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

项目名称： 2020年常态花卉布置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围绕本市2020年重点绿化工程建设任务和目标，深入推进研究本市花卉常态布置工作内
容，经初步排摸。拟采购一二年生草花47.61万盆，球宿根花卉11.78万盆，观花
新优花灌木（含小乔木及观花藤本）5.477万株。其中一二年生草花主要以夏、秋季花
卉为主，以保障建国71周年国庆及第三届进博会的花卉景观效果，同时为后年建党100
周年花卉布置预演；球宿跟地被及新优花灌木（含小乔木及观花藤本）选择花、叶、果等观
赏价值高且可用于自然式配置的植物为主，如春花植物红花玉兰、美人梅、猥实、夏花植物
红花溲疏、萱草，三季开花的各种月季及耐荫开花地被石蒜等。主要用于绿化特色道路、街
心花园、绿化特色街区、园林街镇及高架沿口挂花等重点绿化工程建设，提升重点区域、重
要道路的彩化水平，保障高品质绿化景观的常态长效。

立项依据：

《本市加强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工作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上海市公园
绿地“四化”三年（2019-2021年）行动计划》《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十三五
绿化规划》《上海市绿化特色道路创建办法》《高架桥绿化技术规程》《关于本市花卉景观
常态布置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为本市城市更新建设（绿化特色道路、街心花园、园林街镇及高架绿化）提供优质适生
的新优花卉品种，打造区域绿化特色和亮点。2）示范优质苗木的配置应用形式，探索花卉
景观施工布置和维护精细化，做到“多样化、可复制、可应用”，进一步提升本市整体绿化
品质。3）为2021年建党100周年花卉布置预演及保障本市国庆71周年、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活动花卉景观布置应急储备，确保本市重点区域、重要道路节点花
卉布置质量。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苗木提前预定、采购机制2）苗木生产监管机制3）苗木生产及应用单位双向考核机制

项目实施计划：

2020.1~2020.3，花卉采购招投标。委托招投标代理公司按照规定，开展常态
花卉布置招投标工作，确定花卉生产企业并落实应用示范点。2020.3～2020.1
0,监管配送及应用指导。对生产企业的生产计划、花卉种源、介质及栽培管理等进行全程
监管和指导，确保花卉质量。按照配送计划，做好沟通，发放配送通知单，确保花卉配送有
序展开。2020.11,结算及审核资料整理。配送完成后，及时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
、汇总工作，配合做好审价工作；按计划做好请款工作，配合做好绩效评估的资料准备工作
。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围绕“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的“四化”目标，通过在绿化特色道路、街心花园、
园林街镇及高架绿化中开展新品种应用，提升全市绿化景观水平。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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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完成采购一二生草花、宿根地被及花灌木 =64.867万盆（株）

质量 苗木验收合格率 全部验收合格

时效 按时间节点完成配送 按规定及时完成配送

成本 按招投标价格采购 =100%

效果目标 环境效益 美化城市市容、改善城市环境 美化、改善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 人员安排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沟通机制有效性 有效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渠道畅通性 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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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

项目名称：
2020年第四届中国（贵

州）绿化博览会上海展园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中国绿化博览会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和承办城市所在的省级人民政府主办。迄迄
今为止，“绿博会”共举办过三次，分别是第一届2005年南京绿博会、第二届2010
年郑州绿博会和第三届2015年天津绿博会。2020 年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由全国
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和贵州省级政府主办的国家级绿化林业展会。将于2020年8月
至2020年11月在贵州省都匀市召开，展期3个月。本届绿博会的办会理念是“以人为
本，共建绿色家园”， 这也是绿博会的永久主题，副主题为“绿园中国梦，携手进小康”
，办会的总体目标是“盛世百园绿博会”。收到组委会邀请，上海市将参加本次展览并建设
一座优秀的展园，展示上海近些年来园林生态大发展。

立项依据：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2020年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上海展园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本项目有利于扩大上海与国内外园林绿化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上海影响力，展示上海园
林绿化发展水平，探讨未来园林景观发展方向，是园林绿化领域开展技术、经济交流与合作
的一个重要平台，是2020年代表上海园林绿化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一，受到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参加各类园林园艺展会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20120年7月，办理相关手续，完成项目建设。2020年8月—
—2020年11月，项目养护管理。2020年12月，准备项目资料。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总目标：完成上海园建设，扩大上海与国内外园林绿化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上海影响力
，展示上海园林绿化发展水平阶段性目标：完成项目建设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8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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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完成项目建设面积 =4170平方米

质量 项目工程质量情况 优良

时效 项目完成情况及时性 按期完成

成本 概算范围内 小于或等于概算

效果目标 环境效益 美化改善环境 美化、改善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安排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沟通有效性 有效

配套设施 完善程度 完善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渠道畅通性 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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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

项目名称：
2020年古树名木复壮与

保护设施维护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古树名木素有“活的文物”、“绿色古董”等美誉，是大自然留给人类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
和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见证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是城市绿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根据全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的意见》和《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和的相关精神要求，对
本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以下简称古树）开展保护工作，对古树保护进行科学研究、
应用科研成果，向社会各界宣传普及保护古树的知识，提高古树保护意识和水平，做到切实
有效地保护保护本市为数不多的古树资源。本项目主要用于开展濒危、衰弱古树的复壮抢救
和古树保护设施的维护改造以及扩建；开展本市所有古树的保险工作，解决应急抢险的后顾
之忧。

立项依据：
1.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2.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的意见》全绿字[2016]1号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中发[2015]12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古树名木是活的文物和人类的珍贵遗产，是上海城市绿化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相关规定，古树管理部门每年应设立专项经费
用于古树的抢救、复壮和保护设施的建设、维修。虽然每年古树管理部门会对部分生长势衰
弱的古树名木投入一定的资金采取保护复壮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但是一方面城
市建设在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古树的自然衰老不可逆转，因此每年依然有部分古树存在一定
问题，亟待资金解决。此外针对全市古树名木缺乏突发意外情况下的资金保障的现象，对全
市所有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实行投保，以增强古树名木灾后抢救复壮的应变能力。同时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的相关精神，开展古树名木
生长势监测工作，切实加强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为科学保护古树，提升养护管理水
平提供数据支持，进一步提升古树保护工作的科学性、能效性和积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以下简称市绿化指导站）是隶属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职能
延伸机构，主要承担城市绿化技术管理与指导、绿化有害生物预警监测与防控、古树保护、
绿化教育培训、绿化技术集成与应用等职能，工作面覆盖全市。市绿化指导站下设古树名木
科，核编8人，在编6人，其中高级工程师4人，工程师2人，承担全市古树的行业保护管
理工作，并开展古树保护技术研究与科研成果应用，向社会各界宣传普及保护古树的知识，
为各区古树保护工作提供相关的管理、养护、复壮和抢救等方面的技术指导等。相关配套管
理有《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市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财务
管理规定》、《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专项管理规范》等管理文件，并主编了上海市
地方标准《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技术规程》，拥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和技术力量。

项目实施计划：
2月-4月，完成项目点踏勘以及招投标工作5月 完成古树名木保险投保5月-11月，
古树名木复壮及保护实施维护项目点和示范点的施工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古树名木复壮与保护城维项目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围绕本市和行业十三五发展总体目标，依据《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
相关规定，贯彻《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技术规程》（DB31/T 682-20
13）地方标准，注重源头控制，围绕规划先行、预先保护、服务群众的理念，以古树名木
保护区景观提升和古树名木抢救复壮及保护设施扩建为项目核心内容，以古树名木生长势监
测为保障支撑，对形势紧迫、急需保护的部分古树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在应用传统保护技
术的同时，尝试通过项目动态观察建立濒危衰弱古树评价标准体系，结合评价体系，探索尝
试分类别的古树保护复壮技术手段。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加强项目管理，理顺项目实施流
程，规范资金使用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本市为数不多的古树资源。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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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古树名木抢救复壮及保护设施维护扩建工作计

划完成率
=100%

质量 项目实施达到预期质量要求 全部验收合格

时效 按计划及时完成各项任务 2020-10-31前完成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古树名木保护宣传工作执行情况 执行有效

环境效益 古树名木周边环境改善情况 改善

满意度 项目受益人群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项目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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