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0

报告名称

省级预算部门
（单位）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中介机构 云南云岭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一、建议修改部分
1.第7页，关于“截至绩效评价日，尚未取得省科协2015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
报表”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因2015年省科协尚未实施对下转移支付，故2015年度无对下转移支
付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1.未采纳。截至现场评价结束时，部门未提供2015年度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
表。2015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未改革，该项目作为部门的科普专项资金项目
实施，2015年8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改
革的意见（云政发〔2015〕86号），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改革，2016-2017年
该项目作为省对下转移支付，采用因素法分配，按照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
理要求设立申报绩效目标。预算申报时，无论是省本级项目还是省对下专项转移
支付项目均需申报绩效目标，但部门仅提供了2016年与2017年预算绩效目标申报
表。

2.第18页，关于“综合以上因素考虑，选取昆明市、迪庆州、玉溪市、红河州、
大理市作为项目实地评价抽样地区”的意见
根据实际情况应修改为“综合以上因素考虑，选取昆明市、迪庆州、玉溪市、红
河州、大理州作为项目实地评价抽样地区”。

2.采纳。已将“大理市”改为“大理州”。

填表时间：2018年11月16日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2015-2017年科普专项资金项目中期绩效再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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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4.第19页，关于“现代科技馆体系类方面未按计划完成流动科技馆巡展覆盖站点
个数”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现代科技馆体系类任务均已完成”，流动科技馆巡展覆盖站点为上
年巡展，次年进行资金补助，可以提供资料佐证。

4.未采纳。
根据省科协提供的本次绩效评价全省汇总数据附件6中，统计数据表示流动科技
馆巡展2015-2017年计划完成145个站点，实际资金安排118个站点，完成率
81.38%，实地评价时发现，2016年玉溪市计划完成4个站点，实际资金安排3个，
完成率75%。且省级部门后期提供的材料依据，仅为流动科技馆巡展名单，不是
省对下资金安排的完成佐证资料。因考虑全省汇总数据准确性，考评打分以全省
数据30%，抽样点70%进行，以现场抽查地区为主。

5.第19页，关于“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类项目全省除农函大培训、16个州（市）纲
要考核均按计划完成外，社区科普大学、院士专家工作站及少数民族双语科普教
育未按计划完成”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类项目全省除农函大培训、16个州（市）纲要考
核、院士专家工作站均按计划完成外，社区科普大学及少数民族双语科普教育未
按计划完成”，院士专家工作站包括院士工作站和专家服务站，两项内容均已按
计划完成，可以提供佐证资料。

5.未采纳。
根据省科协提供的本次绩效评价全省汇总数据附件6中，统计数据表示院士专家
工作站2015-2017年计划完成65个，实际完成52个，完成率80%。且省级部门后期
提供的材料依据，仅为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创建名单，不是补助项目的完成佐证资
料。因考虑全省汇总数据准确性，考评打分以全省数据30%，抽样点70%进行，以
现场抽查地区为主。

6.第20页，关于“综上所述，省科协基本按要求实施并完成了科普专项资金项目
的目标任务”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综上所述，省科协已经按要求实施并完成了科普专项资金项目的目
标任务”。

6.未采纳。
根据省科协提供的本次绩效评价全省汇总数据附件6中，经核实统计数据表示示
范学校、示范县补助、流动科技馆及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工作部分未完成。

3.第19页，关于“科普示范创建类项目除省级科普惠农示范村、省级科普示范社
区完成相关任务，科普示范县创建、科普教育示范学校2016-2017年未按计划完成
”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科普示范创建类项目，包括省级科普惠农示范村、省级科普示范社
区、科普示范县创建和科普教育示范学校建设均完成相关任务”，科普示范县创
建有创建文件和命名名单；科普教育示范学校建设是先创建，次年再进行资金补
助，均可以提供材料依据。

3.未采纳。
根据省科协提供的本次绩效评价全省汇总数据附件6中，统计数据表示科普示范
县创建2016年实际补助完成20个，完成率为58.82%，2017年实际完成31个，补助
完成率为91.18%；科普教育示范学校项目2016-2017年计划完成95个，实际补助
完成64个，完成率为67.37%。且省级部门提供的材料依据，仅为示范县及示范学
校的创建名单，不是补助项目的完成佐证资料。因考虑全省汇总数据准确性，考
评打分以全省数据30%，抽样点70%进行，以现场抽查地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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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10.第23页，关于“部门项目自评报告2015年无自评得分及评价等级”的意见
因2015年省科协尚未实施对下转移支付，建议删除该内容。

10.部分采纳。
报告征求意见阶段，省科协提供了2015年科协自评分及等级。采纳将“部门项目
自评报告2015年无自评得分及评价等级”删除，并增加2015年自评得分96分，评
价等级为优。而非2015年省科协尚未实施对下转移支付。

7.第20页，关于“项目管理制度未及时更新，项目质量未得到有效保证；省级统
筹工作安排缺乏计划性、规划性”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项目管理制度未及时更新，部分项目质量未得到有效保证；项目管
理制度执行和落实力度不够”。

7.部分采纳。将“项目质量未得到有效保证”改为“部分项目质量未得到有效保
证”。将“省级统筹工作安排缺乏计划性、规划性。”改为“省级统筹工作安排
计划性、规划性有待提高”

8.第20页，关于“制定的15个绩效指标，其中基层科普建设覆盖率、重点人群科
普教育宣传活动覆盖范围及受益人数、提高我省公民基本科学素质等3个绩效指标
完成，科普示范创建、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公民科学素质提升、项目完成及时
情况等11个绩效指标部分完成”的意见
根据上述修改建议应调整为“制定的15个绩效指标，其中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基
层科普建设覆盖率、重点人群科普教育宣传活动覆盖范围及受益人数、提高我省
公民基本科学素质、科普示范创建、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等6个绩效指标完成，项
目完成及时情况等8个绩效指标大部分完成”。

8.未采纳。经核实相关数据，制定的15个绩效目标，根据绩效评价结果，仅完成
3个，11个部分完成，1个未完成。对于指标完成情况描述，纳入今年评价的34个
项目需统一按要求表述为“完成、部分完成或未完成”，为与统一要求相符，故
“部分完成”改为“大部分完成”未采纳。

9.根据上述修改内容，本次绩效再评价得分应同步调整。
9.未采纳。
上述涉及改动分数的指标均未采纳，故分数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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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13.第31页，关于“根据全省汇总数据，流动科技馆2015-2017年计划完成145个站
点，实际完成115个站点，完成率79.31%”的意见
根据省科技馆实际巡展情况统计，流动科技馆巡展全部完成了计划目标，建议修
改。

13.未采纳。
根据省科协提供的本次绩效评价全省汇总数据附件6中，统计数据表示流动科技
馆巡展2015-2017年计划完成145个站点，实际完成118个站点，完成率81.38%，
实地评价时发现，2016年玉溪市计划完成4个站点，实际完成3个，完成率75%。
且省级部门后期提供的材料依据，仅为流动科技馆巡展名单，不是省对下资金安
排的完成佐证资料。因考虑全省汇总数据准确性，考评打分以全省数据30%，抽
样点70%进行，以现场抽查地区为主。

14.第31页，关于“院士专家工作站2015-2017年计划完成65个，实际完成52个，
完成率80%”的意见
根据省科普资源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应该修改为“院士专家工作站2015-2017年
计划完成65个，实际完成92个，完成率141.54%”。

14.未采纳。
根据省科协提供的本次绩效评价全省汇总数据附件6中，统计数据表示院士专家
工作站2015-2017年计划完成65个，实际完成52个，完成率80%。且省级部门后期
提供的材料依据，仅为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创建名单，不是补助项目的完成佐证资
料。因考虑全省汇总数据准确性，考评打分以全省数据30%，抽样点70%进行，以
现场抽查地区为主。

11.第29页，关于“但2015年未设置个性指标，2016、2017自评报告内容、分值和
结论基本一致，绩效自评流于形式”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其中2015年因省科协未实施对下转移支付未设置个性指标，2016年
、2017年自评报告框架、分值和结论相似度较高，未能充分反映项目实施情况”
。

11.部分采纳。
报告征求意见阶段，省科协才提供了《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2015年度科普专项）》。
根据《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15年度科普专
项）》，将“但2015年未设置个性指标，2016、2017自评报告内容、分值和结论
基本一致，绩效自评流于形式”改为“但2015-2017自评报告内容、结论基本一
致，2016年、2017年分值一致，未凸显绩效自评的目的。”

12.第31页，关于“2016-2017年计划扶持创建34个省级科普示范县，2016年实际
完成20个，完成率为58.82%；2017年实际完成31个，完成率为91.18%”的意见
根据实际情况应修改为“2016年计划扶持创建34个省级科普示范县，2016年实际
完成34个，完成率为100%”。

12.未采纳。
根据省科协提供的本次绩效评价全省汇总数据附件6中，统计数据表示科普示范
县创建2016年实际补助完成20个，完成率为58.82%，2017年实际完成31个，补助
完成率为91.18%。且省级部门后期提供的材料依据，仅为示范县及示范学校的创
建名单，不是补助项目的完成佐证资料。因考虑全省汇总数据准确性，考评打分
以全省数据30%，抽样点70%进行，以现场抽查地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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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19.摘要部分和附件部分的相关内容请一并修改。
19.部分采纳。
采纳部分已经与附件一并调整，未采纳部分未调整。

16.第42页，关于“（三）省级统筹工作安排缺乏计划性、规划性”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三）项目管理制度执行和落实力度不够”。

16.部分采纳。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为省级统筹工作不够到位，不是项目管理
制度执行问题。将“省级统筹工作安排缺乏计划性、规划性。”改为“省级统筹
工作安排计划性、规划性有待提高”。

17.第42页，关于“一是省级部门绩效管理执行不到位”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省级部门绩效管理执行有一定差距”。

17.部分采纳。
将“一是省级部门绩效管理执行不到位”修改为“一是省级部门绩效管理执行力
度不够”。

18.第43页，关于“二是制定的实施方案内容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制定的实施方案内容细化不够，落实起来有一定难度”。

18.部分采纳。经研究，制定的《实施方案》确实存在内容不明确，可操作性不
强的问题，报告中修改为“二是制定的实施方案内容不够明确、可操作性有待提
高”。

15.第34页，关于“2016、2017年省科协按因素法分配切块下拨，但分配因素不完
整，导致部分地区结余资金较大”的意见
建议修改为“2016、2017年省科协按因素法分配切块下拨经费后，部分地区项目
执行进度较慢，存在结余资金现象”。

15.采纳。
“2016、2017年省科协按因素法分配切块下拨，但分配因素不完整，导致部分地
区结余资金较大”修改为“2016、2017年省科协按因素法分配切块下拨经费后，
部分地区资金下拨较慢，项目执行进度滞后，存在结余资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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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二、建议增加部分
主要经验及做法，建议增加内容，如：（三）整合资源，成效明显。项目实施单
位充分利用有限的项目资金，最大程度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科协工作大联合
、大协作的特点，让科普项目取得更多、更大的社会效益。马龙县鸡头村街道苹
果种植科普示范基地实际到位项目资金15万元，到位率100%；购买了高清夜晶电
视1台、DVD一台，印制图文宣传资料10000份、购科普图书5种1000册；建立科普
宣传栏1块，更新宣传栏内容4次;开展技术培训4次，培训人员400余人次，接待观
摩学习3次120人次；组织科普宣传展览3次 ，提升了农民苹果种植科技水平。截
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共使用15万元，结余0万元。在项目实施和管理过程中，县
、乡科协科普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不定期深入项目点督促指导。项目实施单位业务
管理制度健全，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条件落实到位，项
目合同书符合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在项目实施完毕后，县科协又组织县财
政局、县纪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科协分管领导、科协干事等7位科普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逐项考核打分，将汇总情况作为
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及项目资金拨付依据。项目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整合
、调动了农村苹果种植大户、政策扶持等各种有利资源，共同融入到科普惠农兴
村计划上来，为科普工作“大联合、大协作”营造了社会氛围；二是及大地调动
了农村苹果种植大户、民营企业依靠科技，共同致富的积极性；三是激活了农村
科普组织和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了做好科普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
誉感；为普及农村实用技术、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助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
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四是体现了省科协和财政厅对基层科普
工作的支持和对基层科普工作者的关怀，项目的深入实施，深受广大农民的欢
迎，普惠了项目区群众。

二、未采纳。
该地区并未在本次绩效评价抽查地区，未实地看到具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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