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海洋基础与综合调查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

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海洋管理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3-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1-20

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10,002,594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0,002,594

其中：财政资金 10,002,59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2,59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1、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开展对本市低潮高地周边海域的
地形地貌测绘，掌握岛礁周边区域水下地形情况，了解岛
礁保护现状，对储备本市岛礁空间资源数据，落实岛礁保
护与利用提供科学、及时的各类依据。2、通过本项目的
实施，开展对本市无居民海岛周边海域的地形地貌测绘，
掌握海岛周边区域地形地貌，了解海岛保护现状，对储备
本市海岛空间资源数据，落实海岛保护与利用提供科学、
及时的各类依据。3、通过对海域资源底数调查与分析评
价以及选取重要海洋生态红线区布点监测，并对外来物种
入侵做调查研究，要求最终形成的成果资料丰富、直观，
为今后科学管理海洋资源和开展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提供依
据和数据支撑。4、通过实施近海海域碳汇调查评估，梳
理出上海海域主要碳汇主体，提出适用于上海海域的碳汇
监测核算方法，形成上海蓝碳调查评估技术导则研究稿，
初步掌握海域碳源碳汇格局，为构建海洋碳汇调查监测评
估业务化体系、建立蓝色碳汇交易市场提供技术支撑。

1、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开展对本市低潮高地
周边海域的地形地貌测绘，掌握岛礁周边区域
水下地形情况，了解岛礁保护现状，对储备本
市岛礁空间资源数据，落实岛礁保护与利用提
供科学、及时的各类依据。2、通过本项目的
实施，开展对本市无居民海岛周边海域的地形
地貌测绘，掌握海岛周边区域地形地貌，了解
海岛保护现状，对储备本市海岛空间资源数据
，落实海岛保护与利用提供科学、及时的各类
依据。3、通过对海域资源底数调查与分析评
价以及选取重要海洋生态红线区布点监测，并
对外来物种入侵做调查研究，要求最终形成的
成果资料丰富、直观，为今后科学管理海洋资
源和开展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提供依据和数据支
撑。4、通过实施近海海域碳汇调查评估，梳
理出上海海域主要碳汇主体，提出适用于上海
海域的碳汇监测核算方法，形成上海蓝碳调查
评估技术导则研究稿，初步掌握海域碳源碳汇
格局，为构建海洋碳汇调查监测评估业务化体
系、建立蓝色碳汇交易市场提供技术支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无居民海岛地形地貌测绘工
作数据集汇编及影音制作工

作计划完成率
=100%

开展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地
形地貌测绘第三方复测工作

占总测绘工作量比重
>=15%

开展无居民海岛地形地貌测
绘工作无居民海岛数量

=7

开展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地
形地貌测绘工作低潮高地数

量
=5

杭州湾滨海湿地地形地貌调
查、冲淤分析和外来物种入

侵调查工作计划完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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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无居民海岛地形地貌测
绘第三方复测工作占总测绘

工作量比重

>=15%

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地形地
貌测绘工作数据集汇编及影

音制作工作计划完成率
=100%

提出上海海域范围内的主要
碳汇主体梳理工作完成率

=100%

提出上海海域生态系统碳汇
调查监测方案和方法工作完

成率
=100%

调查监测上海海域生态系统
碳储量工作完成率

=100%

上海近海海域碳汇调查数据
集汇编及评估成果报告编制

工作完成率
=100%

编制上海市海洋碳汇调查监
测行业标准框架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地形地
貌测绘数据集汇编及影音制

作成果通过率
=100%

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地形地
貌测绘成果通过率

=100%

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地形地
貌测绘第三方复测成果通过

率
=100%

无居民海岛地形地貌测绘工
作数据集汇编及影音制作工

作成果完成率
=100%

无居民海岛地形地貌测绘成
果通过率

=100%

无居民海岛地形地貌测绘第
三方复测成果通过率

=100%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杭州湾滨海湿地地形地貌调
查、冲淤分析和外来物种入

侵调查成果通过率
=100%

上海海域范围内的主要碳汇
主体梳理成果通过率

=100%

上海海域生态系统碳汇调查
监测方案和方法遴选成果通

过率
=100%

上海海域生态系统碳储量调
查监测成果通过率

=100%

上海近海海域碳汇调查数据
集汇编及评估成果报告编制

成果通过率
=100%

上海市海洋碳汇调查监测行
业标准框架编制成果通过率

=100%

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地形地
貌测绘数据集汇编及影音制

作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无居民海岛地形地貌测绘第
三方复测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地形地
貌测绘第三方复测工作完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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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指标

及时率
无居民海岛地形地貌测绘工

作完成及时率
=100%

杭州湾滨海湿地地形地貌调
查、冲淤分析和外来物种入

侵调查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无居民海岛地形地貌测绘数
据集汇编及影音制作工作完

成及时率
=100%

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地形地
貌测绘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上海海域范围内的主要碳汇
主体梳理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上海海域生态系统碳汇调查
监测方案和方法遴选工作完

成及时率
=100%

上海海域生态系统碳储量调
查监测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上海近海海域碳汇调查数据
集汇编及评估成果报告编制

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上海市海洋碳汇调查监测行
业标准框架编制工作完成及

时率
=100%

成本指标 项目报价合理性 合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无居
民海岛地形地貌测绘项目实
施是否有利于海洋事业发展

是

海域资源底数调查项目实施
后能否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是

发展海洋碳汇项目实施是否
有利于全市"碳达峰碳中和

"行动
是

社会效益指标

低潮高地及周边区域、无居
民海岛地形地貌测绘项目成
果是否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宣

传效果

是

海域资源底数调查项目实施
后能否为海洋综合管理提供

帮助
是

发展海洋碳汇项目实施后是
否对海洋生态文明推动有积

极作用
是

生态效益指标

水下地形监测是否有利于保
护低潮高地、无居民海岛

是

水下地形监测是否会破坏低
潮高地、无居民海岛

是

海域资源底数调查项目实施
对环境影响为最小

是

发展海洋碳汇项目实施是否
有利于保护海洋生态

是

是否有助于上海及时掌握海
岛现状和变化状况

是

为海岛保护和管理决策提供
依据

是

有助于科学管理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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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指标 并为开展滨海湿地生态修复
提供数据支撑

是

为全市"碳达峰碳中和"行
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是

有助于"双碳"目标达成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利益相关方对项目内容无意
见

达到

部门管理人员满意情况 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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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海域动态监管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

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海洋管理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11,412,732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1,412,732

其中：财政资金 11,412,732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412,73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1）产出目标。通过开展海岸线动态监测、建设用海
项目动态监视监测、疑点疑区核查监测和无人机监测，提
升海域使用管理精细化水平，为海洋管理决策提供的科学
依据，形成巡查记录、测量记录完整，测量产品符合要求
，报告科学完整，按时完成成果提交并通过验收。（2）
效果目标。建立定期巡查的常态化、规范化，及时掌握岸
线变化、在建用海项目施工动态等情况，为海域海岸带保
护与利用科学管理提供科学、动态的基础资料，确保建设
用海项目根据批复用海，及时发现超范围用海等违法行为
，促进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通过现场巡查、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方式，提升监管能
力，强化事前预防和事中事后监管，提高依法管海能力和
水平。（3）影响力目标。按国家相关规范开展海域动态
监管，为海域综合管理部门提供服务，提升本市海域管理
信息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进一步落实依法管海、生
态用海，提升海域综合管控能力。（4）管理目标。加强
财务管理，保障项目资金专款专用、资金的申请审核支付
流程清晰，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加强对项目实施的过程监
管，以规范政府采购流程，有效监督政府购买服务的质量
与时效。项目完成后组织验收，确保成果质量。"

"（1）产出目标。通过开展海岸线动态监测
、建设用海项目动态监视监测、疑点疑区核查
监测和无人机监测，提升海域使用管理精细化
水平，为海洋管理决策提供的科学依据，形成
巡查记录、测量记录完整，测量产品符合要求
，报告科学完整，按时完成成果提交并通过验
收。（2）效果目标。建立定期巡查的常态化
、规范化，及时掌握岸线变化、在建用海项目
施工动态等情况，为海域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科
学管理提供科学、动态的基础资料，确保严格
按区域用海规划或批复用海，及时发现超范围
用海等违法行为，促进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
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通过现场巡查、
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方式，提升监管能力，强
化事前预防和事中事后监管，提高依法管海能
力和水平。（3）影响力目标。按国家相关规
范开展海域动态监管，为海域综合管理部门提
供服务，提升本市海域管理信息化、规范化和
科学化水平，进一步落实依法管海、生态用海
，提升海域综合管控能力。（4）管理目标。
加强财务管理，保障项目资金专款专用、资金
的申请审核支付流程清晰，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加强对项目实施的过程监管，以规范政府采
购流程，有效监督政府购买服务的质量与时效
。项目完成后组织验收，确保成果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疑点疑区核查率 =100%

在建项目监测完成率 =100%

海岸线巡查完成率 =100%

系统运维完成率 =100 %

海域监控车运维完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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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申请用海技术分析覆盖率 =100%

网络通讯保障完成率 =100%

无人机监测完成率 =100%

遥感监测完成率 =100%

海岸线年度调查与统计分析
完成率

=100%

生态恢复岸线监测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总结报告编撰完成及时性 及时

项目验收及时性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疑点疑区核查成果适用性 适用

动管监控设施系统互联互通 接入局共享平台

生态效益指标 占用破坏红线情况监测 及时发现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数据交互对接率 满足海洋专题屏数据需求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管理人员满意度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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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上海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上海市海洋管理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1-30

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135,370,5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66,892,500

其中：财政资金 135,370,5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6,892,5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3年）

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区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岸
段，完成生态修复面积2.05km2（其中海域面积2
.01km2），海岸带整治修复面积2.01km2，
修复堤前消浪坝长度10.7km，通过互花米草治理8
4.7 ha，修复盐沼植被154.7 ha，构建牡
蛎礁群28.74ha、低滩湿地泡9.75ha，底栖
生物投放40t，工程合格率100%，解决该区域存在
的盐沼湿地萎缩、外来物种入侵威胁生态安全等主要生态
问题，进一步优化区域生态系统结构、改善生态系统质量
、增加生物多样性、有效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区位于上海市浦东
新区临港岸段，开展生态修复面积2.05k
m2（其中海域面积2.01km2），海岸
带整治修复面积2.01km2，修复堤前消
浪坝长度10.7km，通过互花米草治理8
4.7 ha构建牡蛎礁群28.74ha、
低滩湿地泡9.75ha。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堤前已有消浪坝修复长度 =10.7km

低滩湿地泡生境实施面积 =9.75ha

牡蛎礁群实施面积 =28.74ha

人工鱼礁实施面积 =10ha

外来入侵物种治理面积 =84.7ha

质量指标
主体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治理
率

>=90%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按时完成率 >=95 %

成本指标 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治理 <=4万元/ha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 较好

防灾减灾能力 良

居民海洋生态保护意识增强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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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指标 堤前已有消浪坝修复比率 >=9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盐沼湿地系统的稳定性 >=5年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 >=5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公众满意度 >=85%

  

-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