病净化场2家，猪死亡率下降15,1%，

发病率下降 20.7%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依托畜禽重大疫病抗原抗体检测平台和非洲猪瘟第三方实验室，完成畜禽重大疫病抗原抗体检测 11000份以上，并为检测公司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和疫

病处理建议；2、开展精准消毒系统的研发及微生物气溶胶传播规律研究，构建平层猪场夏、秋、冬不同猪舍微生物气溶胶分布情况的立体曲面图。3、创

新研发生产上高效、低污染、高稳定性的消毒剂 2种；4、全面掌握我省生猪重大疫病（猪瘟、蓝耳病、伪狂犬等）的流行趋势，构建我省重大疫病流行病

学调查报告 1份。5、组培训或技术指导 29批次，累计培训或指导基层农技员 1347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2120份；6、发表文章 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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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7 97.47 97.33 99.86%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8.68 18.68 18.54 99.25%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78.79 78.79 78.79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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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用药规程 ＝ 1 个（套） 2 10 10
非洲猪瘟有效消毒剂 ＝ 1 种 2 10 10
非洲猪瘟消毒规程 ＝ 1 套 1 10 10

重大疫病抗原抗体检测 ≥ 5000 份 11000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立重大疫病净化场 ＝ 1 家 2 10 10
示范场猪只死亡率下降 ≥ 15 % 15.1 10 10
示范场发病率下降 ≥ 20 % 20.7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任务和经费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执行，项目任务超额完成，项目自评 100分。完成畜禽重大疫病抗原抗体检测 11000份以上，并为检测公司出具相应的检测报
告和疫病处理建议；构建平层猪场夏、秋、冬不同猪舍微生物气溶胶分布情况的立体曲面图。创新研发生产上高效、低污染、高稳定性的消毒剂 2种；构建我省
重大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1份。组培训或技术指导 29批次，累计培训或指导基层农技员 1347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2120份；发表文章 9篇。

存在问题 在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严格按照预算和任务书执行，暂时未出现问题。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康润敏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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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124-2022畜禽重大疫病防控技术研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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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针对 RHDV2的 RT-RAA可视化检测方法 1套；发表论文 2篇；开展技术培
训，培训人数 200人以上；开展中兽药应用技术宣传培训活动 1场；建立伪狂犬
净化场 2家，示范场猪死亡率下降 15%以上，示范场猪发病率下降 25%以上。

研发获得 RHDV2-RAA可视化检测方法 1套，发表论文 3篇，获得发明
专利 4项；开展培训 6期，累计培训人员 522人；开展中兽药应用技术
宣传培训活动 1场；建立伪狂犬净化场 2家，示范场死亡率下降 15.1%，
示范场发病率下降 25.2%。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根据 RHDV2保守基因序列设计了兔瘟二型引物和探针，构建 RT-RAA扩增体系，优化了反应条件，结合侧向流试纸条建立了 RHDV2快速检测方法；分
离猪链球菌 23株，并完成了血清学分型和耐药基因分析，完成了 2株猪链球菌的全基因组分析；从成都、雅安、巴中等地采集的 13批次共计 107份样品，
进行检测，并开始进行猪流行性腹泻免疫球蛋白制备技术的建立及优化；获得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变异株 1株，猪圆环病毒 3型 15株，完成了测序和
遗传变异分析；研制了新型稳定型中和型过氧乙酸消毒剂和新型稳定型含氯消毒剂各 1种，且其消毒效果均优于市售二元型过氧乙酸。在巴中、广元、彭
州、九龙等、梓潼、重庆（远程培训）开展技术培训 6期，累计培训 522人次；完成了 2家示范场的伪狂犬净化，并申报国家和省级伪狂犬净化场；发表
文章 3篇，获得发明专利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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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0 76.50 76.42 99.9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76.50 76.50 76.42 99.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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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培训人数 ≥ 200 人数 522 20 20
建立 RHDV2的 RT-RAA可

视化检测方法
＝ 1 个（套） 1 10 10

完成发表论文数量 ＝ 2 篇 3 10 10
开展中兽药应用技术宣传

培训活动
＝ 1 场次 1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立伪狂犬净化示范场 ＝ 2 家 2 10 10
示范场猪死亡率下降 ≥ 15 % 15.1 10 10
示范场猪发病率下降 ≥ 25 % 25.2 10 1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任务和经费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执行，项目任务超额完成，项目自评 100分。项目研发获得了 RHDV2-RAA可视化检测方法 1套，举办中兽药应用技术宣传培训活动 1场；建立伪
狂犬净化场 2家；举办培训 6期，累计培训人员 522人；发表论文 9篇，获得发明专利 4项；示范场生猪示范场死亡率和发病率分别下降了 15.1%和 25.2%。

存在问题 在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严格按照预算和任务书执行，暂时未出现问题。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康润敏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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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187217-2021西南地区奶牛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熟化及推广应用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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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川新希望华西牧业有限公司打造健康养殖技术核心示范场 1个，示范场粪污
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服务对象满意度超过 90%，公开发表论文 1篇以上，完
成奶牛良种繁育手册编撰 1项。

在四川新希望华西牧业有限公司打造健康养殖技术核心示范场 1个，示
范场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了 95%，服务对象满意度超过 90%，公开发表
论文 2篇，完成奶牛良种繁育手册编撰 1项。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持续在示范场应用 5项核心技术，利用奶牛分群饲养管理、全混合日粮（TMR）配制加工、泌乳期奶牛营养调控、犊牛早期培育等精准饲喂技术，利用物
联网构建了示范场建立奶牛性能监控系统，通过监测每头奶牛反刍频率来判断奶牛的消化代谢与健康状况；监测奶牛活动量，提高奶牛的揭发情率，通过
监测 TMR技术，保证奶牛日粮配方的精准执行，通过奶厅挤奶数据分析，实现奶牛生产精准、高效、可追溯管理，在新希望打造健康养殖技术核心示范场
1个。利用构建养殖环境病原菌监测技术和集成的奶牛布氏杆菌抗原、结核分枝杆菌杆菌抗体、O型口蹄疫、A型口蹄疫等重大烈性传染性疾病检测方法，
完成了相关疫病抗原样本数 360份；举办技术培训 1次，培训人员 200余人次；发表文章 2篇，撰写奶牛良种繁育手册 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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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3 31.83 30.91 97.12%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31.83 31.83 30.91 97.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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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发表论文 ＝ 1 篇 2 20 20
建立奶牛健康养殖技术养

殖示范场
＝ 1 个 1 20 20

奶牛良种繁育技术手册 ＝ 1 项 1 20 2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示范场粪污综合利用率 ≥ 90 % 95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任务和经费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执行，项目任务超额完成，项目自评 100分。项目在新希望华西牧业有限公司构建了含有 5项核心技术的健康养殖技术核心示
范场，示范场的粪污利用率达到 95%，并为示范场和辐射场检测牛重大疫病抗原抗体 360份，举办培训 1次，培训人员 200人；发表文章 2篇，并撰写奶牛良种
繁育手册 1册。

存在问题 在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严格按照预算和任务书执行，暂时未出现问题。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康润敏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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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186986-2021生猪链球菌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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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四川省生猪链球菌持续进行广泛的分离鉴定，分类链球菌 30株以上，
建立生猪链球菌防治关键技术示范场 1个，示范场链球菌发病率下降
90%，举办生猪疫病防控培训班 1期，服务对象满意度超过 90%。

共分离鉴定猪链球菌 83株，发表论文 1篇，建立生猪链球菌防
治关键技术示范场 1个，示范场链球菌发病率下降 93.5%，举办
生猪疫病防控培训班 2期，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 96%。全面完
成了项目年度目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对四川无害化处理厂的 282份病死猪样品进行了细菌的分离鉴定，共计分离猪链球菌 83株；建立生猪链球菌防治关键技术示范场 1个，
示范场链球菌发病率下降 93.5%，举办生猪疫病防控培训班 2期，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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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 16.48 16.45 99.82%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6.48 16.48 16.45 99.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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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场生猪链球菌发病率
下降

≥ 90 % 93.5 20 20

公开发布论文 ＝ 1 篇 1 20 20
分离获得的链球菌菌株数量 ≥ 30 株 83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举办培训班 ＝ 1 期 2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6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按质按量的完成了各项指标：1.对四川省生猪链球菌持续进行广泛的分离鉴定，共分离鉴定猪链球菌 83株；2.建立生猪链球菌防治关键技术示范场 1个，示范场
链球菌发病率下降 93.5%；3.举办生猪疫病防控培训班 2期，服务对象满意度达 96%。

存在问题 全面完成了项目年度目标，但是没有完全消灭猪链球菌感染

改进措施 进一步深化研究猪链球菌的感染规律，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养殖场猪链球菌的净化

项目负责人：曹冶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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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7637560-2022乡村人才振兴-科技下乡万里行(杨加豹)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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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指导技术培训 1次，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及科技示范户，示范推广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3-5项辐射带动发展。

2022年度完成技术培训 1次，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3家，科技示
范户 3户，培养农村使用技术骨干人才 6名，示范推广新品种 1
个、新技术 5项。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负责开展眉山、雅安两市生猪无抗养殖关键技术指导，采取结对帮扶、按需施教、送教上门的点对点技术指导和组团式咨询服务等方式深
入受援地龙头企业、专合组织、养殖场（户），指导降低仔猪腹泻、规范养殖技术并建立生猪产业新技术试验、示范熟化及推广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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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23.92 99.67%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4.00 23.92 99.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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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培训 = 1 次 1 20 20
示范推广新品、新技术、新模式 ≥ 3 个（项） 6 20 20

培养技术骨干人才 = 6 名 6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 1 家 3 15 15
建立科技示范户 = 3 户 3 20 2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预算数 24.00万元，预算执行数 23.92万元，预算执行率 99.67%，得分 10分。绩效指标全部完成，得分 90分。项目总分 100分，圆满完成本年度研究内容
和研究任务。项目实施后为眉山、雅安两地培养了技术骨干人才，建立了生猪产业新技术试验、示范熟化及推广长效机制，带动眉雅两地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存在问题 由于新冠疫情和非洲猪瘟双重影响，多次延迟专家组到场指导，影响项目实施和指导效果。

改进措施
1、工作经费早日到位，方便全年工作计划与实施。2、加强生猪团队之间专家相互支持，根据受援地产业实际需求互相智力支持。3、2023年工作开展点面结合，
重点培育试验示范基地及科技示范户，提高生产效率，培养当地生猪养殖标杆场（户），示范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项目负责人：杨加豹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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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187040-2021生猪安全高效养殖关键技术培训与示范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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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集中培训，培训人员 400人次；走访指导 4次，现场指导人员
20人次以上。

共开展集中培训 3次，培训人员 234人次；走访指导 8次，走
访企业 6家，现场技术指导 37人次。由于受疫情影响，集中培
训人员未能完全完成培训人次，但是集中培训次数增加了一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开展了仔猪腹泻、生猪安全高效饲料配制技术、安全高效养殖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培训；在成都、达州、甘孜等地走访生猪养殖场、
饲料兽药企业，指导生猪安全高效养殖、饲料安全配制和使用、规范用药等技术，促进生猪安全高效养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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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 12.49 12.49 100.0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2.49 12.49 12.49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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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指导 ＝ 4 次 8 10 10
发放资料 ≥ 200 份 300 10 10

培训人员 ＝ 400 人数 234 40 26 受新冠疫情影
响，培训延迟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走访企业 ＝ 5 家 6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培训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86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得分 86分。通过开展生猪高效安全养殖关键技术仔猪腹泻、安全高效饲料配制与应用以及产品安全等内容的培训与示范，提高生猪养殖技术的推广，提
高从业者综合素质，有利于保障生猪产业健康发展和猪肉产品的供给。

存在问题 由于新冠疫情和非洲猪瘟双重影响，多次延迟专家组到场指导，影响项目实施进展和指导效果。

改进措施 建议进一步完善培训方式，进一步加强生猪安全高效养殖技术的推广与示范，提高生猪安全高效养殖水平，保障猪肉产品的供给。

项目负责人：邹成义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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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99664-省级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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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示范应用推广生猪无抗高效饲料配制技术及肉猪阶段性无抗养殖
技术；完成柠檬酸铜工艺优化

项目推进了生猪无抗高效饲料配制技术、生猪阶段性无抗高效养
殖技术和生猪效益指数动态评价软件的熟化、示范与推广应用。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项目在“生猪无抗高效养殖关键技术示范与应用”科技成果的基础上，推进生猪无抗高效饲料配制技术熟化、示范与推广应用，生猪阶段性
无抗高效养殖技术的熟化、示范与推广；以及基于《饲料营养经济价值的评价方法》发明专利理论算法的基础上，开发生猪效益指数（Pig
Profit Index，PPI）动态评价平台与软件，示范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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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0 44.30 43.02 97.13%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44.30 44.30 43.02 97.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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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发明专利 ＝ 1 项 1 10 10
开发 PPI动态评价软件 ＝ 2 套 2 20 20

建立肉猪无抗高效养殖科
技示范基地

＝ 2 个 2 20 20

发表文章 ＝ 1 篇 1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养殖产出效益提高率 ≥ 15 % 16.5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养殖抗生素用量降低率 ≥ 10 % 10 15 15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预算数 44.30万元，预算执行数 43.02万元，预算执行率 97.13%，得分 10分。绩效指标全部完成，得分 90分。项目总分 100分，完成本年度研究内容和研
究任务。项目推进了生猪无抗高效饲料配制技术、生猪阶段性无抗高效养殖技术和生猪效益指数动态评价软件的熟化、示范与推广应用。实现了出栏肉猪阶段性
无抗，肉猪养殖高效生产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食品安全水平明显提高，养殖抗生素用量减少，环境抗生素排放减少，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明显。

存在问题 因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双疫情”因素，项目实施进展和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受到一定影响。

改进措施
收集项目技术熟化示范应用数据，修订完善四川省地方标准《肉猪阶段性无抗养殖技术规程》（DB/2337）。进一步加强阶段性无抗养殖技术的熟化及示范推广，
培育更多示范企业和基地，推动当地生猪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高。

项目负责人：邹成义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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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63279-2022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营养保障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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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项目执行过程技术培训、示范推广应用。
2、蕈菌发酵产物创制畜禽专用微生态制剂。

在 5家规模养殖企业建立示范应用基地，3家饲料厂建立专家服务站，开
展集中培训 1次。选定适于畜禽养殖规模化应用的蕈菌类香菇作为目标
发酵菌种，筛选到一株目标菌株，其香菇多糖含量比其它菌株高 25%。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此项目主要通过肉猪无抗饲料配制、肉猪阶段性无抗养殖、饲料-养殖-肉猪经济效益评价方法等构成的肉猪阶段性无抗养殖技术体系集成
推广，实现无抗肉猪规模生产。同时针对我省具有资源优势的菜籽粕、食用菌副产物、棉粕等非常规饲料资源，通过生物技术等手段，改
造非粮饲料资源、创制新型营养源，积极推进玉米、豆粕减量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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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 41.70 41.42 99.32%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41.70 41.70 41.42 99.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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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装置、设备开发数量 ≥ 1 台（套） 1 10 10
开展无抗养殖技术培训 ≥ 1 场次 1 30 30

质量指标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 1 篇 2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无抗养殖技术的推广 定性 高中低 项 高 10 10
促进本地饲料资源开发利用 定性 高中低 项 中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预算数 41.70万元，预算执行数 41.42万元，预算执行率 99.32%，得分 10分。绩效指标全部完成，得分 90分。项目总分 100分，完成本年度研究内容和研
究任务。项目推进了生猪无抗高效饲料配制技术的熟化、示范与推广应用。研制酶解发酵菜籽粕等新型营养源，不仅在为生猪提供更易消化吸收的新型营养源、
保护肠道健康、提高猪生产性能等方面公益性贡献巨大，而且在地方特色优势饲料资源高效利用、缓解蛋白饲料资源供需矛盾、降低大豆进口量、实现豆粕的减
量或有效替代、节约外汇节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存在问题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项目实施过程中，人员出行和材料购置等，受不同程度影响。

改进措施
1、关注疫情变化及防控要求，通过抢抓“窗口期”，周密安排来加以解决。2、建议进一步加大技术在企业的落地应用，建立适应性广的技术应用模式，加快成
果转化应用。

项目负责人：邹成义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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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7637585-2022乡村人才振兴-科技下乡万里行(李丛艳)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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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团专家每人服务时间不低于 30天，提供高质量调研报告 1份，在肉
兔生产大镇举办技术培训指导不少于 1次，培养农村使用技术骨干人才
不少于 5名、科技示范户不少于 3户建立示范基地 1个，示范推广肉兔
新品种、新技术、新新模式 3～5个（项）

专家每人服务时间不低于 31天，提供调研报告 1份、决策咨询
文件 4份，举办培训班 4期、培养农村实用技术骨干人才 12人，
科技示范户 7户，建立示范基地 3个，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和新方法 5项。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调研受援地自贡市的肉兔产业发展情况。2、开展健康养殖技术培训。3、进村入户开展现场技术指导与服务。4、指导建立示范基地、
示范推广肉兔新品种、养殖新技术、新成果和新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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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4.00 24.00 99.99% 10 9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4.00 24.00 9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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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报告 = 1 份 5 20 20

数量指标 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 ≥ 3 项 5 30 3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技术培训 = 1 期 4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培养科技示范户 = 3 户 7 15 1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非必填） 受援地满意度 ≥ 90 % 99 10 10
合 计 100 99

评价结论 通过对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指标的评价，项目综合得分 99分，圆满完成了各项研究任务，成效显著。

存在问题
2021 2022年两年活动经费于 2022年 11月到账，到账时间较晚，活动后不能及时报账，专家垫支较多，而在经费到账后开支比较集中，活动时间与报账时间匹
配度较低。

改进措施 建议每年的工作经费在活动启动前下达，便于按工作需要合理开支。

项目负责人：李丛艳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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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258256-2022第二批省科技计划-兔球虫重组蛋白卵黄抗体技术成果引进与示范推广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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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项目具体实施方案， 开展兔肝球虫（斯氏艾美耳球虫）重组蛋
白卵黄抗体抗球虫效果研究和兔肠球虫（肠艾美耳球虫、大型艾美耳球
虫）重组蛋白卵黄抗体抗球虫效果研究。2、开展兔球虫复合重组蛋白卵
黄抗体研究应用；开展健康高效养兔技术培训 1次，培训人员 100人次；
示范推广兔球虫重组蛋白卵黄抗体在商品化饲料和养殖端的应用；带动
新增出栏优质商品肉兔 50万只。

完成卵黄抗体筛选试验，筛选出对兔球虫效果显著的大型球虫
Em-gm重组蛋白卵黄抗体，并与有机酸、益生菌开展配套技术
应用，成功开发出“兔无抗”饲料。开展健康高效养兔技术培
训 2次，培训人员 103人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制订项目具体实施方案，针对项目组筛选的肝球虫 Es-gap、肝球虫 Es-imp、大型球虫 Em-gm、大型球虫 Em-rop、大型球虫 Em-sag、大型
球虫 Em-mic6个重组蛋白生产制作的卵黄抗体，通过动物试验筛选出大型球虫 Em-gm重组蛋白卵黄抗体对兔球虫具有良好防治效果，项
目邀请外籍专家汪德中博士来川技术指导 1次，对兔球虫卵黄抗体的示范应用进一步提供了良好的应用思路。同时，将大型球虫 Em-gm
重组蛋白卵黄抗体与有机酸、益生菌开展配套技术应用，成功开发出“兔无抗”饲料，并在商品化饲料和养殖端的进行应用，带动农户新增
出栏优质商品肉兔 50万只。开展健康高效养兔技术培训 2次，培训人员 10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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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30.00 19.50 65.00% 10 7

项目执行期是 2022-2023，因此 2022年只完成了一
半任务

其中：财政资金 0.00 30.00 19.50 65.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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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外国专家 = 2 人次 1 20 10

项目执行期是
2022-2023，因
此 2022年只完
成了一半任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家兔球虫病防治技术方案 = 1 个 1 10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表论文 = 3 篇 20 0

项目执行期是
2022-2023，发
表文章需要的
时间周期长因
此安排在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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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兔无抗饲料应用技术方案 = 1 个 1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产值 = 40000 万元 20000 10 5

项目执行期是
2022-2023，因
此 2022年只完
成了一半任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净利润 = 4000 万元 2000 10 5

项目执行期是
2022-2023，因
此 2022年只完
成了一半任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养殖人员 = 200 人次 100 10 5

项目执行期是
2022-2023，因
此 2022年只完
成了一半任务

合 计 100 52

评价结论
本项目执行情况良好，筛选出效果良好的大型球虫 Em-gm重组蛋白卵黄抗体 1个，并与有机酸、益生菌开展配套技术应用，形成兔无抗饲料应用技术方案 1套，
带动农户新增出栏优质商品肉兔 50万只，项目邀请外籍专家汪德中博士来川技术指导 1次，开展健康高效养兔技术培训 2次，培训人员 103人次。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任永军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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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6930838-2022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兔）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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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齐卡肉兔配套系祖代、父母代兔群体组建；2、系统调查齐卡肉兔配套系资源
概况；3、开展齐卡肉兔配套系祖代、父母代成年公、母兔体重、体尺性能测定，并进
行体型外貌登记；4、开展齐卡肉兔配套系父母代兔的繁殖性能测定；5、系统调查四
川白兔资源概况；5、开展四川白兔成年公、母兔体重、体尺性能测定，并进行体型外
貌登记；6、开展四川白兔繁殖性能测定

本单位结合实际生产情况制定了《四川省农业农
村厅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实施方案》，根据方案逐
项实施各项绩效指标，各项指标均全面完成，任
务完成率 100%。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合同要求专款
专用，支出率 100%。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完成了四川白兔繁殖性能测定 60只，齐卡肉兔父母代繁殖性能测定 60只，齐卡肉兔祖代、父母代体重体尺性能测定共 240只，四川白兔
体重体尺性能测定 60只，为齐卡肉兔和四川白兔遗传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数据，培养遗传资源保护利用科技人才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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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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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白兔繁殖性能测定 ＝ 60 只 100% 15 15

齐卡肉兔父母代繁殖性能测定 ＝ 60 只 100% 15 15
齐卡肉兔祖代、父母代体重体

尺性能测定
＝ 240 只 100% 20 20

四川白兔体重体尺性能测定 ＝ 60 只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齐卡肉兔和四川白兔遗传资源
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数据

定性
优良中低

差
优 10 10

培养遗传资源保护利用科技人才 ＝ 1 人 100% 20 2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通过项目实施，完成四川白兔和齐卡肉兔遗传资源普查工作，严格按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要求，努力提升普查数据质量水平，摸清种质特性，为进一步开展遗传
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培养遗传资源保护利用科技人才 1人。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李丛艳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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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53039-2022国审新配套系蜀兴 1号肉兔良种扩繁与产业化示范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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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蜀兴 1号肉兔原种场和扩繁场建设，改扩建现代化兔笼 1500个，年可提供种兔 2
万只，存栏种兔 2000只，指导建立扩繁场 1个，存栏种兔 1500只，年可提供种兔 3万只。
2、优化祖代单精和父母代混精人工授精技术，开展曾祖代兔单精人工授精技术研究。3、
开展父母代后备种兔的培育示范，种兔育成率达到 80%。4、开展饲喂技术和替抗产品筛选
研究。5、指导建立养殖示范基地 1个，示范推广良种兔 2万只，带动出栏优质商品肉兔 120
万只。6、开展技术培训 1期，培训养殖人员 100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400册。7、申报实
用新型专利 1个，发表论文 1篇。

完成原种场、扩繁场的建设、人工授精技术优化、后
备兔培育以及配套技术研究，指导建立示范基地 1
个，推广种兔 2万只，带动出栏商品兔 125万只，举
办培训班 2期，培训 120人次，发放资料 500册、申
报专利 1个，发表论文 1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开展蜀兴 1号供种能力建设，改扩建现代化兔笼 1500个，年可提供种兔 2万只，存栏种兔 2000只，指导建立扩繁场 1个，存栏种兔 1500只，
年可提供种兔 3万只。2、快繁体系建设，优化祖代单精和父母代混精人工授精技术，开展曾祖代兔单精人工授精技术研究：3、开展种兔培育示
范：父母代后备兔育成率 81.25%；4、开展高效安全生产技术集成，研究饲喂技术和替抗品。5、养殖示范基地建设：指导建立示范基地 1个，推
广种兔 2万只，带动出栏商品兔 125万只。6、技术培训：举办养殖技术培训班 2期，培训人员 120人次，发放资料 500册。7、知识产权：申报
相关实用新型专利 1个，发表论文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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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42.89 85.77% 10 8

本项目执行期为 2年，2022年为第一年，余下经费
供 2023年使用

其中：财政资金 0.00 50.00 42.89 85.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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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种场供种能力 ＝ 20000 头/只 20000 20 20
技术研发 ＝ 2 项 2 20 20

质量指标 发表论文 ＝ 1 篇 1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养殖人员 ＝ 100 人次 120 20 20
示范基地 ＝ 1 个 1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98

评价结论 通过对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指标的评价，项目综合得分 98分，年度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存在问题 尽管蜀兴 1号肉兔的良种推广面有所增加，但是总体供种能力和推广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品牌效应。

改进措施 建议加大项目支持力度，重点支持蜀兴 1号肉兔的商业化开发利用。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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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64827-四川白兔保种场改扩建项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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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建工程：拆除旧兔舍、新建 2栋环控兔舍、新建 1栋消毒室、1栋屠
宰实验室和 1栋繁殖实验室共 1064.7平方米；设备购置安装工程：包括
双层不锈钢阶梯兔笼、环控兔舍配套设施和视频监控设备等的采购和安
装。

完成拆除旧兔舍、新建 2栋环控兔舍、1栋消毒室、1栋屠宰实
验室和 1栋繁殖实验室共 1064.7平方米的土建工程，并购买了
相配套的双层不锈钢阶梯兔笼、环控设施，并采购了一套视频
监控设备。全面完成计划任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拆除旧兔舍，新建 2栋环控兔舍、新建 1栋消毒室 、1栋屠宰实验室和 1栋繁殖实验室，配套相关的养殖、环境控制设施设备，采购 1
套视频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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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00 355.00 341.48 96.19% 10 9.6
其中：财政资金 348.00 348.00 334.72 96.18%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7.00 7.00 6.76 96.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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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扩建兔舍、消毒室、繁殖
实验室和屠宰实验室

＝ 1064.7 平方米 1064.7 20 20

喂料系统、降温系统及光照
系统等

＝ 2 套 2 10 10

不锈钢阶梯兔笼 ＝ 126 套 126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地方遗传资源四川白兔保种
群

≥ 480 头/只 496 20 20

推广四川白兔 ＝ 200 头/只 216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5 10 10

合 计 100 99.6

评价结论
本项目年度目标均按计划全面完成，项目实施过程均按政府采购程序进行，经费剩余部分主要是政府采购预算通过公开招标和竞争性磋商后的中标价格与预算价
格的差额形成，建筑质量以及采购的设备质量采购单位均比较满意，总体评价为 99.10。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雷岷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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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974-2022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家兔健康养殖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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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现代农业体系建设项目、性能测定和实验兔场三个项目的实施，完成四

川白兔保种规模 400只，完成肉兔减抗技术研究 1项，完成蜀兴 1号配套系

生长发育性能测定 1350只、育肥性能测定 180只，建立扩繁场 1个，培训

养殖人员 300人次，发表论文 1篇。

通过现代农业体系建设项目、性能测定和实验兔场三个项目的实施，

完成四川白兔保种规模 496只，完成肉兔减抗技术研究 1项，完成

蜀兴 1号配套系生长发育性能测定 1650只、育肥性能测定 233只，

建立扩繁场 1个，培训养殖人员 303人次，发表论文 1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通过现代农业体系建设项目、性能测定和实验兔场三个项目的实施，对地方遗传资源四川白兔进行保种选育，规模达到 496只，进行肉兔减抗技

术研究 1项，开展中链脂肪酸(MCT)及其组方减抗技术方案的优化组合试验，进行蜀兴 1号配套系生长发育性能测定 1350只、育肥性能测定 180
只，建立扩繁场 1个，培训养殖人员 300人次，发表论文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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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0 91.50 91.12 99.58% 10 9
其中：财政资金 91.50 91.50 91.12 99.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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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白兔保种群数量 ＝ 400 只 496 5 5
完成肉兔减抗技术研究 ＝ 1 项 1 5 5

完成蜀兴 1号配套系生长发
育性能测定

＝ 1350 只 1650 30 30

完成蜀兴 1号配套系育肥性
能测定

＝ 180 只 233 5 5

质量指标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 1 篇 1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导建立扩繁场 ＝ 1 个（套） 1 10 10
培训养殖人员 ＝ 300 人次 303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99

评价结论 通过对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指标的评价，项目综合得分 99分，圆满完成了各项研究任务，成效显著。

存在问题 项目经费下达到大邑县，未直接拨付到本单位，需第二年到账。

改进措施 建议经费直接拨付到单位。

项目负责人：谢晓红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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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107-2022肉兔配套系培育及地方遗传资源（现畜）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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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项目的实施完成专门化品系选育 3个，品种间杂交结合 6个，完成
种质资源评价 2个，指导建立祖代或父母代场 1个，培训养殖人员 100
人次，发表论文 2篇。

完成了蜀兴 1号肉兔配套系 3个品系的专门化选育；完成福建
黄兔和闽西南黑兔 2个品种的种质资源评价，并进行了 6个品
种间的杂交组合试验；在蓬溪指导建立 1个二级扩繁场（祖代），
培训养殖人员 200人次，获授权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颁布实施地方标准 1项，发表论文 5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育种核心群选育：继续测定 3个专门化品系的生产性能测定和阶段选种。2、肉兔新品系培育：在现有四川白兔和引进闽西南黑兔和福
建黄兔的基础上，开展品种间完全双列杂交，测定 6个杂交组合的繁殖性能及其后代的生长发育和育肥、屠宰等生产性能。3、分子生物
学研究：对四川白兔、四川麻兔、齐兴肉兔、加利福尼亚兔和齐卡巨型兔等 5个品种 SNP进行检测，构建高密度 SNPs多态性图谱。4、
配套技术研究：开展蜀兴 1号商品兔配套养殖技术研究根据性能测定结果，选择最优的饲喂方案。5、扩繁推广：指导建立和完善祖代、
父母代兔场和示范基地，并指导建立二级扩繁场 1个，培训养殖人员 1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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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 49.00 48.87 99.74% 10 9
其中：财政资金 49.00 49.00 48.87 99.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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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种质资源评价 ＝ 2 个（套） 2 20 20
品种间杂交组合 ＝ 6 个（套） 6 20 20
专门化品系选育 ＝ 3 个/艘 3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养殖人员 ＝ 100 人次 200 10 10

指导建立祖代或父母代场 ＝ 1 个（套） 1 20 2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99

评价结论 通过对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指标的评价，项目综合得分 99分，圆满完成了各项研究任务，成效显著。

存在问题 专用类经费未完全支出，通用类经费支出略超出预算，下一步经费支出需在各类预算中支出，不能超支。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谢晓红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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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187004-2021四川麻兔地方遗传资源发掘与评价利用研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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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川麻兔遗传资源调查与收集相关工作，以收集的四川麻兔为基础，自主
开发四川麻兔生产管理系统软件，建立四川麻兔育种基础群。(2)对收集的四川麻
兔遗传资源按照国家规定的方法对成年兔的体重体尺、繁殖性能和商品兔的产肉
和肉品质等进行测定。(3)筛选出四川麻兔与其他品种最优杂交组合，并向示范场
和商品兔生产示范区提供种源和推广杂交组合，扩大优良种兔繁殖群，加快良种
兔繁育，推动高效杂交组合的高效利用。

通过开展四川麻兔快速扩繁，基础种群规模已经达到 200只；完成了四
川麻兔优良种质性能测定，明确了其繁殖性能、屠宰性能等方面的主要
种质特性；完成了四川麻兔遗传资源优良杂交组合筛选试验，筛选出 2
个优良杂交组合。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本项目对四川麻兔遗传资源进行调查和收集，筛选并组建四川麻兔基础群体，进行四川麻兔种质性能测定，通过繁殖表型性状、血清生化指标和转录组水
平对四川麻兔耐热特性进行研究，同时对四川麻兔进行高效杂交利用技术研究，通过项目的实施，组建四川麻兔核心群 200只；自主研发四川麻兔生产管
理系统软件 1个；筛选出适宜我省肉兔生产实际的杂交组合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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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8.88 8.87 99.94%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8.88 8.88 8.87 99.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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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麻兔核心群数量 ＝ 200 头/只 200 20 20
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 1 件/人 1 20 20

发表论文 ＝ 1 篇（部） 1 20 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农户年新增出栏

商品兔
≥ 50 万头/只 5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养殖农户满意度 ＝ 90 % 99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本项目自评总分 90分，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四川麻兔基础种群规模已经达到 200只以上；利用转录组和代谢组找到了 191种与热应激相关的差异代谢物，从转
录和代谢水平探讨了四川麻兔耐热的分子机理；筛选出 2个优良杂交组合，在金堂和自贡建立 2个示范基地；开发了麻兔繁殖配种管理软件，并获得了软著作权
登记 1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篇，制定并颁布实施地方标准 1项，申请并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国内发明专利 1项。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邝良德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97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1T000000185173-2021家兔卵巢转录组和 miRNAs鉴定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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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发现的差异表达 miRNA和 mRNA各选择 3个；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2篇。

完成 miRNA7个表达差异点进行了验证，与测序结果一致，通
过 mRNA的测序结果，选取两个基因进行表达验证，发表核心
期刊论文 1篇，另一篇在接收当中。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测序结果分析表明，品系 1高产组与低产组之间显著差异表达的 miRNA共有 50个（p＜0.05），其中显著上调的有 42个，显著下调的有
8个；品系 2高产组与低产组之间显著差异表达的 miRNA共有 13个（p＜0.05），其中显著上调的有 2个，显著下调的有 11个。两个品
系差异表达的 miRNA中有 3个 miRNA是共有的，其中 2个为已知的 miRNA，分别是 miR-298-5p和 miR-351-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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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2.67 2.67 100.0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2.67 2.67 2.67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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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差异表达 miRNA ≥ 3 个 50 20 20
发现差异表达 mRNA ≥ 3 个 78 20 20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 2 篇 1 20 10 在接收过程中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力支撑繁殖相关性状新

品种选育
≥ 60 % 65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育种人员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90

评价结论
测序结果分析表明，品系 1高产组与低产组之间显著差异表达的 miRNA共有 50个（p＜0.05），其中显著上调的有 42个，显著下调的有 8个；品系 2高产组与低
产组之间显著差异表达的 miRNA共有 13个（p＜0.05），其中显著上调的有 2个，显著下调的有 11个。两个品系差异表达的 miRNA中有 3个 miRNA是共有的，
其中 2个为已知的 miRNA，分别是 miR-298-5p和 miR-351-5p。

存在问题 经费有限，采集测序样本数少，验证差异表达时位点选择少

改进措施 增加测序品种数量，验证差异表达点位。

项目负责人：张翠霞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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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四川肉羊创新团队-肉羊优质高产饲草品种筛选及生产应用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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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肉羊采食特性，收集国内外牧草种质资源 10份，

进行农艺性状和饲用价值评价；筛选出适合盆周山区

种植的优良牧草品种 1个；研制高产优质、耐践踏的

牧草混播组合 1个；申请软件著作权 1个；开展技术

培训与指导 30人次。

1、饲草资源收集与评价：收集、引进饲用大麦、籽粒苋等牧草种质资源 16个，并针对产量、抗
性、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评价。
2、品种筛选：选育出适合盆周山区种植的优良牧草品种“川畜 4号”象草 1个，已成功申报国家区
域试验网；
3、研制高产优质、耐践踏的牧草混播组合 1个：研制紫花苜蓿混播草地模式 3个
4、示范基地建设：课题组在巴中、西充示范基地开展了青贮玉米、燕麦、饲用大麦等饲草料加工
示范，指导生产青贮饲料 4000余吨。
5、技术培训：在平昌、通江、昭化、宣汉等开展技术培训会 6次，培训人员 500余人次。在巴中、
南充、广元、达州等地开展现场技术指导 20余次。
6、知识产权:发表文章 2篇，专利 1件，编写生产指南 2本。
7、成果:《肉用山羊高效生产技术集成与推广应用》获 2019-2021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二等奖。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以肉羊产业发展为立足点，因地制宜，把品种、土地、管理、加工、利用等和肉羊生产环节新技术组装起来，集成牧草品种筛选、种植模式创新、饲草料

加工等关键技术，配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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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2.71 18.00% 10 5

2022年 12月份经费才到位，到账太迟。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5.00 2.71 18.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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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资源收集数量 ≥ 10 个 16 20 20
数量指标 开展技术培训 ≥ 2 次 6 20 20
数量指标 研制发酵 TMR饲料配方 ≥ 2 项 2 20 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亩产量提高率 ≥ 5% 百分比 7% 20 20
社会效益指标 推广抗寒性杂交象草 ≥ 1000 亩 2000 10 10

合 计 100 95

评价结论 2022年度，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存在问题 项目资金到账太迟，影响资金使用进度及项目开展。

改进措施 建议提前下达项目资金，便于科研项目开展。

项目负责人： 季杨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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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5892-2022四川创新团队-生猪地方猪种质资源评价与利用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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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地方猪群体保种分析；完成地方猪重要经济性状关联位点和遗
传结构分析；发表论文 1篇，申请专利 1项，获软著 1项，开展生猪现
场技术指导 5次，开展技术培训 2次。

通过 SNP芯片技术开展了高原藏猪保种潜力分析，构建了高原
藏猪分子系谱，完成了重要经济性状毛色基因位点基因型分析，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篇，申请专利 1项，获软著 1项，开展生
猪现场技术指导 8次，开展技术培训 7次，获丰收二等奖 1项。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通过 SNP芯片技术开展了高原藏猪保种潜力分析，构建了高原藏猪分子系谱；
2、完成了不同猪种及杂交组合毛色基因 3个 SNP位点基因型鉴定，分析了不同猪种毛色位点基因型分布规律；
3、开展了内江猪和以地方猪（内江猪、藏猪、青峪猪）为素材的新材料创制、性能测定以及川藏黑猪的选育与利用。
4、发表核心期刊收录论文 1篇，申请专利 1项，获软著 1项，开展生猪现场技术指导 8次，开展技术培训 7次，获丰收二等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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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0.00 0.0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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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论文数量 ≥ 1 篇 1 20 20
获软著 ≥ 1 项 1 20 20
申请专利 ≥ 1 项 1 10 10

质量指标 发表论文质量 ≥ 核心 篇 1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技术培训 ≥ 2 次 7 20 20

开展生猪现场技术指导 ≥ 5 次 8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100.00%，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开展了内江猪和以地方猪（内江猪、藏猪、青峪猪）为素材的新材料创制、
性能测定以及川藏黑猪的选育与利用。构建了高原藏猪分子系谱和保种潜力分析，为科学保种和利用奠定基础。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篇，申请专利 1项，获软著 1
项，开展生猪现场技术指导 8次，开展技术培训 7次，培训 320余人，获丰收二等奖 1项。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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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5840-2022四川创新团队-生猪生产技术与环境控制研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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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出定量配制、自动启停、舍内加湿与自身净化的智慧消毒系统 1套。
撰写信息完成 5篇。现场技术指导 4次，技术培训或授课 3次。发表文
章 1篇,申请专利 1件以上。

研发出定量配制、自动启停、舍内加湿与自身净化的智慧消毒
系统 1套。撰写信息完成 13篇。共开展技术指导 7次，开展技
术培训 7期，培训基层人员 1160余人次。获发明专利 1件，实
用新型 2件，申请发明 3件。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在原定时消毒设施 1.0代基基础上，根据各种消毒制剂使用情况，研发出定量配制、自动启停、舍内加湿与自身净化的智慧消毒系统 1
套。2、2022年在首席专家统一部工作署下，积极配合首席专家工作 3次以上。3、开展生产应急服务与扩展工作共 4项 4、与其他岗位组
建小分队，参加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阿坝州黑水县科技特派团，开展调研和技术服务 90余人天；与简阳市建立县院合作关系，并到
乡村振兴村火烧庙村进行技术指导，促进乡村振兴工作。5、先后到示范县或示范基地进行技术指导 7次。6、示范县现场培训或授课 7期，
受众 1160余人次。7、获发明专利 1件，实用新型 2件，申请发明 3件。发表论文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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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5.08 100.53%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5.00 15.08 100.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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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或升级喷雾消毒自动
化装备

= 1 套 1 20 20

申请专利 = 2 件 3 20 20
发表论文 = 1 篇 2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现场培训或授课 ≥ 2 次 14 20 20

培训人员 ≥ 80 人次 1160 20 2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100.00%，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在原定时消毒设施 1.0代基基础上，根据各种消毒制剂使用情况，研发出
定量配制、自动启停、舍内加湿与自身净化的智慧消毒系统 1套。实际完成信息撰写 13篇，共开展技术指导 7次，开展技术培训 7期，培训基层人员 1160余人
次。发表文章 2篇。获发明专利 1件，实用新型 2件，申请发明 3件。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龚建军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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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5754-2022四川创新团队-生猪配套系选育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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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培育品种川乡黑猪的持续选育；
2、继续开展专门化母本品系丫杈猪的持续选育；
3、示范推广优良种猪 500头，出栏优质风味商品猪 1万头；
4、现场技术指导 6次，培训 2次共 100人次；
5、获授权专利 1项，发表论文 1-2篇。

1、开展了川乡黑猪和丫杈猪的持续选育，测定种猪生长性能 816头；
2、示范推广优良种猪 2400头，出栏优质风味商品猪 4.3万头；
3、现场技术指导 14次，培训 4次共 360余人次；
4、获授权专利 2项，发表论文 2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开展了川乡黑猪和丫杈猪的持续选育，测定繁殖性能 477窝，生长发育性能测定 816头，肥育性能测定 63头；（2）示范推广川藏黑猪、川乡黑猪和
蔺乡猪配套系优良种猪 2400头，出栏优质风味商品猪 4.3万头；（3）完成川乡黑猪和丫杈猪遗传资源普查工作；（4）到示范县、基地开展现场技术指导
14次，培训 4次共 360余人次；（5）参加省畜禽核心育种场现场核验、《四川省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划》评审和“9.5”泸定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并提出灾区
畜牧产业恢复重建方案和建议；（6）参与撰写《四川省生猪产业发展报告》，撰写生产建议《关于“9.5”泸定地震农业恢复重建的建议》并得到省领导批示；
（7）参加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帮扶活动 92人次；（8）获授权专利 2项，发表论文 2篇；（9）《川猪优质高效安全养殖技术体系的构建与配套
技术示范推广》成果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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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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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示范推广优良种猪数量 ≥ 500 头 2400 20 20

出栏优质风味商品猪数量 ≥ 10000 头 43000 20 20

获授权专利 = 1 项 2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技术培训 = 2 次 4 20 20

培训养殖技术人员 ≥ 100 人 360 20 2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100.00%，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1）开展了川乡黑猪和丫杈猪的持续选育，测定种猪生长性能 816头；
（2）示范推广优良种猪 2400头，出栏优质风味商品猪 4.3万头；（3）完成川乡黑猪和丫杈猪遗传资源普查工作；（4）现场技术指导 14次，培训 4次共 360余
人次；（5）获授权专利 2项，发表论文 2篇；（6）撰写调研报告、生产建议 2篇，1篇得到省领导批示；（7）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 1项。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何志平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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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8575646-2022四川创新团队-生猪首席专家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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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组织开展团队会议 2-3次；在 5个示范县开展生猪生产情况监测，每个县监
测 1个村和 1个规模猪场每月的生猪存栏量和出栏量变化情况；开展产业调研，
提供调研报告 1个。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1.组织年度计划会、年度考核会各 1次；
2.开展 5个示范县定点村生猪生产情况监测，包括每月生猪存栏量、出
栏量等情况；3.在绵阳市三台县、江油市、乐至县、乡城县开展产业调
研，完成调研报告 2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组织 2021年度考核会，从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产业指导与服务、示范基地服务指导、绩效、资金管理五个方面进行了考核评分，十一个岗位评分均在 94
分以上，顺利通过考核；2.组织年度计划会，部署 2022年度各岗位工作任务；3.在示范县简阳市、乐至县、江油市、三台县、泸县各选择一个监测村，每
月对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存栏量、出栏量、仔猪价格、育肥猪价格进行持续监测；4.在绵阳市三台县、江油市、乐至县、乡城县
开展产业调研，与三台县、乡城县建立县院合作关系，开展生猪产业调研、技术指导；5.参与完成《按照大食物观优化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全方位夯实我省
粮食安全根基的对策建议》、《四川生猪产业发展报告》2篇调研报告，以及《江油市生猪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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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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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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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年度考核会 ＝ 1 次 1 20 20

组织年度计划会 ＝ 1 次 1 20 20
开展生猪生产情况监测 ＝ 5 个 5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产业调研 ≥ 2 次 3 30 30
提供调研报告 ≥ 1 份 2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100.00%，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一是组织 2021年度考核会，十一个岗位评分均在 94分以上，顺利通过考
核；二是组织年度计划会，部署 2022年度各岗位工作任务；三是在示范县简阳市、乐至县、江油市、三台县、泸县各选择一个监测村，每月对生产数据、生猪价
格进行持续监测；四是在绵阳市三台县、江油市、乐至县、乡城县开展产业调研，与三台县、乡城县建立县院合作关系；五是参与完成《按照大食物观优化现代
农业生产结构全方位夯实我省粮食安全根基的对策建议》、《四川生猪产业发展报告》2篇调研报告，以及《江油市生猪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何志平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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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3T000007637557-2022乡村人才振兴-科技下乡万里行(顾以韧)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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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科研院所和县级农牧主管部门的战略合作。开展产业发展现状调研，明确受

援县生猪养殖现状和发展规划，开展技术培训、指导生猪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养

殖场）科学健康养殖、进行现场技术指导。推广新技术、新成果。

开展 2次座谈，调研报告 2篇，制定藏猪育种方案 1套，SNP芯片检测

藏猪 187头，现场技术指导和示范 10次，集中技术培训 3次，培训 100
余人。签订县院合作协议 1份，协助养殖场/户藏猪销售收入 18万元，

受援县满意度 100%。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与受援县农牧局开展 2次座谈，结合受援县藏猪保种实际情况，撰写了“乡城县藏猪保种潜力分析报告”和“乡城县生猪常用饲料原料利用现状调研报告”2
篇，制定藏猪育种方案 1套。2、现场技术指导和示范 10次，集中技术培训 3次，培训 100余人。3、与受援县签订了“乡城县人民政府——四川省畜牧科

学研究院科技合作协议”。4、介绍大型养殖龙头企业-绵阳明兴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四川农业大学营养课题组赴乡城县购买藏猪，解决养殖户销售难的

问题，直接收益 18万元。5、针对性的赠送了腹泻药、降温和消炎药等物资，解决了当地农牧局、养殖户和养殖场的燃眉之急。6、示范推广藏猪本品种选

育与性能测定技术、藏猪选优提纯和分子系谱构建技术、藏猪杂交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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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23.96 99.82%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4.00 23.96 99.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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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指导 ≥ 5 次 10 20 20
检测藏猪头数 ≥ 80 头 187 20 20

质量指标 联系签订县院合作协议 ＝ 1 份 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协助养殖场/户藏猪销售收入 ≥ 15 万元 18 20 20
受援县满意度 受援县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99.82%，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1）与受援县农牧局开展 2次座谈，撰写“乡城县藏猪保种潜力分析报告”和“乡城县生猪常用
饲料原料利用现状调研报告”2篇，制定藏猪育种方案 1套。（2）与受援县签订了“乡城县人民政府——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科技合作协议”。（3）介绍大型养殖龙头企业-绵阳明兴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四川农业大学营养课题组赴乡城县购买藏猪，解决养殖户销售难的问题，直接收益 18万元。（4）现场技术指导和示范 10次，集中技术培训 3次，培训 100
余人。（5）示范推广藏猪本品种选育与性能测定技术、藏猪选优提纯和分子系谱构建技术、藏猪杂交利用技术。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顾以韧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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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101622-农业改革创新示范奖补资金-2022四川地方猪种质资源推广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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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丫杈猪的采样和分子系谱的构建，用于指导生产；通过成果示范推
广，形成 1 套成熟的简化技术；项目实施期间推广 20000 头优质高效
商品猪；辐射带动农户养殖优质高效商品猪。

完成了丫杈猪分子系谱的构建，用于育种生产；通过成果示范
推广，形成了 1套成熟的简化技术；项目实施期间推广了 32000
头优质高效商品猪，辐射带动了 40户农户养殖优质高效商品猪。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按照成果技术内容开展内江猪和丫杈猪进行分子系谱构建，进一步明确内江猪和丫杈猪选育群体的血缘情况；建立科技示范基地，采用“科
研院所/高校+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发展优质高效猪养殖场（户）。培育大型龙头养殖企业成为标准化生产的示范企业，辐射带动优
质高效商品猪养殖场（户）。科研院所/高校作为技术研发和支撑单位，进行技术熟化、组装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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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50.00 100.0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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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丫杈猪分子系谱 ＝ 1 套 1 20 20
建立内江猪分子系谱 ≤ 1 套 0.5 20 20

质量指标 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 1 个/套 2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农户 ＝ 20 户 40 10 10

指导丫杈猪、内江猪和乌金
猪育种生产

＝ 3 次 4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农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自评总分 100分。完成了丫杈猪分子系谱的采样和分子系谱的构建，完成了内江猪分子系谱构建的前期采样工作，对丫杈猪、内江猪
和乌金猪进行育种生产指导 4次；发展了 40户农户从事高效优质猪养殖，新增就业人数 80人；申请并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项，“基于 SNP分型的猪
分子系谱矫正评估系统”和“猪肉质风味评价系统”。资金全部到位，使用率 100%；设立项目专账，专款专用，使用合法合规。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杨雪梅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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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6932080-2022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猪）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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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 50头成年种猪的体重体尺，测定 30头以上种猪生长发育性能，30
头以上肥育性能

测定 78头成年种猪的体重体尺，测定 33头种猪生长发育性能，
31头肥育性能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组建成年种猪测定种群，选择生长、育肥性能测定仔猪群体，开展成年种猪体型外貌、体重体尺、母猪繁殖性能、生长发育及肥育性能测
定，然后开展屠宰性能和胴体肌肉品质性能测定，完成数据整理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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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4.93 98.59%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5.00 4.93 98.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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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长发育性能测定 ≥ 30 头 33 20 20
种猪体重体尺测定 ≥ 50 头 78 20 20
肥育性能测定 ≥ 30 头 3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
提供丫杈基础性能数据

＝ 1 套 1 20 20

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
提供图像视频数据

＝ 1 套 1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自评总分 100分。完成了所有性能测定和登记工作，为全国遗传资源普查提供了基础数据，进一步摸清了丫杈猪资源的群体及性能现
状，为今后的保种和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陶璇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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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57497-2022猪舍内环境精准控制技术研究（面上项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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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计算流体力学技术，建立猪舍 CFD建模参数集、数字模拟辅助试验
平台，构建 1-2个不同养殖阶段猪舍全三维 1:1数值模型；检测 2-3个不
同季节猪舍内各环境因子的时空分布规律

利用计算流体力学技术，建立猪舍 CFD建模参数集、数字模拟
辅助试验平台，构建了 1个猪舍（分娩舍）全三维 1:1数值模型；
检测夏季分娩舍，以及秋冬季节妊娠、分娩猪舍内各环境因子
的时空分布规律。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利用计算流体力学技术，建立猪舍 CFD建模参数集、数字模拟辅助试验平台；2、利用数字模拟辅助试验平台，确定猪体热平衡的参数
和模型，建立猪体模型，进行流体仿真，测量和收集整理猪舍风速、温湿度等边界条件数据，构建不同养殖阶段猪舍全三维 1:1数值模型；
3、采用环境参数传感器，检测夏季精准通风和隧道通风分娩单元，以及秋季、冬季妊娠、分娩单元猪舍内各环境因子的时空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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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27.54 91.79%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30.00 27.54 91.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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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季节猪舍内各环境因
子的时空分布规律

≥ 2 个 2 20 20

数量模拟辅助试验平台 ＝ 1 个 1 20 20
猪舍全三维 1:1数值模型 ＝ 1 个 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立示范基地 ＝ 1 个 1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示范基地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利用计算流体力学技术，建立了猪舍 CFD建模参数集、数字模拟辅助试验平台，构建了 1个分娩单元全
三维 1:1数值模型；检测了 3个不同季节猪舍内各环境因子的时空分布规律。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陶璇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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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56581-2022川猪育种新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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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四川地方猪遗传资源纯度鉴定技术解决地方猪基础群组建和选优提
纯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难题；通过与毛色有因果关系的 SNP 位点，建立
可准确预测后代猪毛色的选育新方法，解决优质黑猪生产中毛色分离的
技术难题，申请专利 2 件，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项，发表论文 2 篇。

研发育种新技术 2 项，解决地方猪遗传纯度鉴定和毛色分离的
技术难题，对 1600余头种猪开展育种新技术应用。项目申请专
利 3件，获实用新型专利 1项，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项，发
表论文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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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30.00 100.0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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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论文 ＝ 2 篇（部） 2 10 10

获软件著作权 ＝ 2 项 3 20 20
申请专利 ＝ 2 项 3 20 20

质量指标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 1 项 1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基地猪销售 ＝ 50 万元 53.9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100%，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1）研发育种新技术 2 项，解决地方猪遗传纯度鉴定和后代毛色分离的技
术难题（2）在示范基地对 1600余头种猪开展育种新技术应用。（3）项目申请专利 3件，获实用新型专利 1项，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项，发表论文 2篇。（3）
项目主持人获得 2022年度“香巴拉英才”奖，获 2022年获农业部丰收奖二等奖 1项。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顾以韧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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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28089-2022优质猪育种材料和方法创新及新品种培育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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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染色质差异互作区域，评估品种间染色质构象差异，筛选优势性状基因 5～8
个；完成各专门化品系/新品种 1个世代的选育，完成年度四川省种猪良种登记公
告；优化免疫程序 1套，制/修订技术标准（规程）1套，鉴定疑似疾病样本 200
份样本以上，申请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 2项，发表论文等 5～8篇/项。

构建了脊椎动物染色质空间互作图谱，鉴定猪重要经济性状候选基因 10
个，完成 2个候选基因功能验证研究；完成各专门化品系/新品种 1个世
代的选育，完成年度四川省种猪良种登记公告；优化免疫程序 1套，制
/修订技术标准（规程）1套，鉴定疑似疾病样本 1200份样本，申请国
家专利 2件，获软件著作权 1项，发表论文 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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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299.28 99.76%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 300.00 299.28 99.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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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论文 ≥ 5 篇 10 15 15

完成生猪主要疫病抗原或
抗体检测数量

≥ 200 份 1200 15 15

质量指标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 2 篇 2 10 10

专利申请数 ≥ 2 项 2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生猪养殖技术培训 ≥ 1 次 2 15 15
开展生猪现场技术指导 ≥ 10 次 15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加生猪养殖技术培训人

员的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99.76%，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1）基于多组学技术挖掘猪重要经济性状候选基因和分子标记 10个，并完成 2个候选基因功
能验证。（2）完成了内江猪、丫杈猪世代选育，完成了以青峪猪为育种素材的新材料杂交制种；建立了川乡黑猪基因组芯片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体系，解决了常规育种技术对屠
体性状和肉质性状选择进展慢的技术瓶颈。（3）完成了《2021年度四川省种猪遗传报告和良种登记名录》。（4）构建针对血清样本中 ASFV抗体的 cELISA方法和 PDCoV检测方法。
（5）完成了 1200余份主要疾病样本检测；筛选替抗产品 1个，优化免疫程序 1套，制定蓝耳病综合防控技术规程 1套。（6）申请国家专利2件，获软件著作权1项，发表论文10篇。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吕学斌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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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66635-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猪育种科研基地补充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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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育种科研基地堰塘抽水及池底清淤、铺设防渗膜、池底混凝土硬化
处理、池边混凝土压顶处理、修建水沟和围墙;2、猪育种科研基地植被
覆盖绿化工程主要包括：种植防风林、景观树，土壤改造;3、完成设计、
清单编制、预算、监理、代理、审计等工作。

1、完成了猪育种科研基地堰塘抽水及池底清淤、铺设防渗膜、
池底混凝土硬化处理、池边混凝土压顶处理、修建水沟和围墙;2、
完成了猪育种科研基地种植防风林、景观树，土壤改造;3、完成
了工程的设计、清单编制、预算、监理、代理、审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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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0 124.00 124.00 100.0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24.00 124.00 124.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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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绿化工程 ＝ 1 项 1 20 20
完成围墙修建 ＝ 1 个 1 20 20

质量指标 堰塘防渗 ＝ 100 %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提高基地生物安全防护能力 ＝ 1 项 1 10 10

增加育种基地绿化带消纳能力 ＝ 1 项 1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经费已合理合法的全部使用完毕，圆满完成了猪育种科研基地绿化、堰塘防渗及围墙工程的设计、清单编制、预算、招标、监理、施工审计等工作。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龚建军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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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991-2022简阳猪育种基地污水处理系统改造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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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阳基地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工程和规划验收放线测绘。
完成了环评方案更改及验收，采用新得污水处理方案实施，能
更加充分的处理基地的全部污水。完成了规划验收需要的测绘。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应基地属地主管环保部门的要求，将原方案深度处理工艺改为了还田利用，完成了环评方案更改及验收，将基地旁堰塘做了防渗处理，将
污水池存储容量扩大了 2倍以上，采用新的污水处理方案实施，能使基地的污水处理量大大增加且成本大大降低。一部分项目经费用于了
基地运行的升级改造，同时也完成了基地规划验收需要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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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70.00 70.00 100.0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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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70.00 70.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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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日处理污水量 ＝ 100 立方米 100 20 20
质量指标 改造后出水达标率 ＝ 100 % 100 20 20
成本指标 每吨污水处理成本 ≤ 10 元 2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运行成本降低 ≥ 20 % 80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污水处理系统改造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应基地属地主管环保部门的要求，将原方案深度处理工艺改为了还田利用，完成了环评方案更改及验收，采用新的污水处理方案实施，能使基地的污水处理量大
大增加且成本大大降低。同时也完成了基地规划验收需要的测绘。项目资金使用率 100%，完成绩效指标，项目自评 100分。

存在问题 因项目立项在前，环保主管部门要求更改环评方案在后，使得此项目实施方案较开始有大幅更改，但绩效考评内容却无法更改。

改进措施 希望在以后项目实施期能根据实际情况，有更改绩效考评指标的渠道。

项目负责人：龚建军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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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229-2022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川乡黑猪新品种持续选育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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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开展优质黑色父本新品种世代选育工作，组建新世代种猪核心群，开展种猪
性能测定 150头，提高种猪生长性能（背膘厚）3.5%，示范推广黑色父本新品种
种猪数量 20头；现场技术指导 4次，开展培训 2次，培训 100人。

全面完成 2022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川乡黑猪一个新世代的选育，
测定种猪 150头；相比上一世代，种猪背膘厚降低 3.57%；示范推广川
乡黑猪种公猪 20头；开展现场技术指导 4次，开展培训 2次，培训人
数 100人。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开展川乡黑猪新品种开展性能测定、世代选育工作，完成 150头川乡黑猪种猪的性能测定，并完成 1个新世代的选育。性能测定结果表明川乡黑猪新世代
种猪背膘厚比上一个世代降低 3.57%；在省内外推广川乡黑猪种公猪达 20头；开展现场技术指导 4次、技术培训 2次，培训人数 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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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 260.00 260.00 100.0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260.00 260.00 260.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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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生猪养殖技术培训 ＝ 2 次 2 20 20

开展种猪性能测定 ≥ 150 头/只 150 10 10

开展生猪现场技术指导 ＝ 4 次 4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示范推广黑色父本新品种
种猪数量

＝ 20 头 20 10 10

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养殖技
术人员、养殖户专业水平

＝ 100 人/次 100 10 10

提高种猪生长性能（背膘厚） ≥ 3.5 % 3.57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年度绩效目标任务：完成川乡黑猪一个新世代的选育，测定种猪 150头；相比上一世代，种猪背膘厚降低 3.57%；示范推广川乡黑猪种公猪 20头；开展
现场技术指导 4次，开展培训 2次，培训人数 100人；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100.00%。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吕学斌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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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219-2022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生猪健康养殖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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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育种新材料杂交制种、性能测定和优势性状基因挖掘和验证；构建

不同类型猪舍全三维数值模型；开展楼房养猪适宜圈舍数量及母猪生产

同步化技术研究，开展仿真假母台外形、升降系统和整体假母台温度控

制系统研发。

全面完成年度任务。通过全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优

势基因挖掘和验证，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3篇。开展中小农户标

准化圈舍设计研究。构建 CFD数字模拟平台和猪舍 3D数值模

型。对外开展技能培训。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通过全基因组基因芯片开展育种素材因果和紧密关联位点的基因型检测，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优势性状基因挖掘和候选功能基因育

种价值验证，筛选重要经济性状的调控基因 3个，完成功能验证 1个。2.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3篇。3.检测不同养殖阶段猪舍内

各环境因子分布规律，建立不同阶段猪舍 CFD建模参数集，搭建数字模拟辅助试验平台，提高智能化养殖水平。4.开展中小农户标准化猪

舍设计及参数优化，提出易懂易学的猪标准化圈舍设计（改造）方案，并进行示范。5.分别在简阳、邛崃、黑水、乡城、得荣县开展技术

服务 5次，培训 205人次，提升技术骨干性能测定技术 1项。6.提高用户综合生产效益 3%，客户满意度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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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06 364.06 361.45 99.28%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364.06 364.06 361.45 99.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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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农户标准化圈舍设计
（改造）方案

＝ 1 个 1 5 5

应用分子选择技术 ＝ 1 项 1 5 5

筛选重要经济性状的调控
基因

＝ 3 个 3 5 5

构建 CFD数字模拟平台 ＝ 1 个 1 10 10

完成重要经济性状基因功能验
证

＝ 1 个 1 5 5

构建猪舍 3D数值模型 ＝ 2 个 2 10 10

质量指标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 3 篇 3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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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养殖技
术人员专业水平

＝ 5 次 5 5 5

培训人数 ≥ 200 人/次 205 5 5

提高技术骨干育种技能（熟
悉 1~2项性能测定技术）

≥ 1 项 1 10 10

提高综合生产效率 ≥ 3 % 3 10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10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100.00%，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1.通过全基因组基因芯片开展育种素材因果和紧密关联位点的基因型检测，

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优势性状基因挖掘和候选功能基因育种价值验证，筛选重要经济性状的调控基因 3个，完成功能验证 1个。2.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数 3篇。3.检测不同养殖阶段猪舍内各环境因子分布规律，建立不同阶段猪舍 CFD建模参数集，搭建数字模拟辅助试验平台，提高智能化养殖水平。4.开展中小农

户标准化猪舍设计及参数优化，提出易懂易学的猪标准化圈舍设计（改造）方案，并进行示范。5.分别在简阳、邛崃、黑水、乡城、得荣县开展技术服务 5次，培

训 205人次，提升技术骨干性能测定技术 1项。6.提高用户综合生产效益 3%，客户满意度达 100%。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吕学斌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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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135-2022四川生猪现代种业建设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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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种猪性能中心测定工作；2. 构建全省优秀种猪遗传资源库；3.建立省内各
种猪场的场间遗传联系，推进四川省种猪联合育种工作。4.加强测定种猪和优秀
种公猪的疫病监测工作。

1. 测定 11个核心育种场了 514头种猪性能测定工作。
2．测定优秀种公猪送基因交流中心，建立了遗传资源库
3. 5个场领取精液，建立了场间遗传联系工作
4、已开展优秀种公猪的疫病监测工作 4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 测定 11个核心育种场了 514头种猪性能测定工作，开展了 2期种猪性能测定工作，其中洛克猪、长白猪、大约克夏猪 30-100kg平均校正日增重分别为：
972.25克、943.8克、935.39克，平均料肉比 2.31、2.32、2.33，平均校正背膘厚分别为：9.34mm、 9.51mm、9.75mm（表 2）；30-120kg平均日增重分别
为：1008.55克、971.26克、976.40克，平均料肉比分别为：2.37、2.43、2.38，平均校正背膘厚分别为：11.12mm、10.69mm、 11.33mm ；2．选择了 122
头优秀种公猪送入基因交流中心，建立了遗传资源库。3. 5个场已领取精液，开展了遗传交流工作；4、已开展优秀种公猪的疫病监测工作 4次，包括非瘟、
猪瘟、蓝耳、圆环、伪狂犬、口蹄疫、乙脑 6种疫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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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5 85.75 85.74 99.99%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85.75 85.75 85.74 9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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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种猪测定数量
（含新品种）

≥ 200 头 514 20 20

饲养优秀种公猪数量 ≥ 50 头 122 10 10
质量指标 种公猪精液合格率 ＝ 85 % 91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核心育种场优秀基因

交换率
＝ 50 % 92.86% 30 3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核心育种场满意度 ＝ 90 % 95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100.00%，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完成 测定 11个核心育种场了 514头种猪性能测定工作，测定优秀种公猪
送基因交流中心，建立了遗传资源库， 8个提供优秀种公猪，5个场领取精液，建立了场间遗传联系工作，开展优秀种公猪的疫病监测工作 4次。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何志平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115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048-2022优质猪新品种培育及应用（现畜）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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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猪重要经济性状因果或紧密关联的分子标记的应用；开展父本新品
种川乡黑猪世代持续选育；以川乡黑猪为父本开展杂交试验研究；开展
猪重要经济性状基因挖掘，评估其育种价值。

全面完成年度目标。对川乡黑猪群体的基因组 SNP开展数据挖
掘，筛选到数个受选择位点和信号通路；完成川乡黑猪和丫杈
猪一个世代的选育；分子水平上完成 1个基因的功能验证。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完成川乡黑猪和丫杈猪一个世代的选育；分子水平上完成 1个基因的功能验证；开展生猪饲养技术指导 2次，开展技术培训 2次；在分子
水平上完成 1个基因的功能验证；商品猪销售金额达 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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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0 59.00 58.82 99.69%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59.00 59.00 58.82 99.6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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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优质猪饲养技术
指导或培训

＝ 2 次 2 20 20

完成基因分子标记的验证
和应用

≥ 1 个 1 20 20

时效指标 完成川乡黑猪世代选育 ＝ 1 个 1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销售商品猪 200头收入 ＝ 30 万 30.8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技术培训养殖技术人员 ＝ 2 次 2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 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年度绩效目标任务：完成川乡黑猪和丫杈猪一个世代的选育；分子水平上完成 1个基因的功能验证；开展生猪饲养技术指导 2次，开展技术培训 2次；
在分子水平上完成 1个基因的功能验证；商品猪销售金额达 30万元；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率 99.69%。项目自评总分 100分。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吕学斌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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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4999062-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设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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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猪团队：1.在 5个示范县开展每月生猪生产情况监测；2.完成优质黑色父本新品种审定现场核
验工作；B牛团队：1、开展团队活动 3次；2、开展地方牛遗传资源调查和生产性能测定，累
计完成 450头次；3、培育蜀宣花牛肉用种公牛 10头，推广冷冻精液 8万支，推广蜀宣花牛 8000
头；4、集成研发并建立四川肉牛扩繁场和育肥场建设技术规程各 1个；C羊团队：1．完善育
种档案资料，建立档案 100份；选育并扩大肥羔山羊新品系四世代选育群，使四世代选育群达
到 300只；开展生长发育性能、繁殖性能、产肉性能及肉品质的系统性能测定，测定 160只。
2．研究集成肉用山羊种羊生产技术 1项。D兽药团队：发表论文 1篇，申报发明专利 1项，开
展行业调研 1次，示范基地技术服务 6次，示范场抗菌药使用降低 10%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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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0 223.00 222.32 99.7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223.00 223.00 222.32 99.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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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生猪疫病预警系统 ＝ 1 套 15

发表论文 ＝ 6 篇 20
申请专利 ＝ 2 篇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研究集成肉用山羊种羊生
产技术

＝ 1 项 15

培训养殖人员 ＝ 200 人次 20

合 计 100

评价结论 结合自评情况，说明项目自评总分，说明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或成果。（200字以内）

存在问题 结合自评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200字以内）

改进措施 针对项目自评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改进完善的意见及有关政策性建议。（200字以内）

项目负责人：：吕学斌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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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7258288-2022第二批省科技计划-生猪节源减排无抗核心饲料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及产业化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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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具体任务分工；（2）开展好特美 X在生猪节源减排饲
料中的应用技术研究；（3）完成好特美 X与乳酸锌在生猪节源减排饲料中的集成应
用技术研究；（4）开展保卫菌在生猪饲料中的替抗技术研究；（5）申请发明专利 2
项；（6）申请软著 2项；（7）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100人次。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授权国际发明专利 1项、
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个、发表论文 2
篇、技术培训 125人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以好特美 X和保卫菌为技术支撑，集成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柠檬酸铜和乳酸锌，研发生猪节源减排无抗核心饲料新技术和新产品，建成一条
生产规模为 5000吨/年的新产品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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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5.92 53.06% 10 9.5

预算执行率未达到 90%的原因：本项目执行期两年
（2022年-2023年），第一年按计划执行预算 50%，
剩余部分在第二年执行。

其中：财政资金 0.00 30.00 15.92 53.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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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发明专利 ＝ 1 项 1 15 15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 1 项 1 15 15
申请软著 ＝ 1 项 2 15 15
发表论文 ＝ 1 篇 2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技术培训 ≥ 100 人次 125 30 30
合 计 100 99.5

评价结论 项目按期完成目标任务，通过项目实施，取得了理想成果。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晏家友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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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00022T000000254116-2022畜禽健康养殖技术（现畜）

主管部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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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玉米-豆粕-菜籽粕”型饲粮中添加不同铁源对仔猪生产性能、免疫功能和
抗氧化能力的影响。2、研究三丁酸甘油酯和富马酸复配对仔猪生长性能、腹泻
程度和免疫功能的影响。3、开展主要畜禽粪便矿化进程研究：建立畜禽粪便施
用矿化进程特性田间原位培养点。4、开展现代畜牧业生产调查，了解非常规蛋
白质饲料原料的生产、应用现状，为后续研究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

发表论文 2篇、授权专利 1项、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个、形
成研究报告 2篇、开发应用技术或技术参数 2套、通过应用项目技术，
仔猪 ADG提高 5.45%，腹泻率降低 50%；社会、生态效益显著提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
程概述

1、研究“玉米-豆粕-菜籽粕”型饲粮中添加不同硒源对仔猪生产性能、免疫功能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开发仔猪“玉米-豆粕-菜籽粕”型饲料专用微量元素预混
合饲料新产品 1个，开发关于在仔猪“玉米-豆粕-菜籽粕”型饲料中添加有机硒的应用技术 1项。2、（1）开展现代畜牧业生产调查，了解新型营养源在畜禽
日粮中的应用现状；（2）研究 5种水平酶解发酵菜籽粕对产蛋鸡生产性能、蛋品质、理化指标、组织病理等指标的影响，提出酶解发酵菜籽粕产品在产蛋
鸡日粮中的应用技术方案，为豆粕减量替代提供科技支撑。3、研究富马酸、苯甲酸及其复配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腹泻程度、免疫功能和抗氧化能力的影
响。比较在无抗日粮背景下富马酸和苯甲酸在仔猪上的应用效果，明确富马酸是否能达到或超过苯甲酸的使用效果；考察富马酸和苯甲酸复配在促生长、
降腹泻和增强免疫方面是否具有增效作用。4、（1）开展主要畜禽生产数据及价格指数收集，饲料、养殖、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典型调研；（2）开展
肉牛养殖等低碳减排实验及碳、氮、磷循环参数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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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6 56.06 56.06 99.99% 10 9.5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
率未达到 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
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
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56.06 56.06 56.06 9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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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畜禽粪便矿化特性参数 ≥ 1 套 1 10 10

质量指标
专利申请数 ≥ 1 项 1 20 20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 2 篇 2 20 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仔猪饲料转化率提高 ≥ 3 % 5.45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地下水保护/生态文明建设 定性 优良中低差 项 优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 90 % 92 10 10
合 计 100 99.5

评价结论 自评分 100分。该项目圆满完成了设定的绩效目标。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李书伟 财务负责人：万晓萍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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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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