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金使用单位

全年预算数(A)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资金 17425 64%

其他资金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下达及时性

拨付合规性

使用规范性

执行准确性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资金投入情况
( 万元)

资金管理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良好。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为发挥省级专项资金的引领示范作用，解决
水污染治理项目投资大、部分地区财政压力大、配套资金不足等实际问题，提高地方谋划项目的积极性，进一
步推进获得中央生态环境资金支持项目的实施进度，实现项目尽快实施达效目标，对获得2021年中央生态环境
资金支持的9个在建水污染防治项目和2022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的3个能力建设项目给子配套8146万
元，占资金预算金额的47%。

分配科学。依据《吉林省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吉财资环„2020‟343号）要求，资金主要支持水污
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环境监测监察基础能力、生态示范创建、重大环保技术研究示范与推广和其他等六个
方面。其中，水污染防治方面，主要支持水污染防治类和生态调查类项目;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主要用于大气
监测、监管能力建设项目;环境监测监察基础能力方面，按照急用先配、经济适用的原则，重点支持土壤、农
村、地下水等方面监测能力和监察执法能力短板，对己达到报废年限且无法使用的监测设备进行更新;重大环
保技术研究示范与推广方面，主要支持水、气、土、生态等方面环境保护科研课题研究;生态示范创建方面，
主要给予2021年获得国家命名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创建补助;其他方面，主要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入河排
污口排查整治和重点流域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测算、核定及疫情期间环境消杀等省委、省政府安排的专项工作。
为提升我省生态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基础能力，进一步树立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和标杆，持续改善水环境质
量，提升区域内秸秆禁烧监管、挥发性有机物监管能力，促进空气质量改善，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提供了资金保障。

资金下达及时。2022年6月30日，省财政厅印发《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通知》（吉财资环
指„2022‟498号），在规定的时限9月30日前将资金全部下达。

拨付合规性。根据相关生态环境部门和财政部门提供的转移支持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等资料，资金使
用部门、单位能够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
付到实有资金账户等情况。

使用规范。根据相关生态环境部门和财政部门提供的转移支持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等资料，资金使用
部门、单位能够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情况。

执行准确，资金下达后，我厅从制度层面进行宣贯，印发了《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2022年度省级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管理的通知》（吉环科财字„2022‟19号），对规范资金使用、推进项目实施，切实发挥资金使用
效益，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良好。我厅采取月调度、月通报，落实项目和资金“双监控”管理制度。同时，按照重点抽
查、逐年推进、3年全覆盖的原则，我厅在全省开展监督检查，推进我省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制度化、规范化、
常态化管理。

全年执行数(B)

11129.76

情况说明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省生态环境厅 省直及各县（市、区）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220个 224

≥240份 240

2套 2

1个 1

4个 4

≥16.3万㎡ 16.3万㎡

≥150万㎡ 185.8万㎡

≥4.8㎡ 4.85㎡

≥30000㎡ 31500㎡

≥95个 95个

≥280台（套、部） 335台（套、部）

28个 28个

1个 1个

≤50平方米 ≤50平方米

≥120t/a 120.4t/a

≥35t/a 35.5t/a

100% 100%

100% 100%

≥95% 99.60%

产出
指标

绩
效
指
标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省级空气自动站数据传输率

支持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数量

吉林省秸秆焚烧遥感执法能力建设项目火点精
度

COD消减量

NH3-N消减量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环保科研课题开题论证率

湿地修复面积

新增生态缓冲带

新建水源地保护区防护栏面积

保障省级空气自动站管理平台和质量控制数量

监测设备采购数量

支持环保科研课题研究个数

新建视频监控点位数量

吉林省秸秆焚烧遥感实时监测服务报告

新建挥发性有机物组分监测系统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整治

调查流域湖库数量

新建湿地面积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充分发挥省级专项资金的示范引领作用，对获得2021年中央生态
环境资金支持的9个在建水污染防治项目和2022年中央大气污染
防治资金支持的3个能力建设项目给子配套，持续改善水环境质
量，提升区域内秸秆禁烧监管、挥发性有机物监管能力，促进空
气质量改善。按照急用先配、经济适用的原则，补齐土壤、农村
、地下水等方面监测能力和监察执法能力短板，对己达到报废年
限且无法使用的监测设备进行更新，提升我省生态环境监测监察
执法基础能力，保证监测数据质量和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工作顺利
开展，减少监测误差，满足国家新标准、新方法的技术规范。继
续支持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给予奖励，进一步树立我
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和标杆。持续做好重大环保技术研究示范
与推广，着力解决制约环境质量改善的瓶颈问题，助力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是对获得2021年中央生态环境资金支持的9个在建水污染防治项目中的6个工程建设类项目按投资比例18%予以支持，3个生态调查类
项目按投资比例30%予以支持，总计支持资金7160万元。二是对获得2022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的3个能力建设项目给予资金配
套986万元。三是重点支持土壤、农村、地下水等方面监测能力和监察执法能力短板，对己达到报废年限且无法使用的监测设备进行更
新，采购监测设备335台（套），监察执法设备132件（部、台），全面提升我省生态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基础能力。四是支持获得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的辉南县资补资金500万元。五是在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保护、大气污染防治、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危（固）废治
理与循环利用、应对气候等方面开展28个课题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其中，工作体制机制类等一般项目16个，基础应用（含实
验、测试加工）、工程示范类等重点项目12个。
2022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2年，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93.4%，在全国排名第9位，同比上升3个位次；细颗粒
物（PM2.5）平均浓度降至25微克/立方米，首次达到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标准值；累计发生重污染天气13天，重污染天气比例0.4%。全
省空气环境质量得到了持续改善，继续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吉林蓝”已经成为生活常态。2022年度水环境质量提升显著。1-12
月，全省重点流域111个国家考核断面中，有连续监测数据的断面共109个（南坪断面全年无数据，河东断面仅12月份一个月有监测数
据，两个断面未参与整体比例统计），达到或优于三类水质断面共89个，优良水体比例81.7%，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优于国家年度
考核目标6.5个百分点；四类水质断面16个，占比14.7%；五类水质断面2个，占比1.8%；劣五类水质断面2个，劣五类水体比例1.8%，
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优于国家年度考核目标4.6个百分点。

三级指标



100% 100%

100% 88.89%

未完成原因：梅河口市污水处理厂尾水水质提
升及莲河生态隔离带建设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征地难度较大、征地费用较高、被征地
村民不配合等不可预见的情况，目前尚未开工
。改进措施：鉴于上述因素，梅河口市生态环
境局和财政局已联合行文报送省生态环境厅和
省财政厅，申请缴回梅河口市污水处理厂尾水
水质提升及莲河生态隔离带建设工程项目资
金，我厅将会同省财政厅收回资金。

100% 100%

≥20% 22.22%

≥80% 91%

≥92.3% 93.40%

≤29.5微克/立方米 25微克/立方米

≥76.6% 81.70%

≤2.8% 1.80%

有效提升
实际监测设备采购335台（套、部），大气、水、土壤环境监测能
力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

持续提供
每天持续提供环境空气六参数数据166944个，为空气环境质量管
理提供数据支撑。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90% 92%

说明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产出
指标

绩
效
指
标

受益人口满意度

无

效
果
指
标

时效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优良天数比例

细颗粒物浓度

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Ш水体比例

劣V类水体比例

大气、水、土壤环境监测能力

为空气环境质量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支持项目开工率

水污染防治方面支持项目开工率

监测能力提升项目开工

水污染防治方面支持项目完工率

监测能力提升项目完工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