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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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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资金共

计 26368 万元，其中国土绿化支出资金 3130 万元、林业草

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资金 23238 万元。一是 2023 年 10 月，

通过《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3〕118 号）下达我区林业草原改

革发展资金 8198 万元。二是 2024 年 5 月，通过《财政部关

于下达 2024 年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

知》（财资环〔2024〕29 号）下达我区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

金 18170 万元。 

2.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下达我区情

况：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

强化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建设，项目设计及职工和周边群

众满意度不低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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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我区林业草原改革发展项目资金共 27664 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6368 万元，其他资金 1296 万元。除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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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中央资金，由于自治区下达相关资金后部门无法实施收

回外，其他资金已全部分批次分解下达，资金分解下达率

100%。 

2.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我区下达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情

况：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 28.69 万亩、新一轮退耕还

草延长期补助面积 1.61 万亩、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

林抚育面积 5万亩；强化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建设，积极

推进森林草原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18.56 万亩以上，草

原有害生物防治 304 万亩以上，草种繁育 2.05 万亩，补贴

林木良种 1600 万株，林草科技推广项目 5 个，开展林草湿

荒综合监测；项目设计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不低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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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我区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27664 万元，其中中

央财政资金 26368 万元，除收回项目资金 408 万元外，其他

资金全部分解下达至相关部门和各地（市）、县（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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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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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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中央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预算执行率

为 55.81%。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严格按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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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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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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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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够足额安排资金履行

本级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 年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巩固退耕还林还

草成果，已兑现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 28.69 万亩，新

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 1.58 万亩和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

还生态林抚育 5万亩；强化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建设，积

极推进森林草原防火，开展森林防火隔离带建设 81 公里，

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38.5 万亩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

205.33 万亩，草种繁育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林木良种补

贴工作有序推进中，5 个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正在加快实施，

林草湿荒综合监测任务已基本完成；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

众满意度 90%。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一是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

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 286874.3 亩，目前已全部

兑现完成。二是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面积中央和自治

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 16100 亩，目前已兑现完成 15843 亩，

剩余部分因验收不合格未兑现。三是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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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林抚育面积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 5 万亩，目

前已全部兑现完成。四是森林边境防火隔离带建设长度中央

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 81 公里，目前已开工建设，正

在加快实施中。五是松材线虫病重点区域防控任务中央和自

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 727 万亩，目前已全部完成。六是美

国白蛾等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中央和自治区下

达绩效目标均为 18.56 万亩，已完成 38.5 万亩。七是草原

有害生物防治面积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 304万亩，

目前已完成 205.33 万亩。八是草种繁育面积中央下达绩效

目标为 2 万亩，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为 2.05 万亩，目前正

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九是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中央和自

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 1600 万株，目前林木良种补贴工作

正有序推进中。十是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中央和自治区下

达绩效目标均为 5个，目前均已开工建设，正在加快实施中。

十一是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和全国性林

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中央下达绩效目标分别

为 4740 个和 1423 个，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分别为 5753 个

和 170 万个，目前分别完成 5753 个和 500 万个。 

（2）质量指标。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质量指标一致。

通过落实森林防火补助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资金，森林

火灾受灾率低于 0.9‰、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同

林长制考核细则）大于等于 70%。 

（3）成本指标。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成本指标一致。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按照 100 元/亩的标准兑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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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按照 100 元/亩的标准兑现；上一

轮政策到期的退耕还生态林抚育补助按照 20元/亩的标准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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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项目实施和资金执行，林业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

治成效明显；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效益发挥明显；对

地区森林生态效益系统发挥明显。 

（2）可持续影响。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可持续影响指

标一致。通过林业草原改革发展项目的实施，对自然生态环

境保护和改善有着长远影响，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功

能改善持续性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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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改革发展项目的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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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

众满意度较高，达到 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绩效自评，发现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较慢的问题:林

木良种补贴、草种繁育等项目建设进度较慢，执行率较低。

因项目建设期为 2年，剩余建设任务 2025 年继续实施完成。 

下一步改进措施：不断加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

资金和项目管理，督促指导各地（市）、县（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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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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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兑现。同时，强化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考核，做好

地（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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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自查自评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改进工作措施，

举一反三，为以后年度林草改革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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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各级林

草系统要高度重视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结果的

应用工作，自治区各级林草部门及时公开资金绩效自评结果，

并将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

金分配权重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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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资金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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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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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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项目相关问题。 

六、附件 

2024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区域绩效目

标自评表 

 

 



资金使用单位

全年预算数
（A）

涉农资金统筹数（B） 全年执行数 （C）
预算执行率

(C/（A-B×100%)

年度资金总额： 27664 0 15071.6 54.4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6368 0 14717.20 55.81%

      地方财政资金 1296 0 354.40 27.35%

      其他资金（自有资金、社会资本、
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等）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资金分配规范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资金分解下达进度

资金到位率
预留待分配资金408万元，将和后
续资金一起尽快分解下达。

资金拨付合规性

资金项目支付进度

资金使用规范性

项目库管理情况

执行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开展绩效监控情况

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省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

市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

县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286874.30 286874.3

16100 15843

贡觉县和芒康县合计257亩未完成
兑现。芒康县剩余部分资金已整
合；贡觉县部分地块未达到验收标
准，未兑现的部分资金已上缴国库
。

5 5

≥81 81
项目建设期为两年，正加快建设中
。

727.00 727

≥18.56 38.5

根据西藏实际，结合我区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情况，实际完成防治面积
38.5万亩，超过国家下达绩效目标
的30%。

≥304 205.33

项目建设期为两年，剩余任务正在
加快推进中。米林市和当雄县草原
有害生物综合防控试验示范区建设
80万亩，目前正在走招投标程序。

≥2 0

项目建设期为两年，正在开展项目
前期工作。日喀则市两个项目目前
正在招投标，林周县草种繁育补助
项目目前正在编制实施方案。

≥1600 1600
项目建设期为两年，林木良种补贴
工作有序推进中。

≥5 5
项目建设期为两年，5个林草科技
推广项目正在加快实施中。

附表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区域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名称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地方主管部门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全区林草主管部门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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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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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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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科学性

下达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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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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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地市能够足额安排资金履行市级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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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县（市、区）能够足额安排资金履行县级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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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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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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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预留待分配资金外，其他资金均已分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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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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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林草局项目库管理要求，积极开展项目储备入库和补入库工作
。

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强化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建设，项目设
计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不低于85%。

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已兑现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28.69万亩，新一
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1.58万亩和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5万亩；强化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建
设，积极推进森林草原防火，开展森林防火隔离带建设81公里，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38.5万亩和草原有害
生物防治205.33万亩，草种繁育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林木良种补贴工作有序推进中，5个林草科技推广项
目正在加快实施，林草湿荒综合监测任务已基本完成；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不低于85%。

三级指标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亩)

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面积(亩)

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面积(万亩)

森林边境防火隔离带建设长度(公里)

松材线虫病重点区域防控任务(万亩)

美国白蛾等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万亩次)

草原有害生物防治面积(万亩)

草种繁育面积(万亩)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万株）

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个)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拨付合规性

使用规范性

执行准确性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三级指标

≥4740 5753

≥1423 5000000

根据西藏实际，结合我区林草湿荒
综合监测图斑监测情况，实际完成
图斑监测数量超500万个，超过国
家下达绩效目标。

≤0.9 ≤0.9

≥70 ≥70

100 100

100 100

20 20

明显 明显

明显 明显

明显 明显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明显 明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85 90

说明

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个)

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个)

森林火灾受害率（‰）

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同林长制考核细则)(%)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标准(元/亩)

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标准(元/亩)

上一轮政策到期的退耕还生态林抚育补助标准(元/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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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益
指
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林业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

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

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2024年我区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2766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6368万元，除收回项目资金408万元外，其他资金全部分解下达至相关部门和各地（市）、县（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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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分配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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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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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够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2024年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已兑现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28.69万亩，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1.58万亩和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5万亩；强化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森林草原防火，开展森林防火隔离带建设81公里，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38.5万亩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205.33万亩，草种繁育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林木良种补贴工作有序推进中，5个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正在加快实施，林草湿荒综合监测任务已基本完成；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90%。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一是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286874.3亩，目前已全部兑现完成。二是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面积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16100亩，目前已兑现完成15843亩，剩余部分因验收不合格未兑现。三是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面积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5万亩，目前已全部兑现完成。四是森林边境防火隔离带建设长度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81公里，目前已开工建设，正在加快实施中。五是松材线虫病重点区域防控任务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均为72...
	（2）质量指标。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质量指标一致。通过落实森林防火补助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资金，森林火灾受灾率低于0.9‰、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同林长制考核细则）大于等于70%。
	（3）成本指标。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成本指标一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按照100元/亩的标准兑现；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按照100元/亩的标准兑现；上一轮政策到期的退耕还生态林抚育补助按照20元/亩的标准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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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项目实施和资金执行，林业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明显；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效益发挥明显；对地区森林生态效益系统发挥明显。
	（2）可持续影响。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可持续影响指标一致。通过林业草原改革发展项目的实施，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有着长远影响，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功能改善持续性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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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草原改革发展项目的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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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较高，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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