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及执法专项 预算单位： 上海市种子管理总站

具体实施处（科室）： 市场监管科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当年预算数（元）： 1,544,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1,473,070.50 预算执行率（%）： 95.41%

项目年度总目标：

（1）种子市场执法检查。组织开展全市种子市场专项整治活动，立案查处种子市场中违法生产经营的行为
。完成执法人员制服和换装，制作必要文书，规范种子执法行为，提升办案能力与水平。组织宣传培训，开
展放心种子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项目经费预算20.1万元。 （2）种子质量监督抽查与检测。春季抽
检450个样品，以水稻、玉米、主要蔬菜种子三项常规质量指标为主；夏季结合生产基地检查，抽检不少
于10个水稻品种，开展转基因和真实性检测；秋季抽检450个样品，以油菜、绿肥等种子三项常规质量
指标为主，冬季抽检不少于10个水稻、玉米品种开展真实性检测，以及60个样品的三项常规质量指标检
测。合计抽检种子样品1000个左右。同时，对参加区域试验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开展转基因成分检测。项
目经费预算66.1万元。 （3）种子生产基地质量监管。以杂交水稻制种及其亲本繁种基地为重点，对
全市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和常规水稻繁种基地，开展品种真实性、田间隔离情况、档案管理等检查，对制种过
程当中的关键期进行实时跟踪监控，抽调持证田间检验员组成田间纯度检查组，深入水稻生产基地开展田间
纯度抽查工作，督促、指导各生产基地做好去杂保纯工作，确保种子质量和数量。项目经费预算4.5万元
。 （4）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种子纯度海南田间小区种植鉴定。需要对全市近200亩杂交水稻亲本繁种
田生产的种子与8000亩左右制种田生产的杂交一代种子送海南南繁基地开展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同时，
计划鉴定杂交玉米种子样品10个。为完成上述两项工作，需要在海南基地租地22亩，聘用劳务工3名（
水稻2人，玉米1人）。需组织专家和各区县种子检验人员赴海南开展田间鉴定，参加鉴定人员25名左右
。项目经费预算15万元。 （5）种子质量分子水平检测设备和能力提升。添置分子检测所需的仪器设备
，以及采购必要的试剂耗材，开展水稻、玉米品种真实性SSR分子检测工作。召开1-2次全市种子质量
检测数据采集与处理工作会，统一数据采集端口，确保数据真实、可靠。项目经费预算49.7万元。 7
、预算项目运行管理 该站在内部管理上建有较完善的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在财务管理方面，严格按照财
务会计工作制度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做好单位各项财务工作，对专项及科技项目经费管理统一按照农业
专项与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制度执行，实行专人审批，专款专用，能确保项目正常实施。

自评时间： 2020-04-28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牵头组织开展全市种子市场专项整治2次，水稻种子生产基地专项检查1次，质量监督抽查4次。组织市区
两级共出动执法车辆384次，执法人员1951次。踏田检查水稻种子生产基地45个，面积16450
.9亩（其中，常规水稻繁种面积11646亩，杂交水稻制种面积4804.9亩）。检查企业门店77
6家次，抽查种子标签3251个，标签合格率99.7%，抽样检测种子样品1123个，质量合格率1
00%。完成或参与完成调处种子纠纷、投诉23起，指导各区对13起种子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行政处罚，
共计罚没款3.4万元。牵头举办“上海市放心种子下乡进村现场咨询”1个场次，接待咨询群众180余
人次，印发告知书、宣传资料1000余份，悬挂标语56条。牵头举办本市“种子质量监管技术支撑培训
班”和全市植物新品种保护培训班各1期，组织各区种子管理和执法人员70余人次参加。 牵头推进本市
种子检验体系建设工作。市级层面，完成市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中心日常管理和运行工作，公开招投标购置
分子检测仪器2台，开展分子检测项目研究和应用等工作。区县层面，推动崇明、浦东检测室建立种子质量
检验管理信息系统，督促、指导其开展续展申请工作。企业层面，积极组织本市企业参加全国农技中心组织
开展的新一轮企业种子检验能力验证和培训活动。

主要问题：

1.有的种子生产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亟待进一步增强。有的种子经营人员年龄偏大、素质较低、
质量意识淡薄，虽然建立了一定形式的种子生产经营档案，或者在包装标签上印制了二维码，但档案或者二
维码中记载种子流向等内容记载不全或缺失。个别种子经营人员守法生产经营意识淡薄，在经济利益驱使下
, 仍有制售假劣种子的情况。2.农民自我保护意识亟待进一步加强。一些农民在购买种子时，仅图便宜
，从网络上或者从流动商贩处购买种子，而且没有索要发票的习惯，当出现质量问题时，拿不出申诉、索赔
的真凭实据，难以维护自身权益。3.种子执法监管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对于互联网销售种子或者从流动
商贩处购买种子等行为的监管难度较大，种子执法部门需要提高纵向协调沟通等能力，加强与工商、通管、
公安等部门的联动，有效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等行为，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改进措施：

1.以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为重点，结合夏季生产基地检查、秋季种子市场专项整治和
秋季种子质量监督抽检等工作安排，进一步强化种子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决不让
假劣种子流向农村、坑害农民。2.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种子标签、二维码的制作，严格生产经营档
案记载，不断推动种子质量可追溯工作迈上新台阶，助力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三农”工作取得新成效。3.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进一步宣传种子法律法规,大力普及种子识假辨假常识,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自我维权
意识，增强种子经营业主的守法经营自觉性。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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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与管理
(36分)

。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8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产出目标
(34分)

质量达标率 质量监督抽查样品合格率 8 8

重点工作办结率 重点关注完成情况 10 10

加强种子生产基地的监
督、管理、检测、及时

通报情况
种子生产基地检查情况 8 8

信息传递速度 信息传递时效性 8 8

效果目标
(15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种子企业和农民满意度 5 5

监管整肃种子市场环境
，创建优良农业生态环

境

种子企业和农民满意开展春
夏秋冬四次专项整治情况度

5 5

生态效益 种子纠纷调处情况 5 5

影响力目标
(15分)

人员到位率 到位 2 2

人员流失率 流失 2 2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健全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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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0 89.5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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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种业发展与管理项项目 预算单位： 上海市种子管理总站

具体实施处（科室）：
品种管理科，行

业管理科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2,025,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1,854,325.00 预算执行率（%）： 91.57%

项目年度总目标：

此专项为上海市种子管理总站2018年种业发展指导与服务、农作物品种管理、南繁基地运作和管理3个
专项的梳理合并。原产出目标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按照《种子法》及配套规则要求，核发《农作物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7份，审核进出口195批次，并重点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建立水稻种子市场信
息动态监测机制，加强服务，我们调研制定《上海市水稻种子市场信息动态监测工作方案》。将全市所有1
3家水稻种子供应企业列为本市首批市场信息动态监测点，定期组织信息监测点上报品种销售数量、销售单
价和结余情况，以及企业繁制种计划等；收集、整理、分析行业信息，形成《上海市种业发展报告》；组织
开展杂交水稻高产优质竞赛奖评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和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的总体要求，围绕本市农业发展要求，按照需求导向，从优化品种试验、加
强品种试验考察与指导、推动和指导本市育种者开展自有品种试验、积极推进京津冀沪渝鲜食玉米联合试验
等方面强化品种试验工作，从严格品种审（认）定程序、加强审定品种标准样品管理、依法开展主要农作物
品种引种备案和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等方面加强品种管理，积极推动本市商业育种能力建设，确保审定、
认定、登记工作科学、公正。 通过项目的实施，充分发挥南繁在科研育种创新、“两杂”种子纯度鉴定、
亲本的提纯繁殖、育种材料的加代等功能，促进本市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推广。

自评时间： 2020-04-27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严格按照《种子法》及配套规章要求，全市核发《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9份，审核进出口215批
次，并重点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完善水稻种子市场信息动态监测机制，加强服务，调研制定《上海市水
稻种子市场信息动态监测工作方案》，将全市所有13家水稻种子供应企业列为本市市场信息动态监测点，
定期组织信息监测点上报品种销售数量、销售单价和结余情况以及企业繁制种计划等，并在上海农业网发布
监测信息4期；组织召开培训班，收集、整理、分析种业行业发展信息，形成《上海市种业发展报告》。
完成3大作物7组品种试验，参试品种60余个。组织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开展品种试验考察5次
，重点检查试验质量、鉴评试验品种田间表现。完成我市承担国家级水稻、玉米、大豆、小麦等4大作物8
组品种试验的指导与监管。完成2019年市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审定通过新品种33个，从外省引
种备案新品种12个。指导本市育种单位开展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认定工作，今年我市共有上海市农业
科学院等10家单位提交的8种作物申请品种67个，其中27个品种符合登记要求，已经农业农村部公告
；认定非主要农作物品种44个。 通过项目的实施，充分发挥南繁在科研育种创新、“两杂”种子纯度鉴
定、亲本的提纯繁殖、育种材料的加代等功能，促进本市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推广。

主要问题：
一是种业行业发展信息覆盖全部的种子企业，但存在部分数据不准确，有的数据与实际数据偏差大，对全面
了解我市行业发展基本情况和判断发展方向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是我市品种选育单位比较多，育种水平参
差不齐，缺乏在品质、产量、抗性等多方面综合表现突出的品种，需要加强育种方向引导。

改进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统一思想。深入种子企业，面对面与企业沟通交流，让企业了解行业信息统计的重要意义，
准确及时的填报数据。二是加强审核，对发现的可疑数据，及时调研校准，保证数据准确可靠。 二是充分
发挥品种试验、审定指挥棒作用，引导企业选育优质、绿色、高效新品种，满足市民对优质地产农产品的需
求，提高我市农产品综合竞争力。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7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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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7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产出目标
(34分)

完成率 项目具体完成情况。 4 3.5

品种试验点达标率 试验点实施完成数量和质量 4 4

征集品种标准样品达标
率

样品达标率 4 4

规范化和标准化率 工作规范化 4 3

育繁推一体化后备企业
评定数量

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培育情况 4 4

南繁基地运行情况 基地管理运行情况 3 3

杂交水稻制种总量 杂交水稻制种数量和质量 4 3

良种繁育达标率 良种繁育完成数量和质量 4 4

信息传递速度 信息传递时效性 3 2.5

效果目标
(15分)

新审定玉米品种亩增效 每亩增效5%，约100元 3 2.5

规范行政许可审批人员
满意度

满意 3 3

管理层满意度 满意 3 3

杂交水稻单产增量
每亩增产5%，约30千克
。

3 3

新审定稻麦品种增产
每亩增产4%，约25千克
。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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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目标
(15分)

人员到位率 到位 7 7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健全 8 7

合计 100 93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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