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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
市（州）县（市、区）单位预算的通知

各市（州）、县（区）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预

算的通知》（财资环〔2022）126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年林

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3）20号）

和省林草局《关于申请拨付 2023年市（州）、县（区）中央财政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函》（青林规财函〔2023）257号），

现细化下达《青海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中央林业改革发

展资金的通知》（青财资环字〔2022）1840号）先期已下达 62547.8

青海省财政厅文件
青财资环字〔2023〕7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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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资金中的 28719.8万元资金目标任务（剩余 33828万元资金

目标任务后续下达）。资金列 2023年收入科目“1100250，节能环

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功能分类科目“2119999，

节能环保支出”，政府支出经济分类科目“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

移性支出”。此项资金直接拨付到县（资金分配及任务清单详见附

件 1)。

按照财政部关于 2023年财政直达资金管理有关要求，中央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生态护林员支出方向）为“01中央

直达资金”，各单位应加强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平台与相关监控系

统的数据对接，及时将指标信息、支付信息和惠企利民补助补贴

发放信息导入监控系统，确保相关数据同步一致，准确完整。

请各市（州）、县（区）级财政部门与林业部门加强沟通衔接，

结合年度工作计划和任务清单，加快资金拨付确保资金及时到位，

推动相关工作任务按期完成。同时，各市（州）林草主管部门按

照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要求，做好县（区）任务计划和绩效目标分

解下达，并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

第四批）市（州）县（市、区）预算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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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

第四批）市（州）县（市、区）绩效目标表

2023年 6月 30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青海监管局，本厅预算处、

国库处（国库支付中心）、预算绩效管理处、资产管理处、监督评

价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存档。

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 6月 30日印发



附件1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市（州）县（市、区）预算分配表
单位：万元

地区

2022年
已提前
下达资

金
本次下

达任务

任务清单

非直达资金 直达资金

备注非直达资

金小计

其他自然保护地支出 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等保护支出

生态护林

员支出
其他自

然保护

地支出        

小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 国家重要湿地（含国际重要湿地）补助

国家重点

野生动植

物等保护

小计

国家重点

野生植物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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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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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源疫病

监测和防

控

危害防控

和补偿
收容救护

青财资

环字〔
2022〕
1841号

其他自然保护地、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等保护、生态护林员支出

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小计

生态保护

补偿与修

复

特种救护

、保护设

施设备购

置维护

专项调查

和监测

宣传教育

等

国家重要

湿地（含

国际重要

湿地）  

小计

生态保护

补偿与修

复

特种救护

、保护设

施设备购

置维护

专项调查

和监测

宣传教育

等

1 2 3 4
5=8+9+10

+11+13+1

4+15+16

6=7+12
7=8+9+10

+11
8 9 10 11

12=13+14

+15+16
13 14 15 16

17=18+19

+20+21+2

2

18 19 20 21 22 23 24

总计 62547.8 28719.8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7个（2765万元）；湿地保护修复项目9个（3726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21个（2741

万元），收容救护1个（100万元），保护补偿1个（3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45个（174万元）；森

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9个（179.8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19004人（19004万元）

9715.8 6491.0 2765.0 815.0 879.0 825.0 246.0 3726.0 1869.6 161.5 1152.5 542.4 3224.8 499.0 2242.0 174.0 209.8 100.0 19004.0 33828.0 

西宁市 4752.0 3289.6 1689.6 1270.0 970.0 270.0 405.0 245.0 50.0 300.0 271.0 0.0 20.0 9.0 419.6 80.0 203.0 19.0 17.6 100.0 1600.0 1462.4 

市本级 542.6 708.6 

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修复项目 1个（300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3个283万元（青海鸻鹬类水鸟种群

监测及栖息地现状评估123万元、西宁野生动物园珍稀猛禽迁地保护及救护放归 80万元、西宁市园林植物园生态科普

馆宣传展示项目8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8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17.6万

元）；收容救护1个（荒漠猫医疗救护能力提升项目100万元）。

708.6 300.0 300.0 271.0 20.0 9.0 408.6 80 203.0 8.0 17.6 100.0 -166

大通县 2693.4 1628.0 
生态护林员补助650人（650万元）；大通北川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 2个970万元（其中：能力提升项目一

560万元、能力提升项目二41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2个8万元（县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

目3万元，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5万元）。

978.0 970.0 970.0 270.0 405.0 245.0 50.0 0.0 8.0 8.0 650.0 1065.4

湟中县 1387.0 800.0 生态护林员补助800人（800万元）。 0.0 0.0 0.0 0.0 0.0 800.0 587

湟源县 129.0 153.0 生态护林员补助150人（15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150.0 -24

海东市 7279.8 4665.8 1425.8 980.0 980.0 310.0 351.0 200.0 119.0 0.0 0.0 0.0 0.0 0.0 445.8 204.0 168.0 25.0 48.8 0.0 3240.0 2614.0 

市本级 228.8 422.8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2个372万元（青海省海东市野生动植物物种多样性调查 168万元、青海省大型真菌多样性调查项

目204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2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48.8万元）。
422.8 0.0 0.0 0.0 422.8 204 168.0 2.0 48.8 -194

平安区 324.0 263.0 生态护林员补助260人（26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260.0 61

民和县 1393.0 1003.0 生态护林员补助1000人（100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1000.0 390

乐都区 1211.0 683.0 生态护林员补助680人（68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680.0 528

互助县 2143.0 673.0 生态护林员补助670人（67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670.0 1470

化隆县 756.0 503.0 生态护林员补助500人（50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500.0 253

循化县 1224.0 1118.0 
生态护林员补助130人（130万元）；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 2个980万元（其中：能力提升项目一500万元、

能力提升项目二48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2个8万元（县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3万元，

孟保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5万元）。

988.0 980.0 980.0 310.0 351.0 200.0 119.0 0.0 8.0 8.0 130.0 106

海北州 6915.6 875.6 35.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5.6 0.0 0.0 18.0 17.6 0.0 840.0 6040.0 

州本级 29.6 19.6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2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17.6万元）。 19.6 0.0 0.0 0.0 19.6 2.0 17.6 10

门源县 3566.0 603.0 生态护林员补助600人（60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600.0 2963

祁连县 2188.0 243.0 生态护林员补助240人（24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240.0 1945

海晏县 735.0 5.0 海晏县国家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1个（5万元）。 5.0 0.0 0.0 0.0 5.0 5.0 730

刚察县 397.0 5.0 刚察县国家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1个（5万元）。 5.0 0.0 0.0 0.0 5.0 5.0 392

海南州 6210.5 5138.5 138.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38.5 0.0 100.0 17.0 21.5 0.0 5000.0 1072.0 

州本级 33.5 23.5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2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21.5万元）。 23.5 0.0 0.0 0.0 23.5 2.0 21.5 10

共和县 1672.0 1724.0 生态护林员补助1621人（1621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1个100万元（青海省人与棕熊冲突生态学研究与试点项目

10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103.0 0.0 0.0 0.0 103.0 100.0 3.0 1621.0 -52

同德县 945.0 305.0 生态护林员补助302人（302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302.0 640

贵德县 1427.0 1469.0 生态护林员补助1466人（1466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1466.0 -42

兴海县 1183.0 745.0 生态护林员补助742人（742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742.0 438

贵南县 950.0 872.0 生态护林员补助869人（869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869.0 78

海西州 9346.5 1917.5 1757.5 1365.0 715.0 235.0 57.0 350.0 73.0 650.0 91.3 70.0 233.2 255.5 392.5 0.0 298.0 43.0 51.5 0.0 160.0 7429.0 

州本级 397.5 749.5 

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 2个715万元（其中：能力提升项目一380万元、能力提升项目二335万元）；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3个13万元（海西州森防检疫中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3万元，柴达木梭梭

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5万元，可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防控项目5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21.5万元）。

749.5 715.0 715.0 235.0 57.0 350.0 73.0 0.0 34.5 13.0 21.5 -352

格尔木市 2873.0 186.0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2个178万元（青海省人与棕熊冲突生态学研究与试点项目 118万元、青海省藏羚种群及栖息地专

项调查项目60万元）；格尔木市国家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1个（8万元）。
186.0 0.0 0.0 0.0 186.0 178.0 8.0 2687

德令哈

市
514.0 3.0 德令哈林业和草原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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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兰县 3180.0 478.0 
都兰阿拉克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1个（350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1个120万元（青海野生单子叶

植物种质资源调查及其多样性评价项目 120万元）；都兰县国家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

控项目1个（8万元）。

478.0 350.0 0.0 350.0 53.3 70.0 130.2 96.5 128.0 120.0 8.0 2702

乌兰县 1658.0 308.0 乌兰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项目 1个（300万元）；乌兰县国家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测防控项目1个（8万元）。
308.0 300.0 0.0 300.0 38.0 103.0 159.0 8.0 8.0 1350

天峻县 610.0 193.0 生态护林员补助160人（16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1个（3万元）；保护补偿1个（天峻县重点野生

动植物保护补偿项目30万元）。
33.0 0.0 0.0 0.0 33.0 3.0 30.0 160.0 417

大柴旦行委 114.0 0.0 0.0 0.0 0.0 0.0 0.0 0.0 114

茫崖市 0.0 0.0 0.0 0.0 0.0 0.0 0.0 0

黄南州 8905.5 4116.9 1150.9 400.0 0.0 0.0 0.0 0.0 0.0 400.0 81.8 67.5 228.7 22.0 750.9 0.0 689.0 17.0 44.9 0.0 2966.0 4788.6 

州本级 848.9 601.9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4个549万元（青海省东南地区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174万元、麦秀林场野生动植物多样

性调查监测及栖息地现状评估项目120万元、青海省黄南州鸟类环志站建设项目115万元，青海省黄南州雪豹种群调查

和栖息地评估项目14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8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44.9

万元）。

601.9 0.0 0.0 0.0 601.9 549.0 8.0 44.9 247

同仁市 1149.0 116.0 生态护林员补助116人（116万元）。 0.0 0.0 0.0 0.0 0.0 116.0 1033

尖扎县 809.0 183.0 生态护林员补助180人（18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180.0 626

泽库县 3709.6 3009.0 生态护林员补助2466人（2466万元）；泽库泽曲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1个（40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

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1个（泽库县陆生野生动物调查监测试点项目 140万元）。
543.0 400.0 0.0 400.0 81.8 67.5 228.7 22.0 143.0 140.0 3.0 2466.0 700.6

河南县 2389.0 207.0 生态护林员补助204人（204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204.0 2182

玉树州 7378.0 3850.0 2396.0 1376.0 100.0 0.0 66.0 30.0 4.0 1276.0 919.5 0.0 120.6 235.9 1020.0 215.0 784.0 19.0 2.0 0.0 1454.0 3528.0 

州本级 1148.0 1511.0 

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1个（100万元）；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1个（500万元）；野生

动植物保护项目3个473万元（青海省冬虫夏草保护性采挖利用研究项目 125万元、三江源地区秋季迁徙水鸟调查项目

150万元，三江源地区猎隼种群调查及栖息地评估项目 198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2个10万元（州林

草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2万元、隆宝保护区国家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

项目8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2万元）；隆宝国际重要湿地保护恢复项目1个（426万元）。

1511.0 1026.0 100.0 66.0 30.0 4.0 926.0 682.4 64.2 179.4 485.0 473.0 10.0 2.0 -363.03

玉树市 4101.0 973.0 
生态护林员补助554人（554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3个416万元（青海省黄喉雉鹑和白马鸡种群调查及栖息地现

状评估151万元、青海忍冬科植物种质资源调查及评价 105万元，青海省南部东仲林场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项目 160

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419.0 0.0 0.0 0.0 419.0 105 311.0 3.0 554.0 3128

称多县 1086.0 350.0 生态护林员补助350人（350万元）。 0.0 0.0 0.0 0.0 0.0 350.0 736

囊谦县 590.0 363.0 生态护林员补助250人（25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1个（3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1个（青海

省景天科野生植物资源调查评价110万元）。
113.0 0.0 0.0 0.0 113.0 110 3.0 250.0 227

曲麻莱县 453.0 653.0 生态护林员补助300人（300万元）；曲麻莱县德曲源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项目 1个（350万元）；曲麻莱国家级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1个（3万元）。
353.0 350.0 0.0 350.0 237.1 56.4 56.5 3.0 3.0 300.0 -200

果洛州 11759.9 4865.9 1121.9 1100.0 0.0 0.0 0.0 0.0 0.0 1100.0 506.0 24.0 550.0 20.0 21.9 0.0 0.0 16.0 5.9 0.0 3744.0 6894.0 

州本级 4.0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2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2万元）。 4.0 0.0 0.0 0.0 4.0 2.0 2.0 -4

玛沁县 3248.0 486.0 生态护林员补助483人（483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483.0 2762

班玛县 3056.9 1111.9 生态护林员补助805人（805万元）；班玛玛可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1个（30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

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省玛可河林区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 1个（3.9万元）。
306.9 300.0 0.0 300.0 183.0 24.0 73.0 20.0 6.9 3.0 3.9 805.0 1945

甘德县 1656.0 1059.0 生态护林员补助1059人（1059万元）。 0.0 0.0 0.0 0.0 0.0 1059.0 597

达日县 1556.0 814.0 生态护林员补助814人（814万元）。 0.0 0.0 0.0 0.0 0.0 814.0 742

久治县 1438.0 486.0 生态护林员补助483人（483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1个（3万元）。 3.0 0.0 0.0 0.0 3.0 3.0 483.0 952

玛多县 805.0 905.0 生态护林员补助100人（100万元）；扎陵湖-鄂陵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1个（800万元）；玛多县国家级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1个（5万元）。
805.0 800.0 0.0 800.0 323.0 477.0 5.0 5.0 100.0 -100

注：西宁市本级、湟源县、海东市本级、共和县、贵德县、海西州本级、玉树州本级、曲麻莱县、果洛州本级、玛多县下达任务中不足资金部分下一批资金文件中补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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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市（州）县（市、区）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青海省财政厅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28,719.8 

年度总
体目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7个（2765万元）；湿地保护修复项目9个（3726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21个
（2741万元），收容救护1个（100万元），保护补偿1个（3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45个（174万
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9个（179.8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19004人（19004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分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 ＝ 10000 元/年/人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 ＝ 7 个 4

湿地保护修复项目 ＝ 9 个 4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 21 个 4

收容救护 ＝ 1 个 4

保护补偿 ＝ 1 个 4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 45 个 4

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 ＝ 9 个 4

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 ＝ 19,004 人 3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90 % 3

时效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 90 % 3

湿地保护和恢复当期任务完成率 ≥ 90 % 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区民生状况 定性 逐步改善 5

生态效益指标

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定性 显著 5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生态环境 定性
有一定效

果
5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定性 显著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及牧民满意度 ≥ 90 % 10



附件2-2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市（州）县（市、区）绩效目标
表

专项名称 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下达单位 西宁市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青海省财政厅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3,289.6 

年度总
体目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2个（970万元）；湿地保护修复项目1个（300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3
个（283万元），收容救护1个（10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4个（19万元）；森林外来
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17.6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1600人（160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分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 ＝ 10000 元/年/人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 ＝ 2 个 4

湿地保护修复项目 ＝ 1 个 4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 3 个 4

收容救护 ＝ 1 个 4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 4 个 4

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 ＝ 1 个 4

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 ＝ 1600 人 4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90 % 4

时效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
完成率

≥ 90 % 4

湿地保护和恢复当期任务完成率 ≥ 90 % 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项目区民生状况 定性 逐步改善 5

生态效益
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生态环境 定性
有一定效

果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定性 显著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受益对象及牧民满意度 ≥ 90 % 10



附件2-3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市（州）县（市、区）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下达单位 海东市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青海省财政厅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4,665.8 

年度总
体目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2个（980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2个（372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8
个（25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48.8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3240人（324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分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 ＝ 10000 元/年/人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 ＝ 2 个 6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 2 个 6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 8 个 6

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 ＝ 1 个 6

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 ＝ 3240 人 6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90 % 5

时效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 90 %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区民生状况 定性 逐步改善 5

生态效益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生态环境 定性
有一定效

果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定性 显著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及牧民满意度 ≥ 90 % 10



附件2-4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市（州）县（市、区）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下达单位 海北州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青海省财政厅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875.6 

年度总
体目标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5个（18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17.6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
840人（84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分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 ＝ 10000 元/年/人 20

数量指标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 5 个 8

产出指标

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 ＝ 1 个 8

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 ＝ 840 人 8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90 % 8

时效指标 项目及时开工率 ≥ 90 % 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项目区民生状况 定性 逐步改善 5

生态效益指

标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生态环境 定性 有一定效果 1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定性 显著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及牧民满意度 ≥ 90 % 10



附件2-5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市（州）县（市、区）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下达单位 海南州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青海省财政厅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5,138.5 

年度总

体目标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1个10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6个（17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

（21.5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5000人（500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分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 ＝ 10000 元/年/人 20

产出指标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 1 个 7

数量指标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 6 个 7

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 ＝ 1 个 7

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 ＝ 5000 人 7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90 % 6

时效指标 项目及时开工率 ≥ 90 % 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区民生状况 定性 逐步改善 5

生态效益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生态环境 定性 有一定效果 1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定性 显著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及牧民满意度 ≥ 90 % 10



附件2-6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市（州）县（市、区）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下达单位 海西州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青海省财政厅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1,917.5 

年度总

体目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2个（715万元）；湿地保护修复项目2个（650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3个（298万元），保护补偿1

个（3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8个（43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21.5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160
人（16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分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 ＝ 10000 元/年/人 2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 ＝ 2 个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湿地保护修复项目 ＝ 2 个 5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 3 个 5

保护补偿 ＝ 1 个 5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 8 个 4

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 ＝ 1 个 4

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 ＝ 160 人 4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90 % 4

时效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 90 % 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区民生状况 定性 逐步改善 5

生态效益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生态环境 定性 有一定效果 1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定性 显著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及牧民满意度 ≥ 90 % 10



附件2-7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市（州）县（市、区）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下达单位 黄南州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青海省财政厅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4,116.9 

年度总

体目标

湿地保护修复项目1个（400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5个（689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4个（17万

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44.9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2966人（2966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分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 ＝ 10000 元/年/人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湿地保护修复项目 ＝ 1 个 6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 5 个 6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 4 个 6

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 ＝ 1 个 6

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 ＝ 2966 人 6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90 % 5

时效指标 湿地保护和恢复当期任务完成率 ≥ 90 %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区民生状况 定性 逐步改善 5

生态效益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生态环境 定性
有一定效

果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定性 显著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及牧民满意度 ≥ 90 % 10



附件2-8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市（州）县（市、区）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下达单位 玉树州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青海省财政厅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3,850.0 

年度总
体目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1个（100万元）；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3个（1276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7个(999万元)；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5个（19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1个（2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1454人（1454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分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 ＝ 10000 元/年/人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 ＝ 1 个 5

湿地保护修复项目 ＝ 3 个 5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 7 个 5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 5 个 5

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 ＝ 1 个 4

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 ＝ 1454 人 4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90 % 4

时效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 90 % 4

湿地保护和恢复当期任务完成率 ≥ 90 % 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区民生状况 定性 逐步改善 5

生态效益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生态环境 定性 有一定效果 1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定性 显著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及牧民满意度 ≥ 90 % 10



附件2-9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第四批）市（州）县（市、区）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下达单位 果洛州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青海省财政厅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4,865.9 

年度总
体目标

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2个（1100万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5个（16万元）；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2
个（5.9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3744人（3744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分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 ＝ 10000 元/年/人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湿地保护修复项目 ＝ 2 个 7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 ＝ 5 个 7

森林外来入侵物种普查项目 ＝ 2 个 7

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 ＝ 3744 人 7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90 % 6

时效指标 湿地保护和恢复当期任务完成率 ≥ 90 % 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区民生状况 定性 逐步改善 5

生态效益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生态环境 定性 有一定效果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定性 显著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及牧民满意度 ≥ 90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