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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长沙市气象局
气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

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长沙市财

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长财绩

〔2019〕4 号）等文件精神，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18

年 6 月至 7 月对长沙市气象局（以下简称“市气象局”）主管的

市级气象专项资金实施了绩效评价。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项目申报、资金分配、预算执行、组织

管理、财务管理、项目产出及效果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

价。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情况

2019 年 6 月至 7 月，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市气象局市级气象

专项资金进行了现场绩效评价。本次评价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

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查阅项目申报资料，检查资金使

用、项目建设相关账目，实地察看项目实施现场，访谈项目受

益群众，发放问卷调查等方式，采集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和定

性分析后形成评价结论。本次评价对市级气象专项实施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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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全面检查，检查资金占纳入评价范围专项资金的 98%。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依据及主要内容

1、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专项

根据市委 2006 年第 38 号常委会会议纪要、长沙市人民政

府市长办公会议〔2006〕23 号、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长发改〔2007〕

723 号）、《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长发改〔2007〕768 号）等文

件精神，为建立和完善我市长期、连续、立体和综合观测地球

气候系统多圈层及其相互作用的重要基地，建立为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和防灾减灾提供决策服务的重要平台，提高我市对气

象灾害的监测能力和气象服务水平，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应上级气象主管部门要求建设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

2、国家级综合气象观测实验基地防灾减灾示范工程

市长办公会议纪要〔2014〕17 号、市长办公室会议纪要〔2016〕

10 号、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 28 次）对关于加强国家级气象

基地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建成集综合探测、防灾减灾、

装备中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带动、科普旅游为一体，

具有国际影响和全国一流的综合气象观测业务和试验基地。

2016 年 9 月，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关于国家综合气象

观测试验基地防灾减灾示范工程立项的批复》（长发改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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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777 号）批复立项，并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通过项目

可研报告的批复（长发改审〔2018〕283 号），批准建设具有国

际影响和全国一流的综合气象观测实验基地、气象生态科普基

地，进一步提升我市气象工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3、“风云三号”极轨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设

根据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长沙风云三号极轨气

象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长发改投资〔2016〕

614 号）立项，为充分发挥气象科技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中国

气象局和湖南省气象局批准同意湖南唯一的风云三号极轨气象

卫星地面接收站落户长沙，由市气象局建站实施。

4、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专项

为进一步扩大农业农村公共气象服务覆盖面，建立健全农

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长沙市政府办公厅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的通知》（长政办

函〔2012〕141 号），市气象局于 2012-2013 年间建立区县（市）

乡（镇）、村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为完善两

个体系建设和维持两个体系运转，按照市委常委会 2016 年第 28

次会议精神、市政府长府阅〔2016〕98 号会议纪要，2018 年度

长沙市人民政府继续将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经费纳入

市级财政预算。

5、人工增雨作业专项经费

据市气象局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监测，长沙市 2018 年 1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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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总降水量较上年减少近 4 成，各区县已出现中度—重度气象

干旱情况，已影响农业生产、居民用水、城市运行、生态环境

保护等方面。市气象局根据气象数据预测，7 月至 8 月降水将持

续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将继续发展，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市

政府防汛抗旱相关精神，备战后期可能出现的干旱，按照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作出“抗大旱、防暴雨”的指示和市长对防汛抗

旱的安排部署，市气象局（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积极做好

人工增雨工作准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抓住降水过程进行作

业蓄水，及时缓解旱情和高温，改善生态环境。

6、“一江六河”治污清淤岸线修复工程、水毁应急出险工程

根据市水务局长水发〔2017〕194 号文件的项目安排，长沙

市气候观象台雷达旁边坡加固工程为政府应急抢险类工程，市

人民政府特批专项资金用于该工程的修复。

（二）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提供的项目立项、可研和预算批复，市气象局各项目

绩效目标如下：

1、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专项

将地面气象基本观测、农业气象与生态监测和气候观测、

通亮观测、大气成分、生态、水汽等观测平台整合，数据共享，

通过数据分析处理为各业务轨道提供初级业务产品；为当地政

府提供气候变化分析评估、生态变化评估、气象灾害分析评估

等服务产品；建立高密度区域气象观测网，对气候系统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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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监测，建立气象灾害、灾情及其背景数据库，建立卫星遥感

数据库、重大灾害综合数据库，实现自然灾害信息共享，全面

提高气象灾害预警能力。

2、国家级综合气象观测实验基地防灾减灾示范工程

根据市气象局提供的国家级综合气象观测实验基地防灾减

灾示范工程可研报告和建设方案，计划于 2018 年 9 月-2020 年

8 月建成精准预报中心及防汛大会商业务系统、湖南湘江新区气

象监测预报业务系统、气象生态科普园。

3、“风云三号”极轨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设

卫星接收站建成后，将有力提高我市暴雨洪涝、干旱、森

林火情、大雾、灰霾及输入路径等方面监测精度，提升气象预

报预警、防灾减灾、生态环境文明建设等服务能力。

4、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专项

建立区县（市）、乡（镇）、村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农

业气象服务体系，实现农业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到区县（市），精

细预报信息到乡，预警信息、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进村入户。

5、人工增雨作业专项经费

确保干旱区域生产、生活的正常用水，保障农业灌溉，降

低森林火险等级，有效增加株树桥、黄材两个大型水库和大部

分中小型水库的蓄水量。

6、“一江六河”治污清淤岸线修复工程、水毁应急出险工程

为消除山下居民杂屋的安全隐患，结合该处塌方处险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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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顺利拆除杂屋，保证工程施工进度，及时完成水损修

复工程。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预算安排情况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2018 年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项目本年

可用资金 983.49 万元，为上年结转金额；国家级综合气象观测

实验基地防灾减灾示范工程项目本年可用资金 370.22 万元，为

上年结转金额；“风云三号”极轨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设专项本年

可用资金 100.09 万元，其中 41.09 万元为上年结转金额；气象

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专项本年预算批复资金 100 万元（其

中 40 万用于扶贫）；人工增雨作业专项本年预算批复资金 160

万元（其中 5 万用于扶贫）；“一江六河”治污清淤岸线修复工程、

水毁应急出险工程专项 2018 年预算批复资金 150 万元。

（二）项目资金总额、组成及到位情况

1、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专项

根据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达的《关于调整长沙国家

气侯观象台建设项目投资规模的批复》，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项

目投资概算 15,900.7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9,034.41 万元，专业

仪器设备费 4,598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994.94 万元，征地拆

迁费 1,273.44 万元。项目资金由中央财政补助 4,600 万元，其余

由市级财政安排。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到位资金 10,543.6 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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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级财政资金到位 8,005 万元（本年 983.49 万元为 2017 年结

转），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资金到位 1,618.6 万元，自筹经费 920

万元。

2、国家级综合气象观测实验基地防灾减灾示范工程

根据长沙市财政局呈批件《关于市气象局气象重大项目资

金安排的请示》（农业处〔2016〕17 号），国家级长沙综合气象

观测试验基地及气象防灾减灾示范工程项目总计划投资 24,000

万元，其中，国家 8,000 万元，省级 9,000 万元，市级 7,000 万

元。市级配套资金 7,000 万元由市本级、湘江新区、岳麓区分别

按照 4:3:3 的比例共同承担。根据长财预字〔2017〕042 号文，

2017 年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拨付项目建设资金 370.22 万元，本

年可用资金全部系上年结转金额。

3、“风云三号”极轨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设专项

根据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长沙风云三号极轨气

象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长发改投资〔2016〕

614 号）文件，该项目总投资为 289 万元，由市财政统筹解决。

2017 年结转金额 41.09 万元，2018 年到位资金 59 万元。

4、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专项

为维持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运转，按照市委常委会

2016 年第 28 次会议精神、市政府长府阅〔2016〕98 号会议纪

要，2018 年度长沙市人民政府继续将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

建设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安排建设资金 100 万元（其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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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用于扶贫），本年到位资金 60.00 万元。

5、人工增雨作业经费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市政府防汛抗旱精神，备战 2018 年下

半年可能出现的干旱，市气象局（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积

极做好人工增雨工作准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市人民政府特

批市级人工增雨作业经费 160 万元（其中 5 万元用于扶贫），本

年到位资金 155 万元。

6、“一江六河”治污清淤岸线修复工程、水毁应急出险工程

根据市水务局长水发〔2017〕194 号文件的项目安排，市人

民政府特批专项资金 150 万元用于气候观象台雷达旁边坡加固

工程的修复，本年到位资金 150 万元。

（三）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经统计，本年纳入评价范围的市级资金 1,863.80 万元，实

际使用 1,745.78 万元，结余 118.02 元，实际使用率 93.67%。各

项目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评价项目 预算安排数 实际使用数 实际使用率 结余 备注

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专项 983.49 983.49 100.00%

国家级综合气象观测实验基地防灾

减灾示范工程
370.22 266.2 71.90% 104.02

风云三号极轨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设

专项
100.09 100.09 100.00%

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专项 100 99.71 99.71% 0.29 其中 40 万元为扶贫资金

人工增雨作业经费 160 159.99 99.99% 0.01 其中 5 万元为扶贫资金

“一江六河”治污清淤岸线修复工程、

水毁应急出险工程
150 136.3 90.87% 13.7

合计 1,863.80 1,745.78 93.67% 1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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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情况

2018 年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专项、国家级综合气象观

测实验基地防灾减灾示范工程、风云三号极轨卫星地面接收站

建设专项、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专项、人工增雨作业

专项经费、“一江六河”治污清淤岸线修复工程、水毁应急出险

工程主要实施内容为设备采购及工程建设。为确保项目目标按

计划完成，市气象局组建项目建设管理机构，成立建设领导小

组，具体负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组织，协调各项手续的办理。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负责项目建设期间的综合协调；质

量监理组负责工程施工的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审查施工材料，

按现行规范和工程设计要求对工程质量实施监控，确保整个工

程质量；计财组负责项目建设经费的申请及财务管理，制定资

金使用计划，工程结账报账，保障资金合理使用；安全保卫组

负责项目区域施工安全，纠正并制止不安全因素和不文明行为，

调解各类矛盾，指导协助施工单位搞好治安联防工作。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市气象局严格按照项目法人制、招投

标制、质量监督管理制和工程合同制实施了全过程跟踪管理，

具体包括前期调研、设计方案及项目现场勘查；严格按照政府

投资项目招投标程序，对项目招投标过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

过程中引入项目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开展项目安全、进度及质

量检查；项目完工后在自查的基础上报请本级主管部门对建设

项目进行预验收，通过后报请上级主管部分进行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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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一）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市气象局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

使用效益，有效发挥专项资金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市气象局根

据《长沙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长政发〔2016〕3

号）完善了《长沙市气象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的

分配、使用、下达及监督检查等方面予以规定；建立了《大额

资金申报审批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大于两万元以上的工程、

货物、服务类支出，均需由用款部门填列申报审批表报财务核

算中心，由核算中心报党组研究后由分管财务的领导审批。市

气象局在资金管理过程中，除存在部分专项资金串项使用、公

用经费挤占专项经费、部分大额资金支付审批流程不够规范的

情况外，基本按资金管理办法执行，财务凭据基本完整，会计

核算基本规范。

（二）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项目管理，市气象局遵照《长沙市政府投资建设项

目管理办法》（长政发〔2012〕21 号）、《关于规范政府投资项目

招标投标行为的实施意见》（长政办发〔2015〕6 号）、《长沙市

政府采购公开招标项目入场交易规范化实施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合同验收工作的通知》（长财采购

〔2013〕9 号）等文件规定，对项目建设、项目招投标、项目验

收等工作进行了规范。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法律法规及相关

管理制度基本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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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

（一）建立健全精准预报体系，提高气象灾害预报预警能力

全市 252 个自动气象观测站及监测平台实现了对全市各乡

镇、水库进行雨量自动监测，及时掌握监测站点周围的雨情及

汛情，为全市防汛抗旱决策提供基本资料；气象风廓线雷达、

探空雷达和卫星云图接收站等现代化装备的应用，使我市暴雨、

大风、低温雨雪、雷电等气象灾害预报准确率上了一个新台阶，

灾害预警时间提高 16 个百分点，为市委市政府应对重大灾害提

供气象科技支撑；新型自动气象观测站的建设，保障了区域气

象自动站数据接收的及时准确，并启动数据自动上传上级气象

数据库功能，实现气象资源共享，根据湖南省区域自动气象站

全省质量统计，2018 年长沙站数据上传及时率 99.88%，数据可

用性 99.98%，保证了气象观测数据质量，显著提升了气象预报

质量。

（二）实施人工增雨，有效缓解部分区域旱情

市气象局人影工作组组建了 21 支人工增雨作业队伍，配备

车载火箭 21 套、高炮 2 门，布局作业炮点 38 个，先后多轮次

在全市开展大范围人工增雨作业，2018 年度共开展作业 387 次，

发射火箭弹 1108 发、高炮弹 565 发。经统计，2018 年 6 月 22

日至 9 月 17 日全市累计平均降水量 363.3mm，经测算增加了约

3 个株树桥水库库容的蓄水。我市境内土壤水份得到充分补充，

农业灌溉得以保证，生态环境有效提质，森林火险等级大幅降

低，株树桥、黄材两个大型水库和大部分中小型水库的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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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保证了干旱区域生产、生活的正常用水。人工增雨为我

市抗旱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受到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三）开展为农气象直通服务，提升气象为农服务能力

市气象局结合气象服务现代农业经验成果，围绕现有生态

农庄和设施农业大户开展“一对一”气象服务，定期组织农气专

家现场调研作物生长发育状况，结合生长季节天气特征提出农

事建议；为向广大农业用户、群众提供专业、及时的气象服务产

品，扩大气象为农服务覆盖面，市气象局开通了长沙微农直通微

信服务号，更便捷、有效地推送春耕春播、夏收夏种、秋收冬种

等关键农时和转折性、灾害性天气来临前预报预警信息，使用户

能随时掌握天气情况，及时趋利避害进行农业生产，为长沙市农

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提高了防御农业气象灾害的能力。

（四）开展气象科普宣传活动，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

举办“智慧气象—世界气象日”系列活动，分别走进公司、

校园、社区等开展气象科普活动，普及气象科普知识、防灾减

灾常识；长沙国家气象观象台先后接待中小学生科普实践活动

13 批次，免费开放市气象局地面观测站、市局影视中心参观，

工作人员通过向学生介绍卫星云图，讲解气象知识及未来天气

预报发展前景，介绍灾害天气的由来以及如何在灾害天气中保

护自身安全等知识，提高青少年气象科普知识普及率；气象科

技走进大学，通过现场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赠送气象报专刊、

雷电防护手册等科普资料，为大学生们“零距离”普及气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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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知识和应急常识。2018 年市气象局继续加大对防灾减灾示

范性社区投入，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形成市-区（县）-街道-社

区-户直通式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渠道，提升城市气象灾害防

御总体水平，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能力。

七、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项目建设进度低于预期

国家级综合气象观测实验基地防灾减灾示范工程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显示，项目计划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全部工程项目

招投标，截至现场评价离场日，子项目气象生态科普园建设工

程尚未开始招投标工作，势必影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推迟项

目总体投入使用。

根据市气象局与湖南广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政府采

购合同，长沙市国家气候观象台水损修复工程约定开工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3 日、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3 日，但实际开工

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8 日，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7 日，工

程滞后 5 个月完工。

长沙风云三号极轨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装饰工程建设合同

中约定开工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31 日，但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0 日，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10 日，工程滞后 2 个月完工。

（二）部分项目资金预算执行进度有待提高

国家级综合气象观测实验基地防灾减灾示范工程建设项目

2018 年可用资金 370.22 万元，均为上年结转，本年仅支出 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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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71.9%，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偏慢，影响专

项资金使用效益，造成财政资金闲置沉淀。

（三）专项资金使用不够规范

一是部分项目资金串项使用。《长沙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规定：“专项资金的项目支出预算经法定程序批准

后，财政部门应及时批复下达至各业务主管部门，各部门必须

严格执行，不得随意调整。特殊情况需要调整项目支出计划的，

需按程序报批。”2018 年度市气象局未经批准调剂使用专项资金

68.67 万元。如：支付湖南旺景园林有限公司工程款 25.21 万元

（JZ-11-0111 号凭证），该款项为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项目

子项目-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环湖区域变更工程款，不应列入国

家级综合气象观测实验基地防灾减灾示范工程项目；付长沙电

视台新闻频道“天气预报”节目播出费 16 万元（JZ-09-0051 号凭

证）、付田海英大气电场仪维护保养费 17.66 万元（JZ-12-0027

号凭证），不应列入人工增雨作业经费专项；支付气象预警及科

普宣传节目制作费 9.8 万元（JZ-12-0053 号凭证），不应列入“一

江六河”治污清淤岸线修复工程、水毁应急出险工程专项。

二是存在公用经费挤占专项经费的情况。市气象局未严格

执行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公用经费挤

占专项经费的现象。如：在人工增雨作业专项经费中列支电费

20 万元（JZ-09-0045 号凭证）、列支办公费-购买茶叶 0.2 万元

（JZ-12-0059 号凭证）；在“一江六河”治污清淤岸线修复工程、

水毁应急出险工程专项列支电费 35 万元（JZ-12-0105 号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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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办公用品款 0.37 万元（JZ-11-0095 号凭证）、列支绿植租摆

费 1.4 万元（JZ-11-0096 号凭证）。

（四）专项资金的设立有待归并整合

根据《长沙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八条（三）规定，

对同一类使用方向和用途的专项子项资金，应按程序报市财经

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归并整合，统筹安排。市气象局参与本次评

价的气象事业建设发展专项下设六个子项，其中子项目“长沙综

合气象观测市级基地和防灾减灾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与专项“湘

江新区财政局其他单位拨入”为同一项目；子项目“2017 年人工

增雨气候调节”与专项“人工增雨作业经费”为同一项目；专项“长

沙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资金”与“项目建设经费”为同一项目。市

气象局作为项目实施主管单位，未将同一类使用方向和用途的

专项资金按程序报批归并整合，使上述同一项目以不同专项列

示，且财务分开核算，不便于项目的申报、管理，不利于项目

成本核算与控制。

（五）内控制度执行有待规范

市气象局制定的《大额资金申报审批管理办法（试行）》第

四条规定：“市局大于等于两万元以上的支出，均需由用款部门

填列申报审批表报财务核算中心，由中心报党组研究审批”。评

价小组通过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发现，支付湘江新区平面改造款

9.71 万元（JZ-02-0044 号凭证），支付电费 55 万元（JZ-09-0045、

JZ-12-0105 号凭证），支付观象台边坡加固工程补偿农户维护款

13 万元（JZ-12-0061 号凭证），以上付款金额均超过两万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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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资金申报审批表，未严格执行大额资金支付审批流程，相关

内控执行有待规范。

（六）部分项目资产闲置率较高

评价小组通过走访国家气候观象台项目现场发现，国家气

候观象台项目建设的四层综合业务办公大楼，目前大部分办公

区域处于闲置状态。经现场询问了解到，国家气候观象台自 2016

年建成投入使用后，市气象局拟整体搬迁至新地址办公，后因

国家气候观象台选址距市政府较远，市气象局与政府相关部门

的沟通成本较高，故仅将业务人员搬迁至国家气候观象台办公。

国家气象观象台项目概算投资 1.5 亿，是集气象观测业务、科研

及办公于一体的综合基地，目前大量办公场地闲置，影响资产

的使用效率，造成资源浪费。

（七）部分项目整体规划不够严谨

根据湘江新区气象局提供的气象设备规划表，湖南湘江新

区气象监测预报业务系统建设专项计划建设加油、加气站防雷

设施监测站 20 座，气象防灾减灾示范小区预警信息发布栏 10

个，项目建设无具体区域规划，建设数量无依据支撑；标准气

象监测站建设仅要求“南北通透无遮拦的绿地建设”，未见科学

的调研论证及区域统计分析，无法保证监测站选址的科学，以

达到最佳观测效果。

（八）项目工程建设管理有待规范

一是工程合同管理有待加强。评价小组在现场评价时发现，

部分项目建设工程合同未系统归档。评价小组在查阅长沙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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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象台建设项目财务资料时，发现市气象局支付湖南省沙坪建

筑有限公司 412万元工程款、湖南新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7.36

万元工程款、满园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76.78 万元工程款均

无合同附件，评价人员为确认上述款项支付合规准确，查阅合

同档案，未找到相关建设工程合同。

二是项目建设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市气象局所有专项均遵

照《长沙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长政发〔2012〕21

号）、《关于规范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行为的实施意见》（长政

办发〔2015〕6 号）等文件规定执行，未根据各项目具体情况制

定可行的项目管理制度。

（九）绩效管理理念有待提高

一是项目未设置绩效目标。现场评价人员通过查阅项目申

报资料发现，市气象局未对项目设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是预

算确定的重要依据，是项目成果的预期体现，只有通过设置明

确、科学的绩效目标，工作成果才能更好衡量。

二是自评报告质量不高。评价人员通过查阅相关项目自评

资料，认定市气象局自评资料报送及时，项目数据基本准确，

但提交的自评报告过于简单，对项目产出及项目效果未进行全

面分析，反映问题不够全面具体，个别项目只提成绩未见问题，

绩效自评报告总体质量不高。

八、相关建议

（一）加强项目管理，实施项目进度监控

合理计划项目进度，综合考虑项目前期调研、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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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标、施工工期、设备调试等影响因素，提前进行项目铺

排，精简项目申报、审批程序，确保项目如期开工；加强项目

实施进度监控，合理编制进度计划，对进度滞后项目，应及时

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二）合理编制项目预算，加强预算执行跟踪与分析

结合项目规划和进度，合理编制项目预算，提高项目预算

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加强预算执行跟踪与分析，对预算执行进

度慢的项目资金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作为以后年度预算

安排的参考依据。

（三）加强专项资金管理，规范内控执行

严格执行预算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控制公用经费支出，

杜绝出现公用经费挤占专项资金的现象；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监

管，严格控制专项资金使用范围，规范专项资金财务核算工作，

保证资金使用的合规、合理性；明确各气象专项资金的性质和

用途，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专项进行归并整合；加强财务

支付审核流程管理，规范内控执行。

（四）完善前期调研分析，科学规划气象设备选址

针对湘江新区气象监测预报业务系统建设专项，市气象局

相关科室应对区域整体进行前期调研统计，结合目前监测站数

量、地形、气候条件等因素，根据可研报告总体规划设计情况

制定详细的设备规划统计表，进行监测站科学选址，保证气象

设备达到最佳观测效果。

（五）加强工程合同管理，完善项目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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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项目合同管理制度，规范合同归档，档案室相关人员

应建立项目合同台账，做好归档记录工作，加强合同管理；同

时规范合同支付审核，确保项目付款按合同规定履行。依据各

气象专项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细化、可操作、规范的项目管理

制度，对项目建设实施全过程管理，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六）增强绩效管理理念，重视绩效自评工作

市气象局应加强项目绩效管理，规范项目绩效目标申报，

做到绩效目标明确、细化、量化；重视财政资金的绩效考核和

绩效自评，对项目产出及效益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提高绩效自

评报告质量。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市气象局2018年主管并实施的长沙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专

项、国家级综合气象观测实验基地防灾减灾示范工程、“风云三

号”极轨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设专项、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

设专项、人工增雨作业专项、“一江六河”治污清淤岸线修复工

程、水毁应急出险工程均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提升了气象预报

科学准确性，但也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度偏慢、专项资金管

理不够完善等问题，从项目申报、预算执行、组织管理、财务

管理、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项目综合得分 81.25 分。

长沙市财政局

2019 年 7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