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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2017 年度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财政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2017 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我院干部职工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以服务全省农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为目标，不断加大农业科

技创新、科技服务力度，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引领支撑服务

全省农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2017 年度我院全院项目课题

经费1.69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4项,共计785.4

万元,省级预算安排资金项目 244 项,共计 1.13 亿元。

年初根据我院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创新条件等相

关职能，按增比进位和高于往年业绩原则，经院属各单位学

术委员会评估和财务处汇总，2017 年度预算绩效目标设定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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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年度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单位：万元

名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一、农业科技创新

围绕农业发展目标和技术需求，

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培育一批重

大、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并建立

科学合理的重大成果培育遴选

管理机制。

针对农业关键技术需求，培育

一批重大、突破性的科研成

果；稳定培育优势学科，加强

基础性、前瞻性研究，不断提

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确保可

持续发展。

应用基础研究

前瞻性、基础性课题（自主选

题）；青年人才课题；品种资源

搜集及保存；农业科研基础性、

辅助性工作。

搞好基础研究，为应用技术研

究提供支撑。

创制科研材

料数量（份）
≥50 ≥45 ≥40 <40

发表论文篇

数（篇）
≥60 ≥55 ≥50 <50

应用技术研究

育种技术与新品种选育；耕作栽

培技术；植保技术；农业资源高

效利用技术；农产品无害化生产

技术；农产品保鲜、加工技术；

农机农艺结合技术；粮食安全生

产技术；农田生态保护技术等。

研究、创新适合河北实际的现

代农业生产技术。

获得省级及

以上奖励数

量（项）

≥5 4 3 <3

获得品种保

护、专利数量

（项）

≥15 ≥13 ≥11 <11

鉴定验收科

技项目数

（个）

≥12 ≥10 ≥8 <8

二、成果转化及产业技

术推广

通过开展国家或省重大农业专

项研究，结合新技术、新产品的

引进集成和中试开发，建立以自

组装集成几项对河北甚至华

北农业具有重大影响的和革

命性的科研成果；建立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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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名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研成果为主体的综合农业科技

成果展示基地，通过新技术成果

的展示和辐射，带动全省适宜区

域的农业行业技术推广，以支撑

和推动我省农业发展。

域具有标志性的省级农业综

合科研示范基地；推广一批在

全省农业生产具有较大影响

的新技术成果。

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应

用

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转化与产业

化。

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转化和

产业化，改善农业种植结构，

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

项目区新增

经济效益（亿

元）

≥2
≥

1.8

≥

1.6
<1.6

新品种、新技

术推广面积

（万亩）

≥

200

≥

180

≥

160
<160

新品种、新技

术推广数量

（种）

≥15 ≥13 ≥11 <11

农业科技成果示范推广
新技术、新成果中试与示范基地

建设。

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示范和

推广，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

效益。

单位面积节

本增效率
≥5% ≥4% ≥3% <3%

展示新品种、

新技术数量

（种）

≥60 ≥50 ≥45 <45

建立和完善

基地数量

（个）

≥25 ≥23 ≥20 <20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围绕现代产业发展需求，进行共

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集成和

示范。

针对我院专家承担的不同岗

位专家和试验站职责，完成首

席专家安排的科研和示范任

务。

专家岗位体

系下达任务

完成率

100%
≥

90%

≥

80%
<80%

试验站体系 100% ≥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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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名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下达任务完

成率

90% 80%

农业产业技术和科技信

息服务

技术培训、咨询、扶贫、科技下

乡。农业科技信息查询，农业技

术信息传播服务等。

通过科技下乡活动，提高农业

种植科技水平。

发放科技资

料份数（万

份）

≥10 ≥8 ≥6 <6

受益对象满

意度

≥

95%

≥

90%

≥

80%
<80%

科技下乡次

数（次）

≥

300

≥

280

≥

250
<250

培训技术人

员及新型农

民人次（万）

≥1
≥

0.8

≥

0.6
<0.6

三、创新条件支撑

通过农业科技创新规划及组织

实施，提高科研平台配置水平，

健全实验室、试验站功能。完善

科技创新平台、人才队伍建设。

为农业科技研究提供装备技

术和人才支撑。

平台和人才支撑

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及试验站

建设；国家、省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项目配套；农业科技网络、图

书馆、科技信息数据库建设。人

才引进与培养；人才激励；博士

后工作站。

为农业科技研究提供平台和

人才支撑。

新建或完善

科研平台

（个）

≥10 ≥9 ≥8 <8

培养和引进

骨干人才

（个）

≥20 ≥18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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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情况

选取玉米、蔬菜、棉花、饲草和团队等类别项目的指标

设定等情况进行说明。

1.“专用玉米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

（1）主要内容

第一 育种技术创新研究。创制与改良新型杂种优势利

用模式，研发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单倍体育种技术体系，

研究完善玉米抗病性、抗旱性精准鉴定和改良技术，提高玉

米育种效率。

第二 优良种质资源鉴定、筛选与创新。引进国内外优

异种质资源特别是最新解密美国自交系，对适应性、抗病性、

早熟性、专用品质等性状进行全面鉴定评价，开展配合力研

究，改良国内骨干种质资源。

第三 优良自交系选育。聚合早熟、耐密、高抗倒伏/倒

折、高抗玉米茎腐和病穗腐病、抗玉米大小斑病、耐高温和

寡照、籽粒脱水快、出籽率高、优质专用等优良性状，创制

综合性状优良、配合力高的优良自交系。

第四 专用杂交种培育。以早熟宜机收、优质专用为目

标，根据玉米杂优育种模式，利用优良自交系组配杂交种，

在河北省建立多点品种测试体系，开展新品种多点异地联合

鉴定，开展抗病性鉴定和专用品质检测，筛选优异新组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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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河北省区域试验或联合体试验，培育适合河北省种植的专

用玉米新品种。

第五 新品种配套技术研究与新品种示范基地建设。对

审定新品种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建立专用玉米生产规范

与标准，良种良法配套，建立新品种示范基地，并进行大面

积推广，带动河北省玉米产业发展。

（2）资金来源与预算安排

2017 年财政资金 90 万元全部到位。预算安排如下：包

括差旅费 7 万元、劳务费 30 万元、新品种保护及论文版面

费 2 万元、试验材料费 20 万元、仪器设备费 4 万元、其他

费用 27 万元。

（3）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设定情况及设定依据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绩效指标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产出指标

选育自交系

开展种质资源目标

性状的筛选、评价

与创新研究，选育

自交系 2-3 份

≥3 ≥2 ≥1 ≥0

审定新品种
审定玉米新品种

2-3 个
≥3 ≥2 ≥1 ≥0

申请新品种

保护

申请植物新品种保

护 1-2 项
≥2 ≥1 ≥1 ≥0

发表论文
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2-3 篇 ≥3 ≥2 ≥1 ≥0

申请专利 申请发明专利 1项 ≥1 ≥1 ≥1 ≥0

论文 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 ≥2 ≥1 ≥1 ≥0

效果指标
示范基地

建立新品种示范基

地 800 亩
≥800 亩

≥ 600

亩

≥ 400

亩
≥0亩

2. “主要蔬菜作物特异资源创新及专用品种选育应用”

（1）主要内容：本项目属现代农业创新工程，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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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引进资源和现有育种材料为基础，主要进行白菜、茄子、

辣椒、番茄等蔬菜作物特异资源创制及专用品种选育的研究

应用。

第一 苗用型和微型大白菜(娃娃菜)

①种质资源评价与创新。创制速生性好、无茸毛、紧凑

半直立的苗用型大白菜和株型较小、紧凑半直立、适于密植

的微型大白菜种质资源，且高抗病毒病、抗霜霉病和软腐病、

耐热或耐抽苔。

②杂种优势利用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利用抗病基因分

子标记技术快速鉴定、筛选资源材料，创制出一批具有强优

势、多病害复合抗性的优良亲本材料；分别在夏季高温和早

春低温时段，研究耐热和耐寒材料的留种技术和方法。

③新品种选育与示范。利用创制的优异复合抗性材料，

选育出优质、丰产、多抗（病毒病、霜霉病、黑斑病等）的

苗用型和微型大白菜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示范。

第二 茄子

①资源的评价与创新。创制耐低温、连续坐果能力强、

适应性强、果皮黑亮的圆茄资源和长茄不育资源。

②采用高通量的转录组测序技术分析果皮相关基因的

表达特点，挖掘茄子果色黑亮相关基因。

③新品种选育。选育出果皮黑亮、商品性好、连续坐果

能力强的圆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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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鲜食辣椒

①以特色辣椒资源为试验材料，创制果色特异,商品型

好,连续坐果能力强、适应性强的辣椒资源；进行辣椒花药

培养技术研究，诱导产生不同基因型的胚状体，获得花药离

体培养再生苗。

②通过筛选、鉴定，选育出果色特异、商品型好、连续

坐果能力强、适应性强的辣椒自交系。

③利用雄性不育系与创新的优异资源，培育果色特异、

商品性好的鲜食辣椒新品种。

第四 番茄

①广泛收集和鉴定国内外各种番茄种质资源材料，利用

分子标记加强对高番茄红素资源鉴定和筛选，创制优质、抗

病的高番茄红素种质资源。

②利用高番茄红素番茄骨干亲本材料，筛选出高番茄红

素强优势组合。

③番茄抗病毒种质资源创新。鉴定河北省番茄褪绿病毒

（Tomato chlorosis virus，ToCV）病原株系，建立番茄褪

绿病毒的分子鉴定技术体系；针对 ToCV 的流行株系，利用

前期研究鉴定的抗 ToCV 的野生种多毛番茄（Solanum

habrochaites）PI12782695 和 PI13441755 为材料，通过远

缘杂交和幼胚拯救技术将抗病基因导入到优良的抗黄化曲

叶病毒的亲本 1502 和 1503 中，连续杂交和回交创制具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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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种优异基因的抗病种质资源。

第五 新品种应用：开展杂交制种及新品种配套栽培技

术研究，建立试验示范基地，推广应用新品种及配套技术。

（2）资金来源与预算安排

本项目资金 90 万元，均来源于财政拨款。

预算安排：其中材料费 38.91 万元，劳务费 25.94 万元，

差旅费 9.16 万元，水电暖费 1.85 万元，印刷咨询和邮电费

3.57 万元，培训费 0.6 万元，测序分析费 3万元，其他不可

预知 7.15 万元。

（3）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设定情况和设定依据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绩效指标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产出指标

引进种质资

源

引进国内外苗用型

和微型大白菜(娃

娃菜)种质资源 20

份，圆茄种质资源

15 份，鲜食辣椒种

质资源 20 份，番茄

种质资源 20 份，开

展种质资源目标性

状的筛选、评价与

创新研究;

≥75 ≥50 ≥20 ≥0

种质资源创

制 2-4 份

创制特异种质资源

2-4 份
≥4 ≥2 ≥1 ≥0

论文 1-2 篇
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
3 2 1 0

效果指标 示范基地 1-2

个
示范推广基地 2 1 0 0

3.抗病优质轻简棉花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

（1）主要内容：目以“轻简化、提质增效”为主攻方

向，培育适宜在冀中南高产棉田、滨海盐碱区棉田和特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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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棉种植的抗病优质轻简化棉花新品种，并通过配套的轻简

化栽培和品质控制技术手段，提高原棉品质，增加单产，减

少用工，促进产业化发展，解决我省棉花生产存在问题，满

足我省棉花生产需求。

（2）资金来源与预算安排

2017年省财政拨款100万元，其中仪器设备费2.5万元；

专用材料费 36.25 万元，其中农资费用 17.40 万元，生化试

剂及其耗材 18.85 万元；水电费 0.3 万元；邮电费 0.15 万

元；差旅费 10 万元；出版印刷费 7.2 万元；劳务费 19.5 万

元；会议费 0.6 万元；其他费用 23.5 万元：其中测试化验

加工费 8万元，专用燃料费 6万元，土地租赁费 8.8 万元，

专家鉴定咨询费 0.7 万元。

（3）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设定情况及设定依据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绩效指标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产出

指标

种质资源创

制 25 份

创新抗病（枯萎病指 5以下、黄萎

病指 20 以下）种质资源 3 份；长

强细三项指标协调的高品质（纤维

长度≥31mm、比强度≥33cN/tex、

马克隆值 4.0-5.0）种质材料 4份；

创造优质、高产、紧凑型育种新材

料 8份；创造早熟、高产、优质育

种新材料 5份；创造优质、高产、

抗旱育种新材料 5份。

≥25 ≥20
≥

15

≥

10

棉花新品种

选育 3-5 个

抗病、优质、轻简化棉花新品种 3-5

个参加各级各类区域试验
5 4 3 2

申请新品种

保护权 1-2

个

参加新品种 DUS 测试 1-2 个 2 1 0 0

技术规范和

技 术 规 程

1-2 个

专家鉴定 2 1 0 0

发 表 论 文

4-5 篇
研究成果 4 3 2 1

效果 新品种推广 新品种示范推广 10 8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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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面积 10 万

亩

4.“粮改饲与休耕轮作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

（1）主要内容：项目针对河北省粮改饲与休耕轮作项

目实施，以牧草和绿肥为纽带，开展饲草节水高效种植模式

研究与创建、休耕区休养一体化高效种植模式研究、牧草与

绿肥新品种选育及引进评价、多元化饲草产品高效加工技术

研究与饲草产品饲喂价值评价、饲草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控制

技术研究、绿肥化肥配施及主作物减肥提质增效技术研究、

粮改饲与休耕轮作一体化技术集成示范。

（2）资金来源与预算安排：2017 年省财政拨款 60.0 万

元，印刷费 0.5 万元，差旅费 13.0 万元，劳务费 18.0 万元，

会议费 1.5 万元，水电费 3.0 万元，邮电费 0.4 万元，交通

费 0.6 万元，实验材料费 10.0 万元，仪器设备费 5.00 万元，

对外协作费 8.0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产出指标的设定：根据本项目特点，设置了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时效指标和成本指标 4项指标。其中，数量指标

包括筛选的牧草绿肥品种数目、研发集成的关键技术数量、

申报专利数量、制定地方标准数量、发表论文数量等，由于

这些指标直接关系到项目的工作量、工作范围和工作难度

等，因此设定了 25 分的分值。质量指标中包括筛选品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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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产量、主要农艺性状、品质性状的指标水平；新品种、

新技术示范区增产水平等，表示了项目完成的质量和水平，

设定分值为 15 分。时效指标包括了各项内容的完成时间，

设定分值 15 分。成本指标中包括配套栽培技术、种植制度

的成本收益比，代表了该项目在节本增效方面的作用。设定

分值 8.0 分。产出指标设定分值合计 63.0 分，占总绩效评

价指标的 63.0%。

效果指标的设定：效果指标设定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成本效益比和对环境影响 4个方面，其中经济效益是通过示

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使单位面积产量、效益提高而产生

的经济效益，反映了项目在农民增收、农业增产等方面的作

用，设定分值 8分。社会效益体现的是该项目在调整种植结

构、改善农产品质量、提升生产能力和研究水平等方面的作

用，农业项目的社会效益显著，设定分值 10 分。成本效益

比体现了项目的实施效果，设定分值 10 分。对环境影响中

包括了项目对土壤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等的影响，意义

重大，设定分值为 9 分。效果指标设定分值合计为 37 分，

占总绩效评价指标的 37%。

5.“河北省农业资源环境与绿色增长创新团队”

（1）主要内容：针对河北省农业资源环境问题组织农

业资源与绿色增产创新团队，开展土壤培肥、养分循环、温

室气体减排、环境效应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在河北省农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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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开展研究，为绿色增长提供技术支撑。

（2）资金来源与预算安排：2017 年预算经费 100 万元。

包括印刷费 3.0 万元，水费 4.0 万元；电费 4.0 万元；邮电

费 2.0 万元；取暖费 5.0 万元；差旅费 16.5 万元；交通费 3.0

万元；劳务费 26.8 万元；会议费 4.0 万元；专用燃料费 1.0

万元；测试化验加工费 6.0 万元。试验材料费 20.2 万元、

其他费用 4.5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产出指标：发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 5篇（2017-2019 年

共 15 篇），建立技术示范区 4个，开展化学肥料减施增效试

验，形成技术研究报告 4份；分值权重 25%；

效果指标：①实现肥料减施量较农民习惯施用量减少

10%以上；氮肥利用率提高 10%以上；作物产量提高 5%以上；

亩节本增效 100 元以上；分值权重 25%；②经济效益指标：

在4个技术示范区开展技术示范，面积400亩；分值权重10%；

③社会效益方面要提升我省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水平，为实现

农业绿；色增产提供技术支撑；分值权重 10%；（4）环境效

益方面要实现农田温室气体减排；分值权重 10%。

6.“果蔬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创新”

（1）主要内容：研究提出符合果蔬产品安全要求的生

物防治技术、理化诱控技术、生态调控技术和高效精准减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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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防治技术，并进行组装集成，建立适合我省的果蔬病虫

害绿色防控技术，为果蔬产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对果蔬产品质量和农田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

（2）资金来源与预算安排：2017 年由河北省财政厅拨

付经费 50 万元。预算安排：专用材料费 20.63 万元；出版

文献费 2.60 万元；邮电费 0.30 万元；水费 1.13 万元；电

费 2.14 万元；取暖费 0.98 万元；差旅费 8.41 万元；劳务

费 9.96 万元；会议费 1.50 万元；培训费 0.85 万元；维修

费 0.50 万元；其他费 1.0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本项目侧重于果蔬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创新与

集成，理论研究为防治技术的形成提供基础，因此产出指标

设定占 70%，效果指标设定占 30%。

产出指标：①改良适宜防治果蔬重要病虫害的生物制剂

剂型 1-2 个；②研制桃树、韭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各 1套；

③生产天敌昆虫 5000 万头；④建立果蔬病虫害绿色防控示

范基地 1-2 个；⑤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分值权重 70%。

效果指标：①提升项目承担能力，以本课题为基础申报

省级以上项目 3项，对提升我院科研承担能力打下基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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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在新的耕作制度和农业产业结构下，针对果蔬产

业领域出现的重大病虫害问题进行防治技术研究，可更好地

为为河北省乃至京津的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确保蔬菜产量和

质量安全、使农民增产增收。③生态效益，通过本项目实施，

对果蔬重大病虫害应用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生态调控及高

效精准化学防控，同化学制剂相比，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主

要体现在：无污染、无公害、低残留。其应用大大减少了化

学农药的使用量，对提高果蔬产品的质量和价值，同时具有

持续生态效应和环保效益。分值权重 30%。

7.“玉米抗逆、抗病、节水、专用、易机收种质资源创

制及育种技术研究”

（1）主要内容和用途

本项目以创制抗逆、抗病、节水、专用、易机收种的玉

米质资源及育种技术为研究目的，重点解决河北省玉米生产

以下问题：一是河北省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水资源日益短缺、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病虫草害加重，现有玉米品种生产能力

下降日益凸显。河北省玉米单产 400 公斤/ 亩左右，低于山

东、河南等黄淮海相邻省份，较美国单产水平相差更大。二

是随着我省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民对生活的质量和品味不

断提高，对富锌、富铁、富硒等健康玉米食品也将被大众青

睐。优质和保健玉米将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也将成为玉

米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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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来源与预算安排

本年度预算经费 90 万元，全部为省科技厅拨款，其中

直接经费 82.4 万元，（包括材料费 25.7 万元，测试化验费

11.95 万元，燃料动力费 0.65 万元，差旅费 11 万元，会议

费 0.7 万元，国际合作费 5万元，出版费 3.7 万元，劳务费

19.7 万元），间接费用 7.6 万元，资金支出率 100％。

（3）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设定情况及设定依据

产出指标：筛选耐旱、节水优异种质 3份；筛选耐密、

抗逆、早熟、脱水快种质 1-2 份；培育耐密、抗倒、抗病新

自交系 3-4 份；挖掘与玉米生育期及产量相关性状的主效

QTL30 个以上；申报或者获得新品种保护 1 项；申报专利 1-2

项；发表论文 1-2 篇。

效果指标：解决河北省玉米生产存在种质基础薄弱，品

种抗逆、抗病能力较差，单产水平低而不稳以及人们对优质

专用玉米的需求日益增长等突出问题。进行种质创新和培育

优质、高产、多抗玉米新品种。

设定依据：是河北省科技支撑重点项目，计划实施和管

理遵循河北省支撑计划管理办法开展优质、高产、多抗新品

种选育与种质资源创新及育种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是河北

省玉米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将对河北

省玉米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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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8 年省直部门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冀财监〔2018〕45 号）工作部署，我由财

务处认真学习了相关文件，正式发文要求院属各单位、院机

关相关处室须在 5月 30 日之前，对各自承担的 2017 年度财

政资金应用情况做全面自评。

1、准备工作

院属研究所和相关处室是本次绩效自评工作的实施主

体。各单位按通知要求，首先确定绩效评价工作人员，制定

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收集绩效评价相关资料，对资料进行审

查核实。具体本项目，首先按照通知要求，组建由业务所长

为评价组负责人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课题主持人负责绩效

评价的具体实施，工作人员包括本项目主要参加人员、科研

管理人员和财务部门的相关人员。制定统一的工作方案，分

头实施。其中，课题组人员负责对照项目合同书，搜集整理

相关材料。科研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管理绩效的评价，财务部

门负责人负责财务预算和财务支出项目的审查等。

2、组织实施

工作小组按统一方案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向有关专

家提交绩效评价报告；专家根据附表“评价表”中内容逐项

评分；专家综合分析意见，并形成评价结论、撰写评价报告；

评价组负责人给出综合评价等级、编写评价综合意见；建立

绩效评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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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评价

由评价组负责人负责分析汇总各评分专家的打分，经计

算后得其加权平均数，根据分值填写管理评价等级；评价组

根据表中各项评价结果，综合各方面因素填写项目绩效评价

综合意见。

三、综合评价结论

（一）单位全部项目评价指标优良率

具体说明全部项目评价指标总数，分别说明评价等级为

优、良、中、差的指标数以及评优率、评良率、评中率、评

差率。评优率=
评价等级为“优”的指标数

全部项目评价指标总数

评良率=
评价等级为“良”的指标数

全部项目评价指标总数

评中率=
评价等级为“中”的指标数

全部项目评价指标总数

评差率=
评价等级为“差”的指标数

全部项目评价指标总数

评价小组统一标准把各项指标评定全“优”的项目评定

为“优”、1中或 2个良的项目定“良+”、2差或全中的定为

“差”，其余定为“良-”。为此按照以上计算公式，我院承

担的 244 个项目中评优率达到了 97.5%项目为全优，评良率

2.5%，评中率为 0%，没有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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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2017 年度我院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主要目

标完成情况包括：

1.科技创新方面。创制优异科研材料数量 62 份，完成

度 124%；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72 篇，完成度 120%；获得省级

及以上奖励 12 项，完成度 240%；获得品种保护、专利数量

77 项，完成度 513%；鉴定验收科技项目中 44 个获得作物新

品种，完成度 367%。均达到了优秀标准。测算依据如下：

2017 年全年审定（登记）农作物新品种 44 个，审定标

准 32 项，获得专利权、品种权 77 项，取得省级以上奖励成

果 12 项。粮油所完成的“水肥高效、抗逆、高产小麦新品

种冀麦 585 选育及应用”和“大豆脂肪氧化酶鉴定技术与无

腥味高蛋白大豆创制”项目，分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省技

术发明一等奖，实现发明奖重大突破。植保所、旱作所、经

作所、遗传所、棉花所等主持的一大批国家、省重大基建项

目完成验收，昌果所主持的农业部华北地区果树科学观测试

验站和国家环渤海地区园艺作物种植资源圃项目顺利实施，

滨海所获批河北省盐碱地绿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全院

平台体系更加完善。坚持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结合，大豆优

质育种、绿色果蔬生产等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冀豆 17 千亩

示范方亩产 323.1 公斤，创我国大面积实收测产高产纪录；

石果所培育的元坊富士、隆尧梅庄国红苹果品种入选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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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品”，占全省入选品种的 2/5。“渤海粮仓科技示范

工程”圆满收官，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显著，得到省委省

政府领导的肯定。

2.科技服务方面。据不完全统计项目区新增经济效益至

少 2 亿元以上，完成度 100%（统计见附表）；新品种和新技

术推广面积 300 万亩（统计见附表），完成度 150%；推广新

品种和新技术 150 项，完成度 250%；单位面积节本增效率

20%，比原定指标增加 15%；展示新品种和新技术 150 项，完

成度 250%；建立和完善基地数量 30 个，完成度 120%；专家

岗位体系下达任务完成率 100%，完成度 100%；试验站体系

下达任务完成率 100%，完成度 100%；发放科技资料 10 万份，

完成度 100%（统计见附表）；受益对象满意度 100%，完成度

100%；科技下乡 316 人次，完成度 105%；培训技术人员及新

型农民 4万人次，完成度 400%。测算依据如下：

宁晋粮食基地连续三年实现节水 50%、节肥 20%、节工

20%，成为全国春季农业生产会指定展示基地，受到汪洋副

总理、余欣荣副部长肯定；井陉中药材基地创建“春看连翘

花，满目黄金岭”的连翘生态种植模式，成为“荒山地”变

“致富林”的典范，《人民日报》给予报道。服务种植结构

调整，示范推广绿色高效新技术新成果 150 项，培训农民 4

万余人，培育致富典型 202 个。谷子所对接武安农业龙头企

业，共同培育的“武安小米”品牌，被评为河北十大区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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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牌产品；粮油所高油酸花生品种引领我省花生生产提质

增效，冀花系列品种占全省花生种植面积 70%，推动花生成

为我省第三大种植作物；农信所为多个国家和省级农业园区

编制发展规划，引领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科技扶贫落地见效，

驻张家口崇礼的两个扶贫工作队，发挥我院科技扶贫、产业

脱贫优势，引导支持两个贫困村大力发展区域特色果蔬生产

和观光农业，扎实做好帮扶工作，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在

阜城县率先实施“五个一”科技扶贫新模式，促进当地酿造

高粱、设施瓜菜等传统产业升级，实现亩节本增效千元以上；

衡水市政府与我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选派 158 名科技人员

分赴 42 个贫困县每人至少 2 次，示范新技术 100 多项、开

展科技服务 200 多场次，为全省脱贫攻坚贡献了力量。积极

建言献策，全年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产业发展政策技术

建议 28 份；参与起草《关于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地下水严

重超采区发展适水农业的建议》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议”

刊发，受到农业部、科技部重视；《关于建设河北太行山“一

路三带”的调研报告》得到王东峰书记、许勤省长等多位省

领导肯定性批示。对接雄安新区绿色果蔬安全供给、农业面

源污染和水环境治理，组建 3支专家团队，建设 2个绿色农

产品供给基地，打造 2个标志性产品，提出调研报告和产业

发展建议 2 份。全年受到省级以上媒体报道 21 次，获得各

级各类表彰 60 人次；两人获省山区创业个人贡献奖。全年



22

实现科技转化收益 800 多万元，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制度的激

励作用初步显现。

3.创新平台和人才方面。新建或完善科研平台（个）10

个，完成度 100%；培养和引进骨干人才 42 名，完成度 210%。

测算依据如下：

新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 2个，试验站 3个；

新增省现代农业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5名。新引进博士 10 名，

硕士 15 名，全院博硕士占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达到 57.4%，高

层次人才比例明显提升，“培养、引进、使用、服务”四位

一体的人才机制初步形成。落实调整职称聘任比例优惠政

策，全院高级职称聘任比例由 45%提高到 59.5%，45 岁以下

高级职称和 35 岁以下中级职称人员占比达到 44%；落实提高

绩效工资总量优惠政策，科研人员有荣誉、有待遇、有地位、

有舞台，工作热情高涨，干事激情饱满。发挥院士工作站、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作用，大力推进青年领军人才培育；实施

“外语能力提升工程”，青年科技人员对外交流水平显著提

升。全院新增“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8名、省“三三三人

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 4名，3 人通过“绿色通道”获评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新提拔所级干部 7名，配齐了 5个研究

所领导班子，全院处所级干部中 35-50 岁 24 人，占比 35%，

硕士以上学位 43 人，占比 62.3%，干部队伍结构更趋合理。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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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绩效结论和按照年初指标设置情况，我院各分项和

总体都达到了优级标准，见下表：

名称 绩效指标 优 良 中 差
完成

度

评价

情况

一、农业科技创新

应用基础研究

创制科研材料数量

（份）

≥

50

≥

45

≥

40
<40 124% 优

发表论文篇数（篇）
≥

60

≥

55

≥

50
<50 120% 优

应用技术研究

获得省级及以上奖

励数量（项）
≥5 4 3 <3 240% 优

获得品种保护、专利

数量（项）

≥

15

≥

13

≥

11
<11 513% 优

鉴定验收科技项目

数（个）

≥

12

≥

10
≥8 <8 367% 优

二、成果转化及产

业技术推广

农业科技成果产业

化应用

项目区新增经济效

益（亿元）
≥2

≥

1.8

≥

1.6
<1.6 100% 优

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面积（万亩）

≥

200

≥

180

≥

160
<160 150% 优

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数量（种）

≥

15

≥

13

≥

11
<11 250% 优

农业科技成果示范

推广

单位面积节本增效

率

≥

5%

≥

4%

≥

3%
<3% +15% 优

展示新品种、新技术

数量（种）

≥

60

≥

50

≥

45
<45 250% 优

建立和完善基地数

量（个）

≥

25

≥

23

≥

20
<20 120% 优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建设

专家岗位体系下达

任务完成率

100

%

≥

90%

≥

80%
<80% 100% 优

试验站体系下达任

务完成率

100

%

≥

90%

≥

80%
<80% 100% 优

农业产业技术和科

技信息服务

发放科技资料份数

（万份）

≥

10
≥8 ≥6 <6 100% 优

受益对象满意度
≥

95%

≥

90%

≥

80%
<80% 100% 优

科技下乡次数（次）
≥

300

≥

280

≥

250
<250 105% 优

培训技术人员及新

型农民人次（万）
≥1

≥

0.8

≥

0.6
<0.6 400% 优

三、创新条件支撑

平台和人才支撑

新建或完善科研平

台（个）

≥

10
≥9 ≥8 <8 100% 优

培养和引进骨干人

才（个）

≥

20

≥

18

≥

16
<16 210%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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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改进措施包括：

1、摆正方向，发挥职能，加快科技创新，为我省农

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贯彻国家农业及农业科技政策，紧紧围绕省政府提出的

农业发展战略目标，以保障粮食安全和服务农业、农村和农

民为根本任务，瞄准农业生产关键技术问题确立科研方向，

发挥我院科技创新综合优势，不断推出适应我省农业发展需

要的科技新成果。延伸农业科研工作链条，加强科技成果中

试、示范推广和科技服务工作力度，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

为生产力。

2、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

合理配置人才、条件、资金等各种资源，发挥学科优势、

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支持重大科研、成

果转化项目和农村科技服务项目。树立投入产出理念，注重

投资效果，农业科研作为公益事业要注重社会净效益。

3、落实绩效目标责任制。

我院把总体绩效目标分解落实到预算单位，签订任务实

施及绩效目标任务书，明确绩效管理责任。

4、做好绩效考核评价工作。建立科学的绩效指标体系和

评价方法，评价结果作为业绩考核和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重

要依据。

五、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在绩效评价完成以后对各单位和各项目的绩效评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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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院网上进行公开。绩效结果用于建立我院科技信用档

案：1、作为以后安排财政项目的参考因素；2、作为所属各

单位年终评优的主要依据；3、及时改正，对项目完成不好

或绩效较差的项目，要求承担单位限期整改。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2018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