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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目标 
绩效标准 

优 良 中 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全省辖区内 51 条主要河流和 98

个自然保护地（其中 49 个自然保护

区和 49 个自然公园）需确权登记总

面积约为 3349 平方公里。 

计划2020年完成约1000平方公里、

2021年完成约1500平方公里、2022

年完成约 849 平方公里的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 

2020年完成≥950平方公

里 

2020 年完成≥900 平方

公里 

2020 年完成≥850

平方公里 

2020 年完成≥800

平方公里 

质量指标 

对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自然状况、

权属状况和公共管制状况等调查成

果数据进行登记、审核。 

对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自然状况、

权属状况和公共管制状况等调查成

果数据进行登记、审核≥90%。 

≥90% ≥85% ≥75% ≥70%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实施快于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快于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进度比较快于

安排 

项目实施进度于安

排一致 

项目实施慢于进度

的安排 

成本指标 资金标准 ≤2154.25 万元 ≤2154.25 万元 ≤2000 万元 ≤1900 万元 ≤1800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推动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

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能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建立

提供充分的、完整的基础数据 

能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的建立提供充分的、

完整的基础数据 

能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的建立提供比较完

善基础数据 

能为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的建立提

供部分基础数据 

不能为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的建立

提供部分基础数据 

社会效益

指标 

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

产登记的有机融合 

实现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

动产登记的良好融合 

实现了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

良好融合。 

实现了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

完整衔接。 

实现了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与不动

产登记的衔接 

没有实现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与不

动产登记的衔接。 

生态效益

指标 

支撑自然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

和严格监管 

充分实现了自然资源合理开发、有

效保护和严格监管 

充分实现了自然资源合

理开发、有效保护和严格

监管 

比较充分实现了自然资

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和

严格监管 

实现了自然资源合

理开发和有效保护 

没实现自然资源合

理开发、有效保护和

严格监--管保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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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目标 
绩效标准 

优 良 中 差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构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体

系 

构建了完善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制度体系 

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制度体系 

构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制度体系 

基本完成构建自然

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制度体系 

没有构建起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制

度体系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各类自然资源所有主体满意度。 
各类自然资源所有主体满意度≥

90% 
≥90% ≥85% ≥80% ≥75% 

注：以预算批复的绩效目标为准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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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信息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 

A 包湖南省地质测绘院 

B 包深圳市爱华勘测工

程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 

项目负责人 王文秀 联系电话 65239213 

地  址 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 9号 邮编 570203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       一次性项目（√） 

计划投资额 

（万元） 
400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400 

实际使用情况 

（万元） 
396.8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400 省财政 400   

市县财政  市县财政    

其  他  其 他    

二、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参考）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项目决策 20 

项目目标  4 目标内容 4 4 

 

决策过程 8 
决策依据 3 3 

 

决策程序 5 5 

 

资金分配 8 
分配办法 2 2 

 

分配结果 6 6 

 

项目管理 25 

资金到位 5 
到位率 3 3 

 

到位时效 2 2 

 

资金管理 10 
资金使用 7 7 

 

财务管理 3 3 

 

组织实施 10 
组织机构 1 1 

 

管理制度 9 9 

 

项目绩效 55 

项目产出 15 

产出数量 5 4 

 

产出质量 4 3 

 

产出时效 3 2 

 

产出成本 3 3 

 

项目效益 40 

经济效益 8 7 

 

社会效益 8 8 

 

生态效益 8 8 

 

可持续影响 8 8 

 

服务对象   

满意度 
8 8 

 

总分 100  100  100 96 
 

评价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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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项目评分 签 字   

王文秀 处长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97 

 

  

吴斯家 二级调研员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96 

 

  

彭军祥 二级主任科员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97 

 

  

邢少娟 二级主任科员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96 
 

  

王业盈 三级主任科员 文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97 
 

  

合计   平均得分 96.6   

 

 

 

 

评价工作组组长（签字）：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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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 

按照《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和《海南省自然资源统

一登记工作总体方案》要求，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土调

查成果，对自然保护区、水库、江河湖泊等水流自然资源约 1000 平

方公里开展统一确权登记，清晰界定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

逐步划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划清全民所有、不同层级

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者的边界，划清不同类型

自然资源的边界，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统一行使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

生态保护修复职责，提供基础支撑和产权保障。 

依据《海南省财政厅关于批复《2020 年省本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琼财预〔2020〕48 号）和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办公室《关于下

达 2020 年厅本级经费收支计划的通知》（琼自然资办〔2020〕51 号）

通知精神，2020 年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项目预算经费为

400 万元，项目资金全部来源于省财政配套。按照项目类型划分，本

项目属于发展建设类项目 

工作内容：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登记工作总体方案》要求，

计划分三年完成开展中央委托省政府代理行使所有权、省政府直接行

使所有权的各类自然保护地、湿地公园、水库、江河湖泊等自然资源，

总任务为全省辖区内 51 条省级河流和 98 个省级自然保护地（其中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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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然保护区和 49 个自然公园）需确权登记总面积约为 3349 平方公

里。计划 2020 年完成约 1000 平方公里、2021 年完成约 1500 平方公

里、2022 年完成约 849 平方公里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2020 年要计

划完成约 1000 平方公里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 2020 年主要开展工

自然资源保护地和水资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根据工作需要分为 A包

和 B包两工作包，A包为自然保护地约 525 平方公里自然资源，资金

为 208 万元;B 包为江河湖泊等水流约 475 平方公里自然资源，资金为

188.8 万元。依据水库、江河湖泊设立、管理范围等资料，充分利用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和国土

调查、水资源调查等专项调查成果资料划定登记单元界线。收集整理

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

殊保护规定，直接利用全国国土调查和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确定资

源类型、分布，并开展登记单元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权籍调查工作。通

过确权登记，明确水库、江河湖泊等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种

类、分布等自然状况，明确各类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主体、所有权代表

行使主体、代理行使主体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并关联公共管制要

求，同时，将登记事项记载于自然资源登记簿。  

1）明确登记范围，划分登记单元  

充分利用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

记发证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等成果，结合海南省相关规划和自然生态

空间保护范围，明确实施统一确权登记的自然资源范围。按照不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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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种类和在生态、经济等方面的重要程度以及相对完整的生态功

能、集中连片等原则划分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各类水库、江河湖泊等

水流自然资源可以单独作为登记单元。对每一个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单

元建立自然资源登记资料档案（自然资源权籍调查成果、权属来源材

料、相关公共管制要求、审核材料等登记原始资料）。  

2）开展自然资源调查，摸清自然资源家底  

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为底图，结合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自

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自然资源普查或调查成果，通过实地调查，查清

每个自然资源登记单元 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权属、类型、边界、面积、

数量、质量等现状。  

3）严格审核，统一登簿  

由自然资源登记机构对登记单元内的权属信息、数量质量、公共

管制信息等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后向社会发布首次登记公告。公告期满

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按照确定的权属范围、权利主体、权属性质、

自然资源类型、数量质量，开发利用和保护管控要求等，开展统一登

记工作。做到权属清晰、范围清楚、权利明确，并与登记单元内的不

动产权利信息进行关联。  

4）建设信息系统，服务登记管理  

以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为基础，将整理后的权属数据、自然资源

属性数据和 公共管制信息等进行数据组织、编码、入库，建立自然

资源登记信息数据库。在实现自然资源登记信息与不动产登记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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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衔接，并逐步实现自然资源登记信息与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相

关管理部门的互通共享，服务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和有效监管。 

5）提交成果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果主要包括数据库成果、图件成果、表格成

果、文字报告成果等。  

(1) 数据库成果  

由自然资源登记单元范围线、行政区边界、登记单元界址点坐标、

登记单元 图斑、产权边界，各类自然资源的空间范国、面积、质量

和数量，以及功能区划、用途管制、生态保护红线等矢量数据形成自

然统一确权登记数据库。  

(2) 图件成果。  

(3) 表格成果。  

(4) 文字报告成果。  

(5) 成果汇交。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体目标是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登记工作总体方案》

的要求，完成 2020 年度开展中央委托省政府代理行使所有权、省政

府直接行使所有权的各类自然保护区、水库、江河湖泊等水流自然资

源约 1000 平方公里开展统一确权登记。具体绩效目标可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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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预算批复表         

表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

性质 
绩效指标值 绩效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标准   ≤   2154.25   万元   10   反向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高：项目实施快于进度安排；中：

项目实施与进度安排一致；低：项目实施慢于进度

安排)。 

  定性   高中低      10   正向指标 

  数量指标 

  对全省辖区内 51 条主要河流和 98 个自然保护地

（其中 49 个自然保护区和 49 个自然公园）需确权

登记总面积约为 3349 平方公里。计划 2020 年完成

约 1000 平方公里、2021 年完成约 1500 平方公里、

2022 年完成约 849 平方公里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   3349   平方公里   20   正向指标 

  质量指标 
  对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和公

共管制状况等调查成果数据进行登记、审核。 
  ≥   90   %   1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各类自然资源所有主体满意度。   ≥   90   %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推动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

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高：项

目完成后，能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建立提供

充分的、完整的基础数据；中：能为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的建立提供部分基础数据；低：不能为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建立提供有效数据）。 

  定性   高中低      10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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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影响指标 

  构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体系（高：项目

完成后，构建了完善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

体系；中：基本完成构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

度体系；低：没有构建起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

度体系）。 

  定性   高中低      5   正向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有机

融合（高：项目完成后，实现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良好融合；中：实现了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衔接；低：没有实

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衔接）。 

  定性   高中低      10   正向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支撑自然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和严格监管（项

目完成后，充分实现了自然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

护和严格监管这一目标为高；实现了自然资源合理

开发和有效保护为中；没有实现自然资源合理开发、

有效保护和严格监管为低）。 

  定性   高中低      5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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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 2020 年部门预算批复，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项目经费预算为 400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400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厅财务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

严格按照签订的项目委托合同书所明确的支付方式和条件进行资金

拨款，由我厅根据工作需要，由委托项目单位逐笔按合同提出用款申

请，经厅财务处审核后，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完成支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项目中标价下幅 3.2 万元交回财政平衡预算，根据

A包和 B包签订合同支付技术单位技术服务费 396.8 万元，资金支付

率 100%。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管理认真执行厅印发的《财务管理规定（暂行）》、《政

府采购实施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和财务制度等要求。在项目

经费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级有关财务管理规定，严格拨款

申请手续和办理程序，做到专款专用，确保经费的开支按合同规定进

行支付，省会计核算站和厅财务部门全程对项目资金拨付情况进行监

督。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项目经费预算为400万元,根据

工作需要分为 A包和 B包，A包为自然保护地约 525 平方公里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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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资金为 208 万元，B包为水库、江河湖泊等水流约 475 平方公里

自然资源，资金为 188.8 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和厅关于印发《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政府采购实施管理办理（试

行）》的通知（琼自然资办〔2019〕35 号）的要求，本项目是列入政

府采购预算，经请示厅党组会议研究同意后，我厅委托采购代理海南

宗融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组织招标工作。2020年7月2日进行公开招标，

湖南省地质测绘院中标A包，深圳市爱华勘测工程有限公司中标B包。

并于两个中标公司签订合同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对该项目进行

调整。2020 年 12 月，省厅成立专家评审组并同意了对该项目成果预

验收，组织预验收通过，预验收成果合格。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在项目日常检查监督管理上，厅对整个项目进度进行调度和协调

安排，协调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确保按进度

推进项目。一是在资料收集环节涉及部门多、类别多、保密要求高的

情况下，省厅及时加强与各部门之间工作协调，确保资料能及时收集

完成。二是要求两个技术单位落实定期汇报和提交阶段性成果制度，

掌握项目的进展和存在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确保全程跟踪和监督管

理。三是多次组织带领我厅技术支撑单位到涉及市县进行跟踪督导调

研、座谈了解，做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效为项目成果的形成提

供了帮助和支撑。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技术单位组织健全管理机构，制定项目实施

方案，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注重协调配合，健全项目管理制度，聘

请相关专家，及时对项目开展进行总结分析，多次组织专家和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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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到涉及市县进行调研和跟踪，研究解决项目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加强向省厅的请示汇报，有效确保了项目按计划完成实施。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产出指标 4 个，绩效自评优 3 个，良 1 个；

效益指标 4 个，绩效自评优 2 个，良 2 个；满意度指标 1 个，绩

效自评优 1 个。项目绩效目标评价结果为优，详见表 2。 

表 2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项目名称：T102983.505-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指标 

类型 
指标名称 绩效目标 

绩效标准 绩效评价 

结果 优 良 中 差 

产出 

指标 

对全省辖区内51条

主要河流和98个自

然保护地（其中 49

个自然保护区和 49

个自然公园）需确

权登记总面积约为

3349 平方公里。 

计划2020年完成约

1000 平方公里、

2021年完成约1500

平方公里、2022 年

完成约 849 平方公

里的自然资源确权

登记。 

2020 年完成

≥950 平方公

里 

2020 年完

成≥900 平

方公里 

2020 年完

成≥850 平

方公里 

2020 年完

成≥800 平

方公里 

 

完成 990 平

方公里，自评

为优 

对自然资源登记单

元的自然状况、权

属状况和公共管制

状况等调查成果数

据进行登记、审核。 

对自然资源登记单

元的自然状况、权

属状况和公共管制

状况等调查成果数

据进行登记、审核

≥90%。 

≥90% ≥85% ≥75% ≥70% 

 

 

完成率 90%，

自评为优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实施快于进度

安排 

项目实施快

于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

进度比较

快于安排 

项目实施

进度于安

排一致 

项目实施

慢于进度

的安排 

项目实施进

度比较快于

安排，自评为

良 

资金标准 ≤2154.25 万元 
≤2154.25 万

元 

≤2000 万

元 

≤1900 万

元 

≤1800 万

元 

资金标准≤

2154.25 万

元，自评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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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型 
指标名称 绩效目标 

绩效标准 绩效评价 

结果 优 良 中 差 

效益   

指标 

推动建立归属清

晰、权责明确、保

护严格、流转顺畅、

监管有效的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 

能为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的建立提

供充分的、完整的

基础数据 

能为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

制度的建立

提供充分的、

完整的基础

数据 

能为自然

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

的建立提

供比较完

善基础数

据 

能为自然

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

的建立提

供部分基

础数据 

不能为自

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

度的建立

提供部分

基础数据 

能为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

制度的建立

提供充分的、

完整的基础

数据，自评为

优 

实现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与不动产

登记的有机融合 

实现了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与不动

产登记的良好融合 

实现了自然

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与不

动产登记的

良好融合。 

实现了自

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

记与不动

产登记的

完整衔接。 

实现了自

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

记与不动

产登记的

衔接 

没有实现

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

登记与不

动产登记

的衔接。 

实现了自然

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与不

动产登记的

衔接，自评为

良 

支撑自然资源合理

开发、有效保护和

严格监管 

充分实现了自然资

源合理开发、有效

保护和严格监管 

充分实现了

自然资源合

理开发、有效

保护和严格

监管 

比较充分

实现了自

然资源合

理开发、有

效保护和

严格监管 

实现了自

然资源合

理开发和

有效保护 

没实现自

然资源合

理开发、有

效保护和

严格监--

管保护为 

能充分实现

了自然资源

合理开发、有

效保护和严

格监管，自评

为优 

构建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制度体系 

构建了完善的自然

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制度体系 

构建完善的

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

制度体系 

构建自然

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

制度体系 

基本完成

构建自然

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

制度体系 

没有构建

起自然资

源统一确

权登记制

度体系 

构建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

登记制度体

系，自评为优 

满意度

指标 

各类自然资源所有

主体满意度。 

各类自然资源所有

主体满意度≥90% 
≥90% ≥85% ≥80% ≥75% 

满意意度≥

90%。自评为

优 

 

1. 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根据 2020 年部门预算批复，本项目经费预算为 400 万元，严格

按照签订的项目委托合同书所明确的支付方式和条件进行支出，对项

目成本进行严格控制，厉行节约，力求将项目的每一分经费都用在恰

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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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经公开招标，与中标实施单位签订合同金额为 396.8 万元，较项

目年初预算数节约了 3.2 万元，节约率为 0.8%。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根据工作情况，主要的做法：

一是领导主抓，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主要领导负责组织全面工作，

将具体的工作人员分为若干业务小组，根据各业务小组技术特长，分

配不同的工作任务，节约了人工成本；二是合理的安排项目的进度，

将资源有效利用，保证项目顺利完成。三是加强工作人员业务的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平，项目高质量完成，减少不必要的返工。 

2. 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是设岗定责，以制度管人，各负其责的总

体原则，明确项目工作人员的职责。二是项目质量的控制，实行技

术质量管理要求，对项目进行自检、互检，建立规范的项目管理、

完善项目管理体系，提高项目总体质量。三是按照时间节点要求，

项目实施技术单位按时提交了相关工作成果，并按照工作计划要求，

组织开展项目成果预验收，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目

标。 

（1）项目的实施进度 

按照合同的时间节点要求，项目组按时提交了相关工作成果，并

按照工作计划要求，组织开展项目成果预验收，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

了各项工作任务目标。 

（2）项目完成质量 

本项目根据《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国家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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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的通知》和《自

然资源部〈自解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行）〉》技术要求，对项目

进行实施。加强人员管理，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同时不定时组织技

术人员对技术单位提交的成果进行抽检，技术单位加强对项目技术和

质量检查监督，对成果进行全面自查和互检。对检查中出现的质量问

题进行及时整改，确保成果达到技术标准。使项目按照合同的时间节

点要求，提交项目成果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目标。 

3. 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项目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实施，总体进展良好，基本完成了该项目

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需求。2020 年省级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任务

为 1000 平方公里，A 包完成 510 平方公里；B 包完成 510 平方公里

480 平方公里，总共完全 990 平方公里。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通过实施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清晰界定各类自然

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逐步划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划

清全民所有、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者

的边界，划清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边界，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

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提供基础支撑和产权保

障。 

同时，坚持统筹兼顾，在新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和格局基础上，

与相关改革做好衔接。坚持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构建自然资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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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权登记制度体系，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有机

融合。坚持发展和保护相统一，加快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新的空间格局，有利于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 

4. 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完成后，将继续按照《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和《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登记工作总体方

案》要求，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土调查成果，对全省范

围内的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以及江河湖泊、生

态功能重要的湿地等具有完整生态功能的自然生态空间和全民所有

单项自然资源开展统一确权登记，逐步实现对水流、森林、山岭、草

原、荒地、滩涂、海域、无居民海岛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全部

国土空间内的自然资源登记全覆盖。通过这项目认真总结的相关工作

经验和存在问题，深入研究和探索不同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操作方

法，及时总结工作创新经验和成果，为健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

度，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同时开展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建设工作，研究编制《海

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操作规范》、《海南省自然资源地籍调查

技术要求》、《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成果质量管理办法》、

《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数据库标准》和《海南省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检查验收办法》等登记制度。早谋划、早部署，确保 2021

全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有序推进。确保全面履行自然资源统

一在确权顺利开展。 

（二）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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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经过综合评价，本次进行评价的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

作项目评价得分为 96.7 分，为优秀等次，其中个性指标评价得分 94

分，按 55%记入总得分为 51.7 分、共性指标评价得分 45 分。具体得

分情况详见表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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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个性指标）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T102983.505-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
值 

执
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43.25 400 396.8 10 
100
%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00.0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对海南省内的主要河流、自然保护地等自然资源的登记单元界
线、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及关联信息的划定和核实工作。完成将海南
省内的主要河流、自然保护地等自然资源的登记事项记载于自然资源
登记簿工作。完成海南省内的主要河流、自然保护地等自然资源的确
权登记数据库建设工作。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提交的各
项工作成果通过国家和省级审核、验收。 

项目分为两个工作包： 
1.A 包主要完成 11 个省级自然保护
区面积为510平方公里的自然资源的
登记单元界线、自然状况、权属状况
及关联信息的划定和核实工作和确
权登记数据库建设工作。 
2.B 包主要完成 9 条省级河流面积为
490 平方公里的自然资源的登记单元
界线、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及关联信
息的划定和核实工作和确权登记数
据库建设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及改
进措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对全省辖区内 51 条主要河流
和 98 个自然保护地（其中 49
个自然保护区和 49 个自然公
园）需确权登记总面积约为
3349 平方公里。计划 2020 年
完成约 1000 平方公里、2021
年完成约 1500 平方公里、2022
年完成约 849 平方公里的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 

计划 2020 年完

成约 1000 平方

公里、2021 年
完成约 1500 平

方公里、2022

年完成约 849
平方公里的自

然资源确权登

记。 

完成990平方
公里 

20 20  

      

      

质量指标 

对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自然
状况、权属状况和公共管制状
况等调查成果数据进行登记、
审核。 

对自然资源登
记单元的自然

状况、权属状况

和公共管制状
况等调查成果

数据进行登记、

审核≥90%。 

完成 90.0% 15 15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实施快于
进度安排 

项目已完成进
度于安排一致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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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指标 

资金标准 ≤2154.25万元 ≤2154.25万元 10 1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推动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
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
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 

能为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

的建立提供充
分的、完整的基

础数据 

能为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

的提供 990 平
方公里基础数

据 

10 8  

      

      

社会效益 
指标 

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与不动产登记的有机融合 

实现了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

记与不动产登
记的良好融合 

实现了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

记与不动产登
记的完整衔接 

10 8  

      

      

生态效益 
指标 

支撑自然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

和严格监管： 

充分实现了自

然资源合理开

发、有效保护和
严格监管 

对完成 990 平
方公里自然资

源确权实现了

自然资源合理
开发、有效保护

和严格监管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构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

体系 

构建了完善的

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制度

体系 

编制《海南省自
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操作规

范》、《海南省
自然资源地籍

调查技术要求》

和《海南省自然
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工作成果

质量控制办法》
等 

5 5  

      

      

满意
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各类自然资源所有主体满意度 
各类自然资源

所有主体满意

度≥90%

满意度≥90% 5 5  

      

      

总分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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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共性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计算公式 实际值 权重 指标得分 评分说明 

共性指标 

项目决策            45  45   

  目标内容 
目标是否明确、细化、

量化 

目标明确（1 分），目标细化（1

分），目标量化（2 分） 
是否达标   4  4   

  决策依据 

项目是否符合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

作计划；是否根据需要

制定中长期实施规划 

项目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

门年度工作计划（2 分），根据需

要制定中长期实施规划（1 分） 

是否达标   3  3   

  决策程序 

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条

件；申报、批复程序是

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

项目调整是否履行相应

手续 

项目符合申报条件（2 分），申报、

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2

分），项目实施调整履行相应手续

（1 分） 

是否达标   5  5   

  分配办法 

是否根据需要制定相关

资金管理办法，并在管

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

办法；资金分配因素是

否全面、合理 

办法健全、规范（1 分），因素选

择全面、合理（1 分） 
是否达标   2  2   

  分配结果 

资金分配是否符合相关

管理办法；分配结果是

否合理 

项目符合相关分配办法（2 分），

资金分配合理（4 分） 
是否达标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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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共性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计算公式 实际值 权重 指标得分 评分说明 

项目管理                 

  到位率 
实际到位/计划到位

×100% 

根据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占计划的

比重计算得分（3 分） 
    3  3   

  到位时效 

资金是否及时到位；若

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

项目进度 

及时到位（2 分），未及时到位但

未影响项目进度（1.5 分），未及

时到位并影响项目进度（0-1 分）。 

    2  2   

  资金使用 

是否存在支出依据不合

规、虚列项目支出的情

况；是否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是否存在超标准开支情

况 

虚列（套取）扣 4-7 分，支出依据

不合规扣 1 分，截留、挤占、挪用

扣 3-6 分，超标准开支扣 2-5 分 

    7  7   

  财务管理 

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

制度是否健全，是否严

格执行；会计核算是否

规范 

财务制度健全（1 分），严格执行

制度（1 分），会计核算规范（1

分）。 

    3  3   

  组织机构 
机构是否健全、分工是

否明确 
机构健全、分工明确（1 分）     1  1   

  管理制度 

是否建立健全项目管理

制度；是否严格执行相

关项目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2 分）；

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7分）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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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强化组织管理。 

项目严格按照省厅项目管理制度实施，确保项目实施规范、标准、

符合程序。技术单位按照项目的工作内容做好任务的分解及分工，制

定详细工作计划，做到项目有跟踪、有汇报、有检查，保证项目顺利

推进。 

2、注重协调配合。 

主动加强与水务、林业、环保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与涉及市

县的联动，多方努力共同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顺利

实施。 

3、经费落实到位。 

省财政足额安排工作经费，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开展。该项目的预

算、支付和核算都按照核算站财务体系标准统一支付及核算。 

4、落实保密措施。 

对于项目的原始资料，根据数据的密级，按国家有关保密要求使

用，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严防泄密。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健全的

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落实责任制，明确责任人和职责，细化工作

措施和流程，确保数据图件的使用和信息服务的安全。 

（二）存在问题 

1、目前部里未出台《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

制方案》，国家还没下发编制各级政府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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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清单。还未编制各级政府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理

清单，影响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登簿和发证工作。 

2、省水务部门和林业部门现对省级河流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等自

然资源的管理界线和保护界线进行优化，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工作存

在一定影响。 

（三）建议 

  1.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充分利用第三

次国土调查成果、不动产登记成果以及区域范围内水流、森林、草地、

荒地、湿地、矿产等各类自然资源专项普查或调查成果。工作资料涉

及到自然资源、水务、生态环境和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分属不同部

门。2021 年要开展全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加强以水务、生

态环境和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沟通协调，做好工作资料收集工作。 

2.全省开展健全组织机构，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在工作过程中，

市（县）政府执行力和相关职能部门支持配合，直接关系到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就必须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

工作顺利进行。 

3.为了保证我省全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高质量有完成，

2021 年开展编制我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 

七、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