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项目名称 科技创新基础领域研究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科技创新基础领域研究涵盖五大基础学科领域（种源农业学科、农产品质量安全学科、高效
种植养殖学科、农业健康产业学科）；创新团队建设；CIMMYT中国上海试验站建设；食品安
全风险专报，通过学科领域建设，使我院在科研水平进一步提升。

立项依据 沪农科【2014】38号文，上海市农科院学科领域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农科院作为承建上海市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载体，各研究所学科领域建设一直
无稳定专项资金保障，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申请竞争性课题经费来补充维持学科团队运行，科
研方向和科技活动则随竞争性项目摇摆，往往难以集中力量、持久攻关，直接影响到科技创
新能力的持续性，也难以形成长期的研究积累和重大科技突破，学科的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沪农科[2014]38号文，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学科领域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农科[2017]37
号文，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经费支出审批管理办法。

项目总预算（元） 555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55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54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大健康农业学科领域 5000000

大生态农业学科领域 5000000

农产品质量安全学科领域 2700000

种源农业学科领域 5000000

科技创新团队建设 24800000

高效种养殖学科领域 5000000

CIMMYT上海试验站 4000000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食品安全风险专报 1000000

农业科技创新平台能力提升 3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2018年12月-2019年1月  内部实施方案评审、绩效目标设置
2019年2月-2019年11月  专项具体实施
2019年12月  开展实施情况评审及初步绩效评价

项目总目标

"“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承担各类科研项目600～800项；科研总经费达到6亿元。
通过鉴定成果数100～120项，获得市级以上成果奖30～35项（次），其中国家奖项2～3项。
育成农作物新品种100个以上。授权发明专利和农作物新品种保护100项以上。培优1～3个优
势学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培强3～5个学科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科研条件更加先进，实验室
装备和建设管理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推动区域农业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的能力显著提高。
大力推广科技成果与先进适用技术，每年组织推广我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新技术
和新成果100项（次），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亿亩次，提高我院物化成果的覆盖面和对本市
农业的贡献率。参与上海整建制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打造2-3个现代农业的典型
样板；加强院地合作基地建设；创新科技扶贫机制，实施精准扶贫；加强科技培训工作，加
快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兴农成效。
成果转化收益年增长速度10%以上，创收总额2亿元以上，确保五年内净收益1亿元；加大科
技成果产业化力度，科技产业创收比重提高到80%以上，支撑产业更加有力。"

年度绩效目标

1.科研贡献
获奖情况：申请市级（含）以上奖励6项，获奖3项
论文数量：发表论文150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100篇，SCI 论文30篇
专利标准数量：申请发明专利30项，获得发明专利15项，申请植物新品种权5项，制定标准
10项
登记或审定品种数量：8项
示范推广面积：比上年增长5%
技术应用推广：推广成果30项以上
2.科研规模评估：
引进博士硕士10人；培养研究生15名，新增科研合同经费3000万元，保持市级以上科研平台
20个
3.科研对社会影响力
参与科技人户工程、示范基地指导和科技下乡活动10000人次，邀请国外专家开展报告20人
次，保持与国外稳定合作机构10个，建设连续可控稳定试验基地平台5个，开展西部对口支
援合作基地（项目）5项"

分解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战略目标适应性 符合

立项依据充分性 有

项目立项规范性 是

绩效目标合理性 是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是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99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完整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会计信息完整性 完整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整体计划完成率（%） ≥95

种源农业计划完成率（%） ≥95

大生态农业计划完成率（%） ≥95

农产品质量计划完成率（%） ≥95

高效种养殖计划完成率（%） ≥95

大健康农业学科完成率（%） ≥95

农业科技创新平台能力提升完成率
（%）

≥95

验收评审通过率（%） ≥95

课题验收及时性 及时

基地建设完成率（%） ≥80

研究成果完成率（%） ≥90

人才培养完成率（%） ≥90

专利申请完成率（%） ≥90

获得发明专利率（%） ≥90

交流合作完成情况（个） >4

论文发表完成率（%） ≥90

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率（%） ≥80

登记或审定品种数量（项） >8

示范推广面积增长率（%） ≥5

技术成果推广应用（项） ≥30

申请市级（含）以上奖励（项） ≥6

获得市级（含）以上奖励（项） ≥3



产出目标

完成周期（月） ≤10

效果目标

课题负责人满意率（%） ≥95

参与人员满意率（%）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项目名称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06-01 结束时间 2020-05-31

项目概况
对本市地产农产品（种植业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及产地环境（土壤、水质）进行抽样
监测，检打联动，保障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

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国家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制定并组织实施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监督抽查。
2.《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沪府办〔2015
〕22号）：开展生产环境和生产过程风险评估。完善土壤、水、空气等农业生产环境普查和
定点监测制度。
3.《农业部关于开展2017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农质发
〔2016〕17号：作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的补充，各省（区、市）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定期组织开展本辖区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工作。继续做好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数据上报工作。
4.《关于做好2018年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的通知》（沪农委〔2018〕92号）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在经济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食品行业随之蓬勃发展，人们可选用的食品日益丰富，选择面
越来越广，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本级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安排农产品质量安全经费，用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根据农产品品种特性和
生产区域大气、土壤、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状况等因素，认为不适宜特定农产品生产的，提
出禁止生产的区域，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应当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制
定并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监督抽查。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农业部关于开展2018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
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2年第7号）
3.《2018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方案》
4.《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方法(NY/T 789-2004)》等食品检测国家标准

项目总预算（元） 1401896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401896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482966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935966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2020年草莓监督抽查 420000

地产水产品监督抽查 690000

地产畜禽产品监督抽查 585000

地产种植业产品监督抽查 1714570

“三品”质量安全监测 1693670

经济作物例行监测 2015000

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土壤、灌溉水) 480000

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1470000

水产养殖场环境监测 1950720

蔬菜标准园抽检 3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在5月底完成公开招标工作，并在确定供应商后，与其协商、确定具体月度抽检计划，
以确保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及时完成。

项目总目标

通过对产地环境以及农产品的监测，能及时掌握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监测结果对产业
部门有效指导生产提供科学参考。同时，以监测结果作为执法依据，有效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有利于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对维护农产品安全生产环境、切实保障地产农产
品质量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对全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开展全面监测，对9个涉农区完成共计2000份蔬菜质量安全
例行监测；完成共计400份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全年完成经济作物例行监测1300份样品抽
检任务；完成水产养殖场、池塘的水质、底泥检测相关指标监测1280份；完成地产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督抽查2010份；以保证主要食品安全检测合格率达到97%以上、食品安全风险检测
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分解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完成数
（份）

2010

地产农产品例行监测完成数（份） 3600

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完成数 1680

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
（%）

>97



产出目标

任务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不合格样品处置率（%） 100

农产品安全风险监测覆盖率（%） ≥90

安全例行监测涉农区域覆盖数
（个）

9

受益人群满意度（%） >80

管理人员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项目名称 科技兴农项目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上海市科技兴农专项经费是指市级财政在市农委部门预算中安排的用于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活
动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开展农业科学研
究及技术开发、技术推广、科技成果转化等科技活动。

立项依据
《上海市现代农业“十三五”规划》（沪府发[2016]72号）：必须坚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
技术推广服务,不断增强农业科技支撑能力,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关于印发上海市科技兴农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农委规〔2018〕4号）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为解决制约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支撑农业产业发展，支持农业前沿技术攻关
和先进实用技术推广应用，培育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新技术，引领
上海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科技兴农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沪农委规〔2018〕4号）、《上海市科技兴农项
目立项评审管理办法》（沪农委[2017]124号）、《上海市科技兴农项目验收管理办法》
（沪农委规[2017]8号）

项目总预算（元） 312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12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12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31200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科技兴农专项为市重点专项，项目周期一般为2-3年。其中农业科技创新项目一般实施期限
设定为3年，推广项目实施期限设定为2年。根据项目难易程度与专业特点，个别项目实施周
期可适当延长。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设定5年目标，分年度执行。具体项目执行计划进度
按照项目合同书执行。

项目总目标

坚持以产业目标和生产需求为导向，围绕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农业生态环
境建设和城市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开展主要产业全产业链技术研发，生态农业、智慧农业等
新技术、新模式的集成创新研究与示范。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聚焦现代农业共性关键
技术研发、重大产品或装备研制，为本市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提供技术引领和支撑。进一
步贯彻落实科技兴农战略，聚焦本市农业重点项目、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突破一批有前瞻
性、引导性、具有全局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关键技术，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促进农
业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年度绩效目标

年度项目预算资金及时拨付，执行规范，制度完善，管理有序。当年立项项目计划与资金全
部及时下达，项目中期检查合格率和验收合格率不低于80%。部分项目进行成果转化，新品
种、新技术得到应用并带动经济增长，获得若干知识产权，发表若干论文，产学研协同创新
能力稳步提高。



分解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当年度预算执行率（%） 100

新立项目合同签订率（%） 100

产出目标

动植物新品种、专利、标准等知识
产权（个）

≥50

论文发表数量（篇） ≥80

项目验收合格率（%） ≥80

项目中期检查合格率（%） ≥80

效果目标

新成果、新技术增产或增效（%） ≥5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科技成果推介、展示或转化活动
（次）

≥3

科技成果媒体报道（次） ≥10

备注 无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项目名称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农业从业人员培训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开展涉农区整体推进，实现所有涉农区全覆盖。“十三五”期
间，重点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加快建立一支
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开展农业从业人员培训，通过实用技
术、行业示范培训、单项引导性技术培训，提高本市农业从业人员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
平，推进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立项依据

2012年以来，连续7个中央1号文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做出了部署；《2017上海市第十一次
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上海市现代农业“十
三五”规划》文件中明确任务，到2020年，培育2万名新型职业农民，持专业证书的农业劳
动力占比达到70%；2018年1月，市长应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实施技能人才、新型职
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等重点群体激励计划，带动城乡居民增加收入。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上海地少人多，农业比较效益低，就业吸引力不足，“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田，90后
不谈种田”的现象较为普遍。但是，上海仍有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有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使命。上海要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建设美丽乡村，最根本的还是靠农民，特别是高素质的新
型职业农民。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上海市现代农业“十三五”规划》；2、关于延长《上海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有效期的通知（沪农委〔2017〕230号）；3、《关于上海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
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农委〔2014〕243号）

项目总预算（元） 216895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16895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66985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266585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无

项目实施计划
一季度，根据各区培训需求，下达培训任务。二、三、四季度指导各区遴选培训对象、开展
精确培训，规范认定管理。四季度开展工作总结和绩效评价。

项目总目标
上海现代农业“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全市培养2万名新型职业农民，农业从
业人员持证比例达到70%。加快培育以本土化为主的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
担当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年度绩效目标 2019年，计划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000人，持专业证书的农业劳动力占比达到67%。



分解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计划任务完成率（%） 100

产出目标

职业农民培训数（人次） ≥3000

培训质量 合格

持专业证书的劳动力占比（%） ≥67

效果目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90

影响力目标 培训范围 覆盖9个涉农区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项目名称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市级财政对农户向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投保特定的种植业、养殖业、涉农类以及其他有关险
种，按照保费一定比例给予资金补助。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16〕123号）、关于
印发《上海市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农委〔2016〕33号）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政府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对种植业、养殖业因遭受自然灾
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损失补偿。政策性农业保险将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对
接，可以创新政府救灾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
增长。为世贸组织所允许的支持农业发展的"绿箱"政策。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农委〔2016〕
33号）

项目总预算（元） 3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2000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无 无

项目实施计划

1、2019年3月底前，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和国库直拨方式拨付相应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
资金。
2、2019年4月起，审核保险机构申请，拨付再保险保费补贴。
3、2019年8月底前，完成上年度补贴资金审计。

项目总目标
构建财政参与覆盖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多层次农业风险体系，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
与保障程度。

年度绩效目标
1、水稻、生猪、奶牛、渔船、农机保险覆盖率达95%以上；
2、蔬菜、水果、水产、大棚保险覆盖率达40%以上；
3、其他险种保险覆盖率达30%以上。

分解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资金到位率（%） 100

实际风险事件有效控制率（%） 100

产出目标

农业保险保障程度（%） ≥70

水稻、生猪、奶牛保险覆盖率（%） ≥95

蔬菜、水果、水产保险覆盖率（%） ≥40

效果目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90

影响力目标 媒体报道（次） ≥3

备注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