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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 

资金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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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度中央财政下达我区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共

计 86262 万元，其中国土绿化支出资金 77930 万元（含退耕

还林草补助资金 6713 万元（其中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三次补

助资金3872万元、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延长期补助资金2841

万元）、造林补助资金 14196 万元、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

资金 55200 万元、森林质量提升（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

态林抚育）补助资金 297 万元、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补助

资金 1524 万元）、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支出资金 1092 万

元、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资金 7240 万元（含森林防

火补助资金 1343 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资金 2026 万

元、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资金 960 万元、林草科技推广示

范补助资金 300 万元、林木良种培育补助资金 320 万元、草

原繁育补助资金 1708 万元、林草湿荒综合监测补助资金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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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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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成果、增加造林面积、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提升森林质量、

实施沙化封禁保护；加强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强化森林

草原防火、有害生物防治、实施林木良种培育、草种繁育、

林业草原科技推广，开展全国性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

态监测等；林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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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结合西藏林草改革发展项目储备

情况和相关工作实际，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方案，自治区财政

厅审核，自治区财政厅联合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将资金分配

方案报送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后，由自治区财政厅分解

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86262 万元其中国土绿化支出资金 77930 万元（含退耕还林

还草补助资金 6713 万元（其中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三次补助

资金 3872 万元、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延长期补助资金 2841

万元）、造林补助资金 14196 万元（其中统筹整合用于拉萨

南山北山绿化工程资金 9543.1 万元）、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

助资金 55200 万元、森林质量提升（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

生态林抚育）补助资金 297 万元、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补

助资金 1524 万元）、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支出资金 1092

万元、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资金 7240 万元（含森林

防火补助资金 1343 资金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资金

2026 万元、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资金 960 万元、林草科技

推广示范补助资金 300 万元、林木良种培育补助资金 32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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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草原繁育补助资金 1708 万元、林草湿荒综合监测补助

资金 583 万元）分批次全部分解下达至局机关、各地（市）、

县（市、区），资金拨付率 100%。 

2.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我区下达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情

况：兑现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三次补助面积 9.68 万亩、新一

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 19 万亩和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

期补助面积 9.4 万亩；完成造林面积 22.4 万亩、退化草原

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206 万亩、建设沙化封禁保护区 1 个，落

实沙化封禁保护区补偿面积 8056 公顷；建设林业科技推广

项目 1个；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林

木良种草种培育；开展林草湿荒综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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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86262

万元，自治区财政厅根据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资金分配和绩

效目标分解方案以及相关审核、审定情况,将全部资金分解

下达至局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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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的过程，预算执行的结果体现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落实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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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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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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财政林草合力联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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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定期通报提醒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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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2 月底，总体预算支出在 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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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023年的提前告知中未明确资金明细，

部分资金无法提前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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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一是建

章立制。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了

《西藏自治区林业草原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储备管理细则（暂

行）》。二是督导基层规范使用。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下达了

《关于做好中央林业草原转移支付资金（2015 年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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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延长期补

助资金）兑现工作的通知》，确保资金使用规范。三是严格

按照项目执行，目前，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

等问题。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 年，已兑现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三次补助面积 9.68

万亩和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 19 万亩，新一轮退

耕还草延长期补助面积已兑现 5.753 万亩,剩余 3.6473 万亩

正在加紧兑现中。已完成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23 万亩，造林

面积 24 万亩，森林质量提升（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

林抚育）面积 14.84 万亩。已完成沙化封禁保护区建设 1个，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面积 84.09 万亩。68.24 万亩非国有

林得到了有效管护。已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46.1 万亩，

草原有害生物防治 18.8 万亩，林木良种培育 0.085 万亩，

完成林草湿荒综合监测。全区森林草原防火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草种繁育正在开展前期工作，林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正

在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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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项目建设和资金执行,已兑现新一

轮退耕还林第三次补助面积 9.68 万亩和新一轮退耕还林延

长期补助面积 19 万亩;完成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23 万亩，造

林面积 24 万亩，森林质量提升（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

态林抚育）面积 14.84 万亩，沙化封禁保护区建设 1 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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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面积 84.09 万亩，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46.1 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治 18.8 万亩,林木良种培育

0.085 万亩；68.24 万亩非国有林得到有效管护；林草湿荒

综合监测任务已全部完成。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面积

已兑现 5.753 万亩剩余,剩余 3.6473 万亩正在加紧兑现中，

草种繁育正在开展前期工作，林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正在加

快推进。  

（2）质量指标。通过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和造

林项目，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质量达标率达到 85%以上，造林

合格率达到 90%以上，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达到 85%以

上；通过落实森林防火补助和非国有林管护资金，森林火灾

受灾率低于 0.9‰，非国有林管护责任落实率达 100%。 

（3）时效指标。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当期任务完成率大

于 85%，造林任务当期完成率大于 85%，非国有林生态保护

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大于 85%。 

（4）成本指标。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标准 400 元/亩，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标准 100 元/亩，新一轮退耕还

草延长期补助标准 100 元/亩，上一轮政策到期的退耕还生

态林抚育补助标准 20 元/亩，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 16

元/亩。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生态效益。林业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明

显，非国有林得到有效管护，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效

益发挥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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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持续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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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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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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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原生态修复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草种繁育以及森林防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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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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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自查和区级复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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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下一年度资金申报与分配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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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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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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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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巡视、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 2023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

和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项目相关问题。 

六、附件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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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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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年，已兑现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三次补助面积9.68万亩和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19万亩，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面积已兑现5.753万亩,剩余3.6473万亩正在加紧兑现中。已完成生态修复治理面积23万亩，造林面积24万亩，森林质量提升（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面积14.84万亩。已完成沙化封禁保护区建设1个，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面积84.09万亩。68.24万亩非国有林得到了有效管护。已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46.1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治18.8万亩，林木良种培育0.08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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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项目建设和资金执行,已兑现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三次补助面积9.68万亩和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19万亩;完成生态修复治理面积23万亩，造林面积24万亩，森林质量提升（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面积14.84万亩，沙化封禁保护区建设1个，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面积84.09万亩，林业有害生物防治46.1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治18.8万亩,林木良种培育0.085万亩；68.24万亩非国有林得到有效管护；林草湿荒综合监测任务已全部完成。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面积已兑现5.75...
	（2）质量指标。通过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和造林项目，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质量达标率达到85%以上，造林合格率达到90%以上，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达到85%以上；通过落实森林防火补助和非国有林管护资金，森林火灾受灾率低于0.9‰，非国有林管护责任落实率达100%。
	（3）时效指标。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当期任务完成率大于85%，造林任务当期完成率大于85%，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大于85%。
	（4）成本指标。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标准400元/亩，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标准100元/亩，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标准100元/亩，上一轮政策到期的退耕还生态林抚育补助标准20元/亩，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16元/亩。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生态效益。林业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明显，非国有林得到有效管护，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效益发挥明显。
	（2）可持续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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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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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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