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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 
恢复资金（国家公园）2024 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财政下达资金和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下达情况 

2024 年度中央财政下达我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

金（国家公园）共计 15732 万元，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唐

北区域）补助资金 12732 万元、羌塘国家公园创建资金 3000

万元。一是 2023 年 11 月，通过《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3〕

115 号）下达我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含国家公园）

12263 万元，全部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补助资金。

二是 2024 年 12 月，通过《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林业草

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第三批）的通知》（财资环〔2024〕

178 号）下达我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家公园）

3469 万元，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补助资金 469

万元，羌塘国家公园创建资金 3000 万元。 

2.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目标下达我

区情况：全面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加大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规范国家公园管理，促进国家公园协调发展，开展保

护科研和科普宣教；稳步推进羌塘国家公园创建，开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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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科普宣教等。 

（二）自治区分解下达资金和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分解下达情况 

2024 年中央财政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家公园）共计

15732 万元，已分批次全部分解下达至那曲市和阿里地区，

资金分解下达率 100%。一是通过《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

前下达 2024 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藏

财资环指〔2023〕87 号）下达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

家公园）12263 万元。二是通过《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

达 2024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第三

批-地市）的通知》（藏财资环指〔2025〕4 号）下达林业草

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家公园）3469 万元。 

2.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我区分解下达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

家公园）绩效目标情况：全面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加

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对国家公园 100.5 万亩受损森林、草

原、湿地等进行生态系统修复，规范国家公园管理，吸纳园

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人数 6504 人，促进国家公园

协调发展，开展保护科研和科普宣教；稳步推进羌塘国家公

园创建，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科普

宣教等。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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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国家公园）15732 万元，资金已全部分解下达至那曲市和

阿里地区，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预算执行的过程是各级财政和林草主管部门履职尽责

的过程，预算执行的结果体现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落实自治区

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情况。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

担当。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过紧日子”要求，压缩

一般性支出，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按照“谁使用、谁负

责”的要求，切实履行预算执行主体责任，把预算执行管理

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上下联动、

各司其职，合力推进预算执行进度。二是加强合力联动，提

高财务管理成效。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始终

高度重视预算执行，建立了定期提醒机制、协调沟通机制，

对执行进度缓慢和执行为零的项目，制定支出计划，加强督

促。截至目前，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家

公园）总体预算执行率为 51.35%。扣除中央 12 月末下达资

金外，中央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65.8%。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严格按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

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国家公园）分配科学、合理。 

2.下达及时。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

制度以及《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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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要求分解下达资金。 

3.拨付合规。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

资金，未出现违规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预算单位

实有资金账号等问题。 

4.使用规范。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

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执行准确。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

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

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

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 年全面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加大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正在开展国家公园 100.5 万亩受损森林、草原、湿

地等生态系统修复前期工作，规范国家公园管理，吸纳了

6002 名园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促进国家公园协调

发展，正在加快推进保护科研和科普宣教等项目实施；稳步

推进羌塘国家公园创建，正在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

性监测与保护、科普宣教等项目前期工作。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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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量指标。一是国家公园受损森林、草原、湿地

等生态系统修复面积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 100.5

万亩，目前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二是吸纳园区居民参与

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人数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

6504 人，已选聘园区居民 6002 人（实际核准为 6002 人）。 

（2）质量指标。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质量指标一致。

通过国家公园项目实施，园区内野生动物栖息地连通持续增

加、智慧国家公园相关平台纳入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局）

生态网络感知系统、森林草原病虫害发生率逐步降低。 

（3）时效指标。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时效指标一致。

通过落实国家公园补助资金，国家公园入库项目任务完成率

大于 75%、国家公园创建任务完成不低于计划完成时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生态效益。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生态效益指标一

致。区域内旗舰物种繁衍数量保持稳定或有所增加。 

（2）社会效益。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社会效益指标一

致。社会公众对国家公园的认知度大于 85%。 

（3）可持续影响。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可持续影响指

标一致。持续发挥生态作用逐步提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一致。林业草

原生态保护恢复项目（国家公园）的实施，一方面有效改善

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促进当地农牧民就业增收，国

家公园园内和周边群众满意度较高，达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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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绩效自评，发现国家公园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较慢和

资金拨付滞后的问题：一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保护科研和科普宣教等项目实施进度较慢。

因项目建设期为 2年，剩余建设任务 2025 年继续实施完成；

二是羌塘国家公园创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较慢，资金执行率

较低，相关项目尚未开工实施。 

下一步改进措施：强化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和项

目（国家公园）管理，督促指导那曲市和阿里地区林草主管

部门加大项目推进力度，确保建设项目早日完工，资金按期

兑现。同时，加强对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考核，强化相

关地（市）和县（市、区）级自查和自治区复查工作，将考

核和检查结果作为后续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是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合理配置公共

资源，强化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

在今后工作中，我区将继续加强资金项目管理，对绩效自评

结果进行研究分析，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资金分配挂钩。

对未能按时达标完成年度目标的项目和实施单位，督促加快

工程建设进度，尽快完成年度目标。同时，针对存在问题，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改进工作措施，举一反三，为以后

年度国家公园项目实施工作奠定基础。 

（一）提高绩效评价结果应用重要性认识。高度重视林

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家公园）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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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各级林草主管部门及时公开资金绩效自评结果，并依

据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对采取因素法分配的资金初步分配结

果进行调节，充分发挥绩效评价结果以评促管效能，多渠道

应用评价结果，努力提高绩效意识和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使用

效益，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谎报瞒报等违法违规现象发生。 

（二）运用绩效评价为调整政策、优化支出结构提供参

考。经自评，2024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国家公园）充分发挥了其生态和经济效益，对我区林业草

原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建议国家继续加大政策及

资金扶持力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巡视、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 2024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

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项目（国家公园）相关问题。 

六、附件 

2024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家公

园）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资金使用单位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5732 8078.73 51.3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5732 8078.73 51.35%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自有资金、社会资本、以前年
度结转结余资金等）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资金分配规范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中央和自治区相关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
资金使用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资金分配规范。

资金分配合理性
严格按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及自治区相关资金管
理办法，结合林草生态保护恢复项目储备情况和西藏林草生态保护恢复
工作实际，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资金分配合理。

资金分解下达进度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中央财政林草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下达后，
区林草局及时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报自治区财政厅审核，报请自治区人民
政府审定。

资金到位率 国家公园补助资金均已分配下达到位。

资金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
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资金项目支付进度
资金项目总体支出进度超过50%，正在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拨付进度
。

资金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
调整等问题。

项目库管理情况 根据国家林草局项目库管理要求，积极开展项目储备入库工作。

执行制度健全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制度执行有效性 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

开展绩效监控情况 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

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开展绩效自评工作要求，积极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省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
额安排资金履行自治区支出责任。

市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相
关地（市）能够足额安排资金履行市级支出责任。

县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相
关县（区）能够足额安排资金履行县级支出责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国家公园受损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修复
面积（万亩）

100.5 0
项目建设期为两年，目前
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吸纳园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人数（人） 6504 6002
2024年实际核准岗位人数
6002人。

野生动物栖息地连通情况 持续增加 持续增加

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情况 得到有效保护 得到有效保护

智慧国家公园相关平台是否纳入国家林草局（国
家公园局）生态网络感知系统

是 是

森林草原病虫害发生率 逐步降低 逐步降低

国家公园入库项目任务完成率（%） ≥75 ≥75

国家公园创建任务完成情况 不低于计划完成时限 不低于计划完成时限

生态效益指
标

区域内旗舰物种繁衍数量 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 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

社会效益指
标

社会公众对国家公园的认知度（%） ≥85 ≥8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国家公园园内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85 90

说明

附表

国家公园支出区域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名称 国家公园支出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资金管理情况

分配科学性

下达及时性

拨付合规性

使用规范性

执行准确性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地方主管部门 全区林草主管部门

绩
效
指
标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效益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
指标

时效
指标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全面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规范国家公园管理，促进国家公园协调发展，开
展保护科研和科普宣教；稳步推进羌塘国家公园创建，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科普
宣教等。

全面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正在开展国家公园100.5万亩受损森林、
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修复前期工作，规范国家公园管理，吸纳园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人
数6002人，促进国家公园协调发展，正在加快推进保护科研和科普宣教等项目实施；稳步推进羌塘
国家公园创建，正在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科普宣教等项目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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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家公园）15732万元，资金已全部分解下达至那曲市和阿里地区，资金到位率100%。
	预算执行的过程是各级财政和林草主管部门履职尽责的过程，预算执行的结果体现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情况。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过紧日子”要求，压缩一般性支出，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要求，切实履行预算执行主体责任，把预算执行管理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上下联动、各司其职，合力推进预算执行进度。二是加强合力联动，提高财务管理成效。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始终高度重视预算执行，建立了定期提醒机制、协...
	1.分配科学。严格按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家公园）分配科学、合理。
	2.下达及时。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资金。
	3.拨付合规。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号等问题。
	4.使用规范。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执行准确。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2024年全面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正在开展国家公园100.5万亩受损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修复前期工作，规范国家公园管理，吸纳了6002名园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促进国家公园协调发展，正在加快推进保护科研和科普宣教等项目实施；稳步推进羌塘国家公园创建，正在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科普宣教等项目前期工作。
	（1）数量指标。一是国家公园受损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修复面积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100.5万亩，目前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二是吸纳园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人数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6504人，已选聘园区居民6002人（实际核准为6002人）。
	（2）质量指标。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质量指标一致。通过国家公园项目实施，园区内野生动物栖息地连通持续增加、智慧国家公园相关平台纳入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局）生态网络感知系统、森林草原病虫害发生率逐步降低。
	（3）时效指标。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时效指标一致。通过落实国家公园补助资金，国家公园入库项目任务完成率大于75%、国家公园创建任务完成不低于计划完成时限。
	（1）生态效益。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生态效益指标一致。区域内旗舰物种繁衍数量保持稳定或有所增加。
	（2）社会效益。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社会效益指标一致。社会公众对国家公园的认知度大于85%。
	（3）可持续影响。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可持续影响指标一致。持续发挥生态作用逐步提升。
	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一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项目（国家公园）的实施，一方面有效改善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促进当地农牧民就业增收，国家公园园内和周边群众满意度较高，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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