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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2023 年度海洋生态修复保护资金绩
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海洋局根据《财政部下达关于提

前下达 2023 年度中央财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预算的通

知》（财资环〔2022〕122 号）和《财政部下达关于下达 2023

年度中央财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

〔2023〕18 号）要求，通过《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度中央

财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预算的通知》（沪海洋〔2022〕

53 号）和《关于下达 2023 年度中央财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资金预算的通知》（沪海洋〔2023〕39 号）分两次下达了

2023 年度中央财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和绩效目标。

上海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以下简称“临港

项目”）2023 年度下达资金 20,744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 15,000 万元，地方资金 5,744 万元。绩效目标分解

下达：岸线修复长度 17.05 公里；海岸带整治修复面积 154.7

公顷；盐沼植被恢复种植面积 154.7 公顷；底栖生物投放 40

吨。确保各类修复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 100%，植被成活率≧

60%。通过项目实施改善人居环境，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并增

强居民海洋生态保护意识等。

2023 年上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以下简称“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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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 2023 年度下达资金 30,8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 24,000 万元，上海地方资金 6,800 万元。绩效目

标分解下达情况如下：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 0.26 平方公里，

岸线修复长度 6000 米，海岸带整治修复面积 26.21 公顷，

互花米草治理面积 51.97 公顷，各类生物礁体 25.65 公顷，

构造潮汐池生境指标值为 2.53 公顷，各类修复工程质量合

格率达到 100%，通过项目实施改善人居环境，提高防灾减灾

能力并增强居民海洋生态保护意识等。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3 年度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预算累计下达 51,544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累计支付 39,000 万元；地方资金 12,544

万元），实际完成 40,507.54 万元，预算执行率 78.59%（中

央财政资金实际完成 30,765.27 万元，预算执行率 78.89%；

地方资金实际完成 9,742.26 万元，预算执行率 77.66%）。

临港项目 2023 年度实际完成 9,768.24 万元（中央资金

实际完成 6,765.27 万元；地方资金实际完成 3,002.97 万元）。

奉贤项目 2023 年度实际完成 30,739.3 万元（中央财政资金

实际完成 24,000 万元；地方资金实际完成 6,739.29 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为加强中央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根据财政部印发的《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0〕76 号），严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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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使用范围，每笔款项用途明确、账目清楚、监督到位。在

资金拨付过程中符合规定程序，根据项目相关发票、工程费

用支付审批表、合同等凭据，经建设单位申请，财政部门审

核后拨付，未发生被收回、挤占、挪用、截留等现象，保证

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同时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在招投标、

工程变更、工程款拨付、工程验收等各个环节，严格按照国

家及上海市的相关规定执行，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临港项目完成岸线修复长度 17.05 公里；海岸带整治修

复面积 154.7 公顷；盐沼植被恢复种植面积 154.7 公顷；底

栖生物投放40吨。完成的各类修复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植被成活率 80%。通过项目实施，确保盐沼湿地系统在 5 年

期间内保持稳定，人居环境得到持续改善，提高防灾减灾能

力并增强居民海洋生态保护意识，项目实施区域公众满意度

达到 95%。已完成建设工程建设后 2023 年度监测评估、项目

总结报告。完成制度体系、评估体系和溢出效应的课题研究。

完成工程完工验收工作。预算执行按时完成率、堤外中高滩

植被覆盖度 2 项指标偏离目标值。

奉贤项目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 0.26 平方公里，岸线修

复长度 6000 米，消浪坝原位修复 3438.5 米、互花米草生态

治理 51.97 公顷、潮下带生物礁生境营造 22.41 公顷、散抛

式低潮滩生物礁生境营造 5.73 公顷、复合式低潮滩生物礁

生境营造 0.21 公顷、接岸生物礁生境营造 2.85 公顷、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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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脚生态潮汐池 3.89 公顷。由于受海上赶潮施工条件限制、

大风、寒潮等因素影响，散抛式低潮滩生物礁、复合式低潮

滩生物礁、初设批复和工程按时完成率等 4 项指标偏离年度

目标值。目前所有滞后指标已全部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临港项目：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共设置 4 项，截至 2023 年年底，4 项

皆按指标值完成，完成岸线修复长度 17.05 公里；海岸带整

治修复面积 154.7 公顷；盐沼植被恢复种植面积 154.7 公顷；

底栖生物投放 40 吨。

（2）质量指标。共设置 2 项，均按指标值完成。主体

工程质量合格率指标值为 100%，实际完成值为 100%；植被

成活率指标值为≥60%，实际完成值为 80%。

（3）时效指标。共设置 2 项，其中一项已按指标完成，

一项未能完成。已完成的为项目完成率指标值 100%，实际完

成值为 100%。未完成的为预算执行按时完成率指标值为 95%，

实际完成值为 88.71%（按项目签订的合同金额计算）。

（4）成本指标。共设置 1 项，盐沼植被恢复种植成本

指标，指标值为≤70 万元/ha，实际完成值为 44 万元/ha。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共设置 3 项，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居民海洋生态保护意识和人居环境改善指标已按指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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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效益指标。共设置 1 项，未完成，堤外中高

滩植被覆盖度指标值为≥60%，实际植被覆盖度为 23%。

（3）可持续影响指标。共设置 2 项，盐沼湿地系统在 5

年间维持稳定、修复工程后期管护持续 5 年，目前正按指标

值持续推进。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共设置 1 项，实施区域公众满意度指标，指标值≥85%，

实际公众满意度达到 95%。

修复前项目区域的公众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总体满意

度数值平均为为 37%；生态修复后截至 2023 年年底各季度的

公众满意度平均值达到 95%。由此可见，随着临港项目的实

施成效逐渐显现，项目周边区域的民众切实感受到了海洋生

态修复项目的价值。

奉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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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共设置 10 项，截至 2023 年年底，其

中 8 项按指标值完成，2 项未完成，具体如下：

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指标值为 0.26 平方公里，实际完

成值为 0.26 平方公里；岸线修复长度指标值为 6000 米，实

际完成值为 6000 米；海岸带整治修复面积指标值为 26.21

公顷，实际完成值为 26.21 公顷；互花米草治理面积指标值

为 51.97 公顷，实际完成值为 51.97 公顷；潮下带生物礁投

放量指标值为 22.41 公顷（54000 空方），实际完成值为 22.41

公顷（54000 空方）；消浪坝原位修复指标值为 1151 米，实

际完成值为 3438.5 米；构造潮汐池生境指标值为 2.53 公顷，

实际完成值为 3.89 公顷；接岸生物礁指标值为 2.85 公顷，

实际完成值为 2.85 公顷。以上 8 项均已按计划完成或超量

完成。

散抛式低潮滩生物礁指标值为6.25公顷（1718.25空方），

实际完成值为 5.73 公顷（1575 空方）；复合式低潮滩生物

礁指标值为 1.13 公顷，实际完成值为 0.16 公顷。以上 2 项

未满足绩效要求。目前已通过增加施工班组加快工程进度等

措施，完成全部数量指标。

（2）质量指标。共设置 2 项，均按指标值完成。主体

工程质量合格率指标值为 100%，实际完成值为 100%；外来

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治理率指标值为≥90%，实际完成值为 95%。

（3）时效指标。共设置 4 项，其中 2 项按指标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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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未完成，具体如下：

工可批复指标值为 2023 年 3 月，实际完成值为 2023 年

3 月；预算执行按时完成率指标值为 95%，实际完成值为

99.78%。以上 2 项已按计划完成。

初设批复指标值为 2023 年 4 月，实际完成值为 2023 年

5 月，因项目区地形复杂，外加天气因素导致相关勘察测量

工作滞后，影响了设计、论证咨询等相关工作进度安排，导

致初设批复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完成，与绩效目标相比略有

滞后；工程按时完成率指标值为 100%，实际完成值为 95%，

按照工程计划，部分进度超前，部分进度如复合式生物礁等

略有滞后，项目相关生物礁体均已预制完成，因冬季气候影

响海上运输，预制礁体未能及时运送至现场，略低于绩效目

标要求，目前已通过增加施工班组加快工程进度等措施，完

成全部 2023 年度工作任务。

成本指标。共设置 1 项，本地植被恢复工程成本控制数

指标值为≤70 万元/公顷，实际完成值为≤70 万元/公顷。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共设置 3 项，沿海人居环境改善、

岸线防灾减灾能力、居民海洋生态保护意识已按指标完成，

并随着工程的实施，持续进行提升。

（2）生态效益指标。共设置 1 项，修复区域内岸线生

态化程度已按指标值完成。

（3）可持续影响指标。共设置 2 项，盐沼湿地系统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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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后期管护持续时间两项，目前正按指标值持续推进。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共设置 2 项，传媒评价满意度指

标值为≥95%，实际完成值为 99%；实施区域公众满意度指标

值为≥90%，实际完成值为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经项目自评，临港项目预算执行按时完成率、堤外中高

滩植被覆盖度 2 项指标偏离目标值，奉贤项目散抛式低潮滩

生物礁、复合式低潮滩生物礁、初设批复和工程按时完成率

等 4项指标偏离目标值，具体原因及改进措施如下：

1.预算执行按时完成率（临港项目）

造成目前预算执行率较低主要有以下 2 方面的原因：一

是通过项目招标，节约了项目投资，目前累计签订合同为

4.52 亿元，无法按照预算下达数进行支付；二是根据合同约

定，在项目完工验收后支付至合同款项的 90%，结算完成后

支付至结算价的 95%，竣工验收后并支付至结算价 100%（含

3%履约保函）。目前项目通过完工验收，相关款项已支付至

合同的 90%，剩余费用需要在结算及竣工验收后支付。

改进措施：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10 月通过完工验收，目

前正在加紧推进项目施工结算工作，计划 2024 年一季度完

成施工结算，支付至合同结算价的 95%；同步推进项目审计、

成效评估、跟踪监测、环保验收等工作，确保在四季度完成

竣工验收，支付至合同结算价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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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堤外中高滩植被覆盖度（临港项目）

本项目堤外中高滩植被覆盖度设定目标为≥60%，因项

目芦苇和海三棱藨草等植被为第一年种植，虽然成活率已达

到绩效目标，但植株高度、密度以及叶片大小都较低，无法

有效的对滩面进行覆盖。

改进措施：一是项目计划于 2024 年 4 月开始在存活率

较低及生长密度过低的区域继续补种芦苇和海三棱藨草，并

持续开展养护工作，逐步提高项目范围内植被覆盖度，并确

保生态系统长期稳定。二是今后在项目申报、设计阶段，进

一步研究分析盐沼植被的生长规律和项目实施区域的自然

条件，更加科学的设定绩效指标。

3.散抛式低潮滩生物礁、复合式低潮滩生物礁 2 项指标

偏离指标值。（奉贤项目）

在奉贤项目实施方案中散抛及复合式生物礁计划 6月份

启动实施，工期为 12个月，期间，6—8月份为预制厂考察

及预制过程；根据施工进度安排，项目拟投入铺排船 2艘、

浮吊船 3艘、运输船 5艘，施工单位因考虑施工成本原因，

浮吊船的配备数量实际确保不了关键线路的变化施工；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实施单位未充分考虑到杭州湾北部中岸特有

的洋流特性，即涨潮落潮对施工船只影响较大，导致施工船

只每日有效施工时间最少仅有 3个小时，二是未充分考虑海

上运输条件的不稳定，运输船易受寒潮等恶劣天气影响从而

停航，导致施工船只时常处在窝工状态，致使工程进度进一



10

步受到影响；三是生物礁已经完成大部分的礁体预制，但生

物礁施工要求高，每块礁体都需完成 3点定位后进行投放，

而实施单位也未及时加强动态管理，加派施工船只，因而造

成施工效率较低。综上所述，导致散抛式低潮滩生物礁、复

合式低潮滩生物礁 2项指标偏离指标值。

改进措施：已及时要求项目实施单位优化施工方法与程

序，并在施工过程中加强动态管理，及时调整，保证关键线

路上的施工进度；二是充分关注预制块体运输航道的天气变

化，在航道天气好的时候及时加派运输船只，加大预制块体

储备量，以确保不会因为现场无料可用导致施工船只处在窝

工状态；三是增加施工船只并配备足量的作业人员，在保证

安全的情况下加快施工进度。散抛式低潮滩生物礁已于 1月

完成绩效指标，复合式低潮滩生物礁已于 3月完成绩效指标。

4.初设批复于 2023 年 5 月 5 日收到，略迟于绩效指标要

求。（奉贤项目）

问题分析：因项目区地形复杂，外加天气因素导致相关

勘察测量工作滞后，影响了设计、论证咨询等相关工作进度

安排。

改进措施：组织设计单位把好时间节点，加大勘察测量

力度，初设报告于 2023年 4月提交，于 2023年 5月 5日收

到初设批复。

5、工程按时完成率为 95%，略低于绩效指标要求。（奉

贤项目）



11

问题分析：按照工程设计，本项目涉及大量生物礁体预

制、运输和安装，易受航道恶劣天气影响，施工单位根据现

场实际情况对 2023 年度施工计划进行了部分调整，超额完

成了消浪坝修复和潮汐池生境两项施工内容，散抛式低潮滩

生物礁和复合式低潮滩生物礁两项施工内容未完成年度任

务。

改进措施：一是通过加强现场管理、优化施工工艺、增

加施工船只和作业人员等方式，目前已全部完成 2023 年度

施工任务。二是在设计阶段，提前分析研判项目范围内天气

等原因，更加合理的安排施工计划。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是在相关指导和监管单位进行绩效

初评后，对相关材料进行汇总自评的基础上进行的。此次自

评结果将为后续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实施奠定坚实的基

础。

本次自评结果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