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1 年度）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126 10 100 10

0 -- 0 --

126 -- 100 --

0 -- 0 --

0 -- 0 --

0 -- 0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分值 得分

数量指标
发布温室气体服务产品

数量
≥40期 11.25 11.25

质量指标 温室气体数据上传率
上传率超过80%；服务产
品完成及时率达100%。

11.25 11.25

时效指标 报告完成时效

月报、半月报在每月16
日和1日之后5个工作日
内完成，季报在10个工
作日内完成，年报在2月
内完成。

11.25 11.25

成本指标
温室气体监测设备维护

成本
≤75万元 11.25 11.25

温室气体监测评估业务运行维持 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温室气体监测评估业务运行维持

主管部门 山西省气象局-801 实施单位 山西省气象局机关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126 126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省级财政资金 126 126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上年结转资金 0 0

          其他资金 0 0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温室气体和大气成分数据上传率达80%；服务产品完成及时率达100%。

发布温室气体服务产品数量：40；温室气体数据上传率：上传率超过80%；服
务产品完成及时率达100%。；报告完成时效：月报、半月报在每月16日和1日
之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季报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年报在2月内完成。；温
室气体监测设备维护成本：75；社会效益：提供的服务产品报送有关决策部
门，为进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考核、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效益：温室气体观测数据可用于开展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等工作。
为生态治理、生态重建等政策制定及实施提供数据支撑,为建设绿色、环保、
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保障。；温室气体观测评估能力：持续提升；预算执行
率：10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项目资金（万元）项目资金（万元）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40期

100%

100%

75万元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提供的服务产品报送有关
决策部门，为进行温室气
体排放强度考核、制定应
对气候变化政策提供科学
依据。

11.25 11.25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温室气体观测数据可用于
开展生态保护、生态修复
等工作。为生态治理、生
态重建等政策制定及实施
提供数据支撑,为建设绿
色、环保、环境友好型社
会提供保障。

11.25 11.2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温室气体观测评估能力 持续提升 11.25 11.2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11.25 11.25

100 100

项目实施和
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产出情况及
分析

效益情况及
分析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绩
效
目

标

效益指标

100%

100%

100%

满意度提升。

主要经验做法
该项目由我局所属3个事业单位协同完成，省局在预算分解和执行等各个环节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管理流程，严格执行“三重一
大”审批，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充分利用现有业务平台，积极开展气象信息数据分析利用，保证网络线路通畅和气象设备运行稳
定，及时开展相关培训，不断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保障了温室气体监测评估业务正常有序开展。

自评结果分
析

91.4%

保障温室气体数据分析处理比对平台与大气成分数据分析处理业务平台正常运行，对全省在线温室气体观测资料和大气成分观测资料
进行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处理（QA/QC），按时制作分发服务产品，并报送至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2021年度共计执行预算126万元，
预算执行情况符合预算编制要求，能满足项目的可持续运行。

2021年在中国气象局委托第三方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评价中满意度为91.4%。

总分

项目
绩效
分析

全年共撰写山西省温室气体监测月报12期、季报4期、年报1期、决策服务报1期；山西省大气成分数据统计半月报、月报各12期。

山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成立温室气体业务值班组，密切关注全省在线温室气体及大气成分数据，按时撰写和分发温室气体及大气成分
服务产品。月报、半月报在每月16日和1日之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季报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年报在3月份完成。继续重视人才培养，
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科研人员外出培训，增进院所单位间合作交流，推动我省温室气体监测评估相关科研业务的发展。观测设备运行状
况得到明显改善，观测运行质量稳步提升，极大提高了各类数据的可用率，有力的保障了温室气体观测设备的稳定运行以及数据的及
时上传。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部分站点建设时间较早，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行，各种监测仪器老化严重，运行缓慢，无故死机，故障频发，运维负担不断加重。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指标设定，使其能够合理评价项目执行情况，细化预算编制，合理分配资金，完善工作流程，合理配置人员，充
分利用绩效自评价结果，做好整改落实工作，不断提升项目管理能力。

项目
绩效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