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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煤田地质局一三三队

关于 2023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

绩效自评报告

甘肃煤田地质局：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

管理办法）等 6 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

号)文件要求，现对我单位 2023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

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落实国家、甘肃省关于地质勘查行业的方针、

政策及规章制度，承担国家、省、局下达的的地质矿产勘

查任务，发展地勘经济。

2、承担国家和省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勘查任

务，开展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勘查工程施工、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灾害地质、地球物理、工程测量、

矿业开发以及其它生产经营活动，发展地勘事业及其延伸

业，发展多种经营生产。

3、组织开展与地质相关的科学研究、多种经营等工作，

推广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

4、负责本单位党的建设、纪律检查、组织人事、安全

生产及工会、共青团等工作。

5、承办省煤田地质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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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设置 14 个内部机构，分别是：党委工作部、行

政办公室、劳动人事科、资产财务科、安全与设备科、发

展与开拓科、纪检监察审计室、离退休办公室、技术质量

中心、资源勘查院、钻探与掘进公司、物探测绘院、水工

环院、生态与灾害防治院。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我单位高度重视，组

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

取情况，根据各部门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

并传达文件精神，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分别从预

算执行、部门管理、履职效果、能力建设、服务对象满意

度等方面客观公正评价 2023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预算管理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部门决算情况

2023 年度支出的年初预算为 8442.52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预算为 7634.83 万元,项目支出为 807.69 万元；全年

预算为 9689.7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为 8428.07 元，

项目支出预算为 1261.69 万元；实际支出 9521.84 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8428.07 万元，执行率为 100%，项目支出

1093.77 万元，执行率为 86.69%,全年支出执行率为

98.26%。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基本达成预期指标：

1、2023 年度按期完成资源勘查、地勘延伸业等项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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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占局下达指标 103.53%；

2、2023 年度职工人均年收入较上年增长 6%，实现了

稳步增长；

3、2023 年度没有发生重大交通、火灾、机械和孔内事

故，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向好。

2023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自评结果为“优秀”。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部门管理指标完成情况

2023 年度，我单位部门管理部分指标达到预期目标并

具有一定效果。持续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持续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

大会议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内容开展集

中学、深入学。坚持学用结合，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和局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其中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完成

100%；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86.69%；“三公经费”控制率

为 29.81%；结转结余变动率为-79%；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政府采购规范；资产管理规范；在职人员

控制率为 62.62%；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主要存在的问

题是：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86.69%

（2）“三公经费”控制率为 29.81%

（3）在职人员控制率为 62.62%

（4）结转结余变动率为-79%

2、履职效果指标完成情况

2023 年度我单位履职效果部分指标达到预期目标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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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效果。实施了景泰县郭家台煤炭资源详查、景泰县

郭家台煤炭资源勘探、景泰县郭家台—白岩子南部煤炭资

源调查、景泰煤业白岩子煤矿补充勘探、景泰县四个山煤

炭资源调查、靖远县井尔川煤炭资源调查、靖远县川口—

论古一带煤炭资源普查等地质勘查项目 12 个；完成靖远王

家山煤业有限公司王家山煤矿井下测量、平川区西格拉滩

土地整治、景泰县郭家台煤炭资源详查项目测量工作、平

川区城区东南部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项目钻探施工 DR1

井测井工程技术服务等地质勘查延伸业项目 11 个；地质勘

查项目验收完成数 12 个；地质勘查延伸业项目验收完成数

11 个；为上级部门提供资源详查地形图服务 150 平方千米；

提交煤炭资源储量 10000 万吨；本年未发生安全事故；报

告使用单位满意度为 100%；本年度我单位无违法违纪情况。

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1）地质勘查项目完成 12 个，目标值为 8 个，因国

家政策红利及我单位市场竞争力提高，承揽项目能力增强。

今后将积极研究政策，创新钻探管理模式，提高预算准确

率。

（2）地质勘查项目验收完成数 11 个，目标值为 4 个，

我单位全力推进单位与地方联动以及技术支撑能力持续增

强，增强跑市场力度。今后将继续做好以服务甘肃和地方

需求为导向，助力单位高质量发展，提高预算准确率。

（3）提交煤炭资源储量 10000 万吨，目标值为 5000

万吨，我单位今年承揽项目增加，郭家台已有矿区勘查程

度提高，今后在做好煤炭勘查的基础上，加大金属、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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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矿种和新能源等资源勘查力度，全力保持主业稳定增长。

（4）为上级部门提供资源详查地形图服务 150 平方千

米，目标值为 50 平方千米，我单位今年承揽郭家台项目矿

区面积变大，导致实际工作量增加，今后将不断增强技术

支撑能力，争取社会项目持续取得新突破。

（5）2023 年获得中共甘肃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评

选省直机关年轻干部“有服务、破难题、创佳绩”优秀案

例征集评选三等奖奖励。

3、能力建设指标完成情况

2023 年度我单位能力建设部分指标达到预期目标并具

有一定效果，两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动“两个责任”的落实。强化

“一岗双责”，班子成员同步开展党风廉政约谈，实现中层

干部全覆盖。开展“四风”问题专项整治活动和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专项检查活动，不断推动我队作风

建设持续深化。着力破解影响单位转型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机制性障碍、制度性缺陷，从人才队伍建设、职能转变、

用人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其中中期规划建设完备，

人员培训机制完备，档案管理环境安全。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1、总体绩效目标情况

我单位 2023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2、核心绩效指标情况

（1）核心绩效指标超未完成原因

一是由于前期地质填图、电法工作密度较小，对于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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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区构造发育情况、含煤地层分布范围等只能进行有限了

解，无法精确查明区内所有构造情况。根据 301 号钻孔施

工情况，Ⅲ勘探线东部可能存在断层，导致 301 孔位置地

层加深，未能达到设计目的。今后将加快施工进度及资料

整理；二是不能合理预判地质勘查项目实施进度，预测缺

乏精确性。

（2）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方面是完善对地质勘查施工项目的管理模式，加强

生产调度和协调管理，提高项目施工效率，加快资金支付

进度；另一方面是对勘查技术力量进行合理预估，提高对

地质勘查项目完成情况预测的准确性；第三方面是克服一

切施工困难，力争地勘行业排头兵。

四、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 3 个，其中 1 个专项

业务费项目年初预算数为 3 万元；其余 2 个项目为本年度

根据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资金下达通知的财政项目，项

目立项、评审、自评工作由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实施。

项目支出全年预算数为 1261.69 万元，实际支出 1093.77

万元，执行率为 86.69%。通过自评，1 个专项业务费项目

结果为“优”，2 个追加财政项目结果为“良”，分项目自评

结果如下：

（一）专项业务费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年度预算数 3 万，全年执行数 3 万，执行率 100%。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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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 2023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达成预期指标：保证单

位正常运转，更好履行单位职责。自评结果为“优”。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我单位本年度产出指标基本达成预期指标，办公用品

购置 130 件，目标值为 100 件；采购办公用品合格率 100%；

资质证书年检及更新及时性 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效益指标达到预期目标并具有一定效果，保障单位正

常运转。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满意度指标达到预期目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办公人员

满意度达到 100%。

4.主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

2023 年专项业务费项目年末各项指标虽全部完成，但

在进行绩效自评的过程中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不

足，主要表现为：项目支出进度较慢，支出主要集中在后

半年，反映出我单位项目管理水平和预算执行力有待提高。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单位将吸取经验，改进不足，持续

提升项目管理能力。

（二）甘肃省靖远县川口—论古一带煤炭资源普查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第一批地质

勘查基金项目资金的通知》（甘财资环[2023]21 号）下达的

项目年度预算 228 万，本项目全年支出 199.15 万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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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87%。自评结果为“良”。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总体绩效目标

预期完成 1∶50000 地质测量（简测）50.94km2；电法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测线 3 条，物理点 220 个；

钻探 2 孔，工程量 1850m；地球物理测井 2 个钻孔，工程量

1840 实测米；工程测量点 2 个；各类样品测试共计 5 组。

预期提交潜在矿产资源 5700 万吨。

（2）完成情况分析

完成 1∶50000 地质测量（简测）50.94km2；电法（可

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测线 3 条，物理点 220 个（其中：

检查点 7 个，试验点 3 个）；钻探 1 孔，工程量 1227.77m；

地球物理测井 1 个钻孔，工程量 1202 实测米；工程点测量

1 个。根据现阶段完成的工作量以及钻孔施工情况，预计

2024 年 5 月提交成果报告。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数量指标：根据项目设计批复，已完成 1∶50000 地质

测量（简测）50.94km2；电法（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

测线 3 条，物理点 220 个（其中：检查点 7 个，试验点 3

个）；钻探 1 孔，工程量 1227.77m；地球物理测井 1 个钻孔，

工程量 1202 实测米；工程点测量 1 个。

由于现施工完成的 301 号钻孔未见煤，无法完成采样

工作，目前正进行设计调整工作，剩余钻探工作量待设计

调整后进行施工，样品待钻探施工完成后取样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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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本项目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规范和批复设计

要求开展勘查工作。完成的地质测量及电法工作已通过队

级验收及评审，各项工程质量符合规程规范和设计要求的

标准，合格率为 100%。

时效指标：由于前期施工 1 个钻孔未达设计目的，进

行设计调整工作，下一步将加快前期原始资料整理及设计

调整工作，尽快完成钻探施工及采加化工作。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经济效益指标：根据煤炭资源出让受益市场基准价预

估经济价值约 0.91 亿元，目前未见及可采煤层，无法具体

估算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对于是否发生地质勘查项目安全事故，

本项目无安全事故发生。

可持续影响力指标：本指标划分为档案管理机制健全

性、地质勘查项目长效管理机制和生态恢复规划方案健全

性等 3 个三级指标。

档案管理机制健全性：野外施工过程中，项目组对各

类原始资料集中统一管理，及时审核检查，确保原始资料

的可靠性。施工结束后，及时整理归类，装订成册，并进

行现场和室内验收，完成项目验收后统一交资料室保存，

档案管理机制健全。

地质勘查项目长效管理机制：本项目严格执行省地勘

基金项目管理办法，项目选区立项、设计编制、勘查施工、

野外验收等工作环节严格执行规程规范，严把项目质量和

技术关，确保顺利完成项目绩效目标，地质勘查项目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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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建立健全。

生态恢复规划方案健全性：项目开工前与靖远县自然

资源局协调，按要求办理了临时占地相关手续及批复，与

施工地所属方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书；施工完成后及时恢

复施工现场，生态恢复方案健全。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为 2023 年度第一批省地勘基金项目，根据省地

勘基金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项目完成野外勘查工作后，

需向相关方省地勘基金管理中心、省煤田地质局提交野外

验收，目前尚未提交相关方对项目进行验收，暂无法评价

总体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但就目前施工情况进行相关调

查：相关方满意度＞85%，满足相关方满意度≥85%的要求。

4.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1）偏离绩效目标原因

①由于现施工完成的 301 号钻孔未见煤，未达设计目

的，目前正进行设计调整工作，剩余钻探及采加化工作待

设计调整方案通过评审后施工完成，使得整体进度滞后。

②由于钻探及采加化还未完成，相应资金计划未完成，

致使项目资金支付率较低。

（2）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工程进度滞后的问题，今后将加强生产调度和协

调管理，将责任落实到人，在保证施工质量和生产安全的

前提下，追赶施工进度，加快资料整理及设计调整工作;同

时督促项目人员加快未支付费用的支付进度。

（三）甘肃省景泰县四个山煤炭资源调查项目



11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基础地质调

查等项目资金的通知》（甘财资环[2023]26 号）和《甘肃省

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年省级第二批基础地质调查项目资金

的通知》（甘财资环[2023]127 号）下达的项目预算资金 226

万元，本项目全年实际支出 86.92 万元，年度执行率为

38.46%，自评结果为“良”。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总体绩效目标

预期完成样品采集及分析工作 6 组（个）；物探剖面测

量 4.38km；钻探工作 900m/孔。

（2）完成情况分析

实际完成样品采集及分析工作 7 组（个）；物探剖面测

量 5.60km；钻探工作 677.36m/孔。自评结果为“良”。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数量指标：完成样品采集及分析工作 7 组（个）；物探

剖面测量 5.60km；钻探工作 677.36m/孔。

质量指标：本项目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规范开展调查工

作。由于钻孔中部岩心松散导致塌孔，多次透孔无果，未

完成设计工作量，未进行验收，测试数据准确率 100%，测

量数据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工作完成不及时，由于钻孔垮塌，本年度

未完成工作。

成本指标：项目下达资金 226 万元，目前已实际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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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86.92 万元，全年执行 86.92 万元，执行率 38.46%。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效益指标划分为 3 个二级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

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项目未结束，未提出有进一步工作价

值的找矿靶区，未发生安全事故。

生态效益指标：绿色勘查执行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开工前与景泰县自然资源局协

调，按要求办理了临时占地相关手续及批复，施工完成后

及时恢复施工现场，生态恢复方案健全；野外施工过程中，

项目组对各类原始资料集中统一管理，及时审核检查，确

保原始资料的可靠性，档案管理机制健全。

（3）满意度指标

本项目为 2023 年省级基础地质调查项目，根据《甘肃

省省级基础地质调查项目管理办法》规定，项目完成野外

勘查工作后，需向相关方省自然资源厅、煤田地质局提交

野外验收，目前正在钻探施工阶段，尚未提交相关方对项

目进行验收，暂无法评价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但就目前

施工情况进行相关调查，相关方满意度>95%。

4.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1）偏离绩效目标原因

钻探工作由于钻孔中部岩心松散导致塌孔，多次透孔

无果，未完成设计工作量。

（2）下一步改进措施

下一步将尽快调整设计，重新确定钻孔位置进行施工。



13

五、部门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23 年，我单位省对市县转移支付为零，当年各级预

算为零。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公开工作按《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

办法》(甘财绩〔2020〕5 号)文件要求执行，随部门决算同

步向社会公开自评结果。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我单位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附件：1、2023 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2023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3、2023 年省级地质勘查基金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表

4、2023 年省级基础地质调查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表

甘肃煤田地质局一三三队

2024 年 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