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蚕桑蜜蜂科技创新及成果展示转化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90.00 290.00 29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0.00 290.00 29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省委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形成世界一流的农业产业的总体要求，围绕解决产业重大“卡脖子”问题，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以及支撑科技工作的相关条件平台
建设。通过项目实施，在蒙自草坝镇省农科院蚕蜂所内建设亚热带高原地区蚕桑蜜蜂科技创新及成果展示转化基地，加强云南蚕桑蜜蜂产业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产业化应用示
范链创新设计，加快推进云南蚕桑蜜蜂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展示示范不同类型家蚕品种、不同用途桑树品种及其绿色高效生产技术，以及中华蜜蜂、熊蜂良繁与高效饲
养技术、农业授粉技术，打造优质品种和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的展示窗口，搭建农技推广服务农民及新型业态模式观摩学习的重要展示平台。

选育的优良家蚕品种“云蚕11号”通过了农业农村部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蚕专业委员会审定；
新育成1个抗褐斑病叶用桑树品种“云桑9号”，拟于2023年5月进行现场鉴评；研发新产品桑叶茶1
个、桑葚干1个，并获生产许可；筛选出授粉本土熊蜂种（短头熊蜂）1个，在已改造完成的实验室
平台支撑下，可实现周年繁育授粉熊蜂600群以上，冷藏蜂王1000头以上，2022年冷藏400头；新购
置实时荧光定量PCR仪、超低温冰箱、双层全温摇床、台式高速离心机、超净工作台、全自动立式
高压灭菌器、通用电泳仪、电泳槽等仪器设备8台，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76.9万元，仪器设备验收
合格率为100%。；2022年度推广优良家蚕品种23万张，其中“云抗1号”11万张，“云夏3×云夏
4”12万张；服务镇雄乌蒙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楚雄鼎丰蚕种有限公司、曲靖市华佳生态桑蚕
养殖有限公司、昆明同云蚕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美誉蚕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被服务企业满意度95%以上。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9.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定优良家蚕品种 >= 1 个 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选育优良桑树品种 >= 1 个 80% 5.00 4.00
新育成1个抗褐斑病叶用桑树品种“云桑9号”，
在陇川、保山等蚕区生长表现优良，拟于2023年
5月进行现场鉴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发新产品 >= 1 个 2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筛选获得授粉蜂 >= 1 个 1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 >= 76.9 万元 76.9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推广优良家蚕抗病品种 >= 100000 张 2300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繁育本土熊蜂 >= 200 群 4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示范带动推广果叶两用桑园面积 >= 5000 亩 5000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仪器设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企业 >= 5 家 6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服务企业（合作社）满意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发展科技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00 8.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00 8.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2021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共选派8名科技人员到云南省原贫困村开展科技服务、科技创新创业，积极推动科技人员队伍建设，围绕原贫困村支柱产
业和特色产业大力引导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为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2022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共选派8名科技人员到云南省原贫困村
开展科技服务、科技创新创业，积极推动科技人员队伍建设，围绕原贫困村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大
力引导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为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培训科技人员和农
户465人次，服务对象满意度95%。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派遣科技人员数 = 8 人 8 50.00 5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科技人员和农户人数 >= 200 人次 46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 90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基础研究计划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00 4.54 10.00 90.80 9.0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0 4.54 90.8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弄清琥珀蚕丝蛋白的组成、分子结构和生物学活性。
2、克隆琥珀蚕丝蛋白的关键基因，体外表达获得重组丝蛋白，探索量化生产的可行性。
3、明确琥珀蚕茧丝的形貌特征和理化性能。
4、发表原创性研究论文2-3篇，申请专利1-2项。

1、完成了琥珀蚕的饲养继代，获得了充足的实验材料。
2、成功提取了琥珀蚕茧的丝胶蛋白和丝素蛋白。
3、撰写并申报了一项发明专利《一种用于蚕丝蛋白提取装置》。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表论文 >= 1 篇 80% 25.00 20.00
部分实验结果还不完整，下一步加紧补足实验，
整理结果，撰写文章和投稿。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申请专利 >= 1 个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组织产学研合作的单位数 >= 1 个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单位满意度 >= 90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0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高层次人才特殊生活补贴及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0 2.4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40 2.4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培养政策和管理办法，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优势，为蚕桑产业发展培养后续人才，在家蚕资源创新研究与创制、家蚕品种育成、专利与标准、人才培养和研
究成果转化方面等方面开展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高层次人才充分带领团队人员育成蚕桑新品种、新技术支撑蚕桑产业的发展，为云南省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优势，此项目预算申报足
额发放2022年-2024年高层次人才特殊生活补贴。

按照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培养政策和管理办法，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优势，为蚕桑产业发展培养后续
人才，在家蚕资源创新研究与创制、家蚕品种育成、专利与标准、人才培养和研究成果转化方面等
方面开展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高层次人才充分带领团队人员育成蚕桑新品种、新技术支撑蚕桑产业
的发展，为云南省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优势，此项目预算申报足额发放2022年-2024年高层次人才特
殊生活补贴。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9.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获得省人才生活补贴人数 >= 2 人 2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创制家蚕种质资源 >= 10 份 17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成小蚕人工饲料饲养基地 >= 3 个 4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表科技论文 >= 1 篇 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主持省部级科技项目 >= 1 项 2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率 >= 90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率 >= 90 % 1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农民增收额 >= 500 万元 45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高层次人才特殊生活补贴发放 >= 2.4 万元 2.4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成果示范与推广应用面积 >= 5 万张 26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 90 % 99 10.00 9.9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9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0 6.00 10.00 20.00 2.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00 6.00 2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示范高效丰产桑树品种1-2个，示范推广家蚕优良品种1000张。
2、在缅甸等地区建立100亩桑蚕生产示范基地，示范桑园平均亩桑产茧80kg以上。
3、制定出适合当地的桑蚕种养殖生产技术模式。
4、培训当地人员100人次。

已委托云南美誉蚕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繁育优良家蚕品种1000张，将用于生产示范基地开展试验示
范。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37.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形成技术体系 >= 1 套 0 25.00 12.50
已委托云南美誉蚕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繁育优良
家蚕品种1000张，将用于生产示范基地开展试验
示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立生产示范基地 >= 1 个 0 25.00 25.00
已委托云南美誉蚕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繁育优良
家蚕品种1000张，将用于生产示范基地开展试验
示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人数 >= 30 人次 0 30.00
由于疫情原因，2022年度没有到境外开展蚕桑技
术员及蚕农培训。项目执行期为2022年07月至
2025年06月，下一步将按工作计划实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训对象满意度 >= 90 % 0 10.00
由于疫情原因，2022年度没有到境外开展蚕桑技
术员及蚕农培训。项目执行期为2022年07月至
2025年06月，下一步将按工作计划实施。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39.50 差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三区”科技人才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00 13.19 10.00 54.96 5.5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4.00 13.19 54.96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2022年共选派12名科技人员到“三区”县（即我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市、区））开展科技服务、科技创新，积极推动“三区”县科技人员
队伍建设，围绕“三区”县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大力引导科技成果转移和 转化，为“三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2022年共选派12名科技人员到“三区”县（即我省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县（市、区））开展科技服务、科技创新，积极推动“三区”县科技人员队伍建设，围绕
“三区”县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大力引导科技成果转移和 转化，为“三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效的科技支撑；培训科技人员和农户370人次；服务对象满意度95%。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选派科技人员数 = 12 人 12 50.00 5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科技人员和农户人数 >= 300 人次 37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5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机构运行保障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0.00 62.50 62.5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0.00 62.50 62.5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围绕“立足本所、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强所发展理念，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为主线，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以强化创新、提升转化为着力点，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以及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世界一流三张牌的目标，切实担负着新时代赋予农业科技的历史使命，勇挑重担、勇于担当，抢抓机遇、开拓创新，
不断提升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服务能力。满足蚕桑蜜蜂科研工作开展实际，同时为有效组织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解决组织非税收入需要提供相应的综合治理、绿化、卫
生、安全保卫等配套服务而发生的成本性支出提供有利的资金保障。

有效组织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为解决组织非税收入需要提供相应的综合治理、绿化、
卫生、安全保卫等配套服务而发生的成本性支出提供有利的资金保障。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安保每天巡查次数 >= 10 次/天 10次/天 5.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洁人员每天清扫次数 >= 3 次/天 3次/天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修项目数 >= 6 项 8项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维修维护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保洁检查验收合格情况 >= 98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物业服务需求保障程度 = 10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受益人员满意度 >= 95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8.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省农科院亚热带农作物育种基地建设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00.00 1,200.00 1,20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00.00 1,200.00 1,20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围绕国家及省委、省政府有关推进现代种业改革发展的工作部署，结合农科院“十四五”科技规划，以提升我院农作物种业创新和育繁能力为目标。育种基地用地为省农科院蚕桑
蜜蜂研究所科研用地，位于红河州蒙自市草坝镇中村、十三村，主要开展水稻、玉米、甘蔗、果树等农作物种植，总用地面积1000亩。根据基地规划，在中村南部建设种子资源保
存区，配套卫生间、晒场等种子资源保存相关设施，在中村南、十三村南部分别建设种子后处理区，配套挂藏室、农机具库、晒场等种子后处理相关设施。通过完善水稻、玉米、
甘蔗、果树等农作物的育种基地条件，配套种子资源保存及后处理相关的附属设施，进一步提高农科院种业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满足全院水稻、玉米、果树、甘蔗及蚕桑等不同
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及育种与繁育等工作的需要，打造一个农科院高标准的现代化育种及繁育基地，推进我院种业高质量发展，为云南省实现种业自立自强及发展现代化
种业提供重要科技支撑。通过项目实施，观测300份以上的水稻、玉米种质材料，组配100个杂交组合开展广适性、抗病、抗旱性等主要性状的杂种优势研究，筛选出15份种质；收
集亚热带果树种质资源80份，引进东南亚南亚果树种质资源20份，建立服务全省的亚热带果树种质资源数据库；年观测土壤温度、水分、养分含量数据60组；果树病虫害调查数据
60组；果树根际微生物数据30组；果实品质数据30组；展示优良甘蔗新品种5个；为生产提供一级健康甘蔗种苗600吨；农业科普受众2000人次以上。

2022年度基地收集保存果桑资源100份，建设果桑种质资源数据库1个；筛选水稻抗性种质12份，
筛选玉米抗性种质4份；建设果桑种质资源数据库1个；种植优良甘蔗新品种6个共110亩，能提供
一级健康甘蔗种苗700吨；购置仪器设备11台/套；灌溉水塘通过扩大面积，清於加深，增加蓄水
量20000立方米；改造排水沟5条共2120米；改造田间道路7条共4400米；修建安全防护栏5190米；
修缮挂藏室1200平方米；修缮农机具库210平方米；验收通过率100%；工程施工建设用工453人，
基地作物种植用工85人；已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
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红河州农科所4家科研机构进驻；来基地参观学习的有2100
人次；进驻科研机构满意度95%以上；科研人员满意度90%以上。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抗性优良粮食作物种质筛选 >= 15 份 16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集保存亚热带果树资源 >= 100 份 100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果树种质资源数据库 >= 1 个 1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展示优良甘蔗新品种 >= 5 个 6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供一级健康甘蔗种苗 >= 600 吨 700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仪器设备购置数 >= 10 台/套 11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增加蓄水量 >= 20000 立方米 20000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基地排水沟改造 >= 1500 米 2120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基地田间道路改造 >= 4400 米 4400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基地安全防护栏 >= 4900 米 5190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挂藏室修缮 >= 1200 平方米 1200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机具库修缮 >= 200 平方米 210 3.00 3.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验收通过率 = 100 % 100 3.00 3.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就业人数 >= 500 人次 538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驻农业科研机构数 >= 3 家 4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业科普受众 >= 2000 人次 2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进驻科研机构满意度 >= 95 % 95%以上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科研人员满意度 >= 90 % 90%以上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0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发展科技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1.00 99.36 10.00 82.12 8.2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1.00 99.36 82.1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特派团：一、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制订标准2项；制定技术规程2项；解决关键核心技术3项；形成技术体系2套；建立生产示范基地1个。2、质量指标：科技成果转化率70%以
上。3、时效指标：按项目合同书进度完成率100%；二、效益指标，1、经济效益指标：带动农业产值新增7300万元；带动农民收入增收1400万元。2、社会效益指标：成果示范推广
应用面积20000亩；形成关键共性技术研发3项；组织产学研合作单位4个；参加合作科技人员17个；开展科技成果转化5项；培训人数1500人次；三、满意度指标1、项目单位满意度
90%；2、受训对象满意度90%。
特派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2021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共选派21名科技人员到云南省原贫困村开展科技服务、科技创新创业，积极推动科技人员队伍建设，围绕原贫
困村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大力引导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为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

特派团：2022年度，一、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制订企业标准2项；制定技术规程1项；解决关
键核心技术1项；形成技术体系1套。2、时效指标：按项目合同书进度完成率80%以上；二、效益
指标，1、经济效益指标：带动农业产值新增2100万元；带动农民收入增收576.77万元。2、社会
效益指标：成果示范推广应用面积6000亩；开展科技成果转化3项；培训人数900余人次；三、满
意度指标1、项目单位满意度95%以上；2、受训对象满意度95%以上。
特派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2021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共选派21名科技人员到云南
省原贫困村开展科技服务、科技创新创业，积极推动科技人员队伍建设，围绕原贫困村支柱产业
和特色产业大力引导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为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培
训科技人员和农户1231人次；服务对象满意度95%。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派遣科技人员数 = 21 人 21 8.00 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解决关键核心技术 >= 1 项 1 7.00 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制定企业标准 >= 1 项 1 7.00 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制定企业标准 >= 1 项 1 7.00 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形成技术体系 >= 1 套 1 7.00 7.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养省级人才 >= 1 人 1 7.00 7.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项目合同书进度完成率 >= 80 % 80 7.00 7.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新增差值 >= 2100 万元 21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农民增收额 >= 400 万元 576.77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科技人员和农户人数 >= 600 人次 1231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成果示范推广应用面积 >= 6000 亩 60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人数 >= 500 人次 900 4.00 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形成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数 >= 1 项 1 3.00 3.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转化应用科技成果数 >= 3 个 3 3.00 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农户满意度指标 >= 90 % 95 4.00 4.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单位满意度 >= 90 % 95 3.00 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训对象满意度 >= 90 % 95 3.00 3.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8.21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1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科技入滇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0 3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00 3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系统调查云南省蜜蜂资源情况，对云南的云贵高原中蜂、滇南中蜂的地理分布、生物学特性、生产性状评价；
2、开展蜜蜂育种和资源保护工作，创建蜜蜂资源评价、保护与利用技术体系，？建立1-2个云贵高原中蜂和滇南中蜂标准示范蜂场；
3、研究云南省特殊气候、地理环境特点下云南中蜂主要病虫害种类及病虫害发生规律，完善云南中华蜜蜂主要病虫害的快速诊断及监控技术，制定有效的病虫害防控技术。

"1、作为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蜜蜂普查技术专家组成员，参与制定了《蜜蜂遗传资源普查审
查标准指导意见》，审查了云南蜂资源4个已知品种，群体数量：1,400,560群，发现3个新品种，
分别是维西中蜂、短头熊蜂、弗里熊蜂，群体数量：3,247群。
2、以蜜蜂舞蹈语言为切入口，创建蜜蜂资源评价、保护与利用技术体系，创建滇南中蜂标准示范
蜂场1个。
3、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项：云南省中蜂健康高效养殖技术继承与示范推广。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示范基地 >= 1 个/亩 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级及以上职称研究人员参加数量 >= 1 人 0 10.00
我院制定了新的人才评定办法，提高了评定标准
，下一步我们将查缺补漏，提高人才队伍建设。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研论文数 >= 1 篇 7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等级论文发表数 >= 1 篇 3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收入增加 >= 500000 元 6000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新增产值增加 >= 50 万元 6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才培养数 >= 8 人 15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才培养数 >= 100 人 1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产学研合作单位数 >= 1 人 1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就业人数 >= 30 人 2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科研成果总体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2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0.00 16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0.00 16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育成家蚕新品种1个，桑树新品种1个，编制3项生产技术规程，桑加工技术2项，桑新产品2个；新品种审定或登记2个，申请专利3项,发表论文6篇,建立5个示范基地
，1条桑产品深加工生产线。
二、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新增产值4000万元；2、社会效益指标：示范推广家蚕新品种15万张，推广桑树新品种0.5万亩，推广蚕桑病虫害与药害技术5万亩（张），组织产学研合作单位
8个，转化应用科技成果5个 ，培训人员1000人次。
三、满意度指标
1、项目单位满意度90%；2、受训对象满意度90%。

2022年度，项目完成专利申请数13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8件、实用新型5件，获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数5件；省级审定新品种0个；发表科技论文16篇，其中SCI收录1篇，核心期刊论文5篇；制定
地方标准1项、企业标准1项；制定技术规程6项；研发新产品桑叶茶1个、桑葚干1个，并获生产
许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3项；新建生产线2条；建立生产示范基地9个；培养高级职称人员数0人
；带动企业研发投入合计190万元；带动新增产值为9750万元；带动农民增收额为9600万元；桑
园主要虫害综合防控技术在大姚、永仁县辐射应用81000亩；示范推广家蚕抗脓病品种“云抗1号
”11万盒，示范推广应用人工饲料育技术蚕种588盒，按1张辐射1亩桑园计，成果示范和推广应
用面积合计19.15万亩；组织产学研合作的单位数13个；转化应用科技成果数0个；培训蚕桑技术
员及蚕农2482人次；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2年；项目单位满意度96.71%；受训对象满意度97.6%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利申请数 >= 5 件 13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利授权数 >= 2 件 5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表科技论文 >= 5 篇 6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级审定新品种 >= 2 个 0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制定技术规程 >= 5 项 6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技成果产出 >= 2 个 2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解决关键核心技术 >= 2 项 3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立生产示范基地 >= 6 个 9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养高层次人才或团队 >= 3 人 0 5.00 2022年无符合申报高级职称人员。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新增产值 >= 8210 万元 9750 4.00 4.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企业研发投入 >= 190 万元 220.11 4.00 4.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农民增收额 >= 7910 万元 9600 4.00 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成果示范推广应用面积 >= 14 万（张/亩） 19.1588 4.00 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组织产学研合作的单位数 >= 3 个 3 3.00 3.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转化应用科技成果数 >= 4 个 0 3.00 2022年无新转化科技成果。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人数 >= 1400 人次 2482 3.00 3.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参加产学研合作的科技人员数 >= 57 人 95 3.00 3.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 2 年 2 2.00 2.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单位满意度 >= 90 % 96.71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训对象满意度 >= 90 % 97.6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2.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3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引进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00 2.45 10.00 20.42 2.0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00 2.45 20.4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蜜蜂饲养管理技术，在云南开展中华蜜蜂高效养殖技术与优质中蜂蜂蜜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采用中蜂多箱体浅继箱饲养技术，合理简化操作，改善蜂巢的内
外环境，创造适宜于蜜蜂健康生长发育的良好环境和条件，繁殖强群，协助制定多箱体繁蜂技术规范；组织强群生产，研发蜜蜂产品的优质高效生产技术，协助制定多箱体（浅继箱
）优质中蜂蜂蜜生产技术规范，推进养蜂机具的机械化和标准化，提高蜂农专业化饲养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解决制约健康高效养殖、优质蜂蜜生产的技术环节。
通过技术研发和示范，集成操作管理规范、劳动强度低、蜂群繁殖好、蜂蜜产量高及品质优、健康高效的规模化养蜂模式。
通过转录组和蛋白质组进行桑树抗褐斑病机理研究，同时利用染色体加倍结合杂交选育的方式进行抗褐斑病桑树品种选育，获得新桑品种1-2个；对保存的野生桑树资源进行评价，
获得多元化品种选育的基础数据，尤其是对保存的长果桑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做出具有云南特色的长果桑系列品种； 积极进行“云桑5号”、“云桑6号”、“云桑7号”和“云果桑
2号”新桑品种的推广应用，提供培训和现场指导等技术支持，帮助建立桑葚采摘园为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做贡献，促进三产有机融合；发表核心以上期刊论文3篇。

转录组和蛋白质组进行桑树抗褐斑病机理研究，数据正在进行分析，同时利用染色体加倍结合杂交
选育的方式进行抗褐斑病桑树品种选育，正在准备品种鉴评的材料；对保存的野生桑树资源进行评
价，正在进行菜用桑、茶用桑和饲料用桑的筛选，初步筛选出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长果桑系列2份
，分别命名未红粉佳人和黑玫瑰，在依托单位的蚕桑科技示范园中比较受欢迎，指导果桑采摘园示
范基地2个（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100亩和文山州普者黑景区内，20亩）（桑树品种为
云桑2号、云桑6号、云桑7号和长果桑系列）。2022年8月8日至11日，蚕蜂所蚕桑与美丽乡村融合
发展创新团队首席陈松研究员、李镇刚研究员、丁志伟助理研究员、杨加虎研究实习员一行5人赴
陇川县开展调研和技术服务指导。在陇川县蚕桑办张晓买、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周文东副总
和陇川正信农业有限公司冯学法总经理等人的陪同下，到陇把镇和户撒乡进行栽桑养蚕调研和技术
服务指导，对当地土壤、气候等条件开展实地考察，在前期工作中，蚕蜂所杨大平助理研究员和何
勋贵助理研究员深入到户撒、吕良对栽桑养蚕进行了全程技术指导，在服务过程中发现村民蚕室温
度过高、桑园管理不当、桑树易感染病害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陈松研究员和李镇刚研究员依次提
出改进方案，特别是针对桑树抗性弱方面提出改良桑品种等一系列措施。然后到陇川县蚕桑办麻粟
坝示范基地进行了调研，蚕蜂所育成的云桑系列桑树品种长势优良、抗病性强，这也为陇川县桑园
改良奠定了基础。此次技术服务得到企业、农户们的认可，通过此次技术服务，切实解决了陇川县
各地养蚕及其桑园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栽桑养蚕的技术水平，加强了
科企合作，推进了乡村振兴科技引领示范作用的发挥，并且进行了题为桑树新品种研究进展的蚕桑
技术培训及桑园管理技术培训等200余人次，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篇。
2022年，作为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红河综合试验站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9.8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研论文数 >= 2 篇 1 5.00 5.00
杨爽自2022年10月辞职，执行期间自2022年1月
至2022年9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集桑树资源 >= 10 份 2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筛选中间材料 >= 1 份 8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评价长果桑资源 >= 1 份 3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新增产值增加 >= 60 万元 14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才培养数 >= 600 人 4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就业人数 >= 40 人 5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蚕农 >= 200 人次 2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产学研合作单位数 >= 4 个 7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科研成果总体满意度 = 90 % 98 10.00 9.8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杨爽自2022年10月辞职，执行期间自2022年1月至2022年9月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1.8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