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植物标本收集利用及标本维护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2年 完成时间 2026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025-

8434700

8

立项必要性

1、标本馆的发展急需创新发展，以适应新的形势。信息数字化和植物科学研究向分子生

物学方向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也是当前植物标本建设和工作的主流。本馆植物标本数字

化工作水平一直处于我国第一方阵，是CVH的重要成员之一，持续开展馆藏标本的数字

化，并实现网络共享对盘活馆藏标本，意义重大。国内外领先的标本馆已经在多年前早就

启动了植物DNA标本库的建设，我馆自2020年起，开始并加大了植物DNA标本的

采集，并将持续开展DNA标本库的建设，为植物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准确

的素材。

实施可行性

  1、植物标本馆是植物标本、信息收集、整理、保存和应用的平台和载体。标本馆不

仅是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宝贵历史财富和科学财富，更是战略性基础数据和信息的载体

，也是开展植物科学研究、公众环境科普教育的必备材料。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标本馆

（NAS）是国内最早建立的植物标本馆现馆藏量约75万份，以华东地区高等植物标本

、历史老标本收藏为主要特色，是国内四大标本馆之一。由于学科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我

馆一度发展较为缓慢，近年来在省财政的连续支持和资助下，恢复较好，呈现良好发展趋

势，然而我馆与国内外领先的标本馆仍有较大差距，需要通过馆藏数量、馆藏条件、人员

支撑等方面持续的建设，提升行业地位、服务水平。    2、增加标本收集和保存数

量，是每个标本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标本能直接反映出某个时期某个区域里植

被的类型和特征，所以对某个区域进行持续性的标本采集，能够很好的反映当地的植被变

化，从而反映出当地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变化。每个标本馆都有

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收集重点，我馆是以江苏和华东地区（东亚－日本区系）标本收藏为特

色，这个区域处于沿海发达地区，人类活动和环境都变化较快。在近几年的野外调查的过

程中发现很多区段的植被类型有非常大的变化，这种人为活动造成环境变化导致区内物种

及植被变化的现象日趋突出，已严重影响区内植物多样性及其原有分布，应对区域内的植

物变化现状进行全面的了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必要开展新一轮大范围植物区系及种

类调查和综合评价。植物DNA标本（样品）的收集、保存是现代标本馆必须拓展的业务

。      3、我馆历史悠久，基础良好，现标本馆藏库区约3000平方米，专职

科技人员11人，从事植物标本采集、制作、收藏及研究的设施、设备、人员等条件齐备

，能较好的完成本项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概述一、项目主要内容  以国家和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为导向，立足江苏、面

向华东、辐射全国，围绕植物资源调查、信息采集，服务于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于植物科

学研究与公众环境教育的定位，结合我馆收藏现状与工作基础，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

作：    1、以长江大保护为主题，开展植物资源调查和标本采集。（1）长江发源

地（暂定沱沱河流域）典型生境植物专项调查与标本采集。（2）长江江苏段水生及沿岸

植物资源调查与标本采集。选择长江江苏段典型生态类型2-3处，春秋季进行野外调查

和标本采集，尽可能的全面掌握植物的物种、分布、贮藏量，为今后绘制全省（华东）植

物分布图奠定基础。（3）长江下游水网地区（暂定里下河）水生植物资源调查与标本采

集。选择湖泊、河道等典型生境，春秋季进行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4）植物资源调查

与标本采集过程中，加强植物资源分布信息、植物高清图片、重要植物类群（种类）的D

NA标本收集。    2、标本数字化信息采集与共享。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对

库存植物腊叶标本装订、物种鉴定、图文信息采集，并通过“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

H）上网共享。    3、馆藏标本整理。馆藏标本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标本

摆放不到位的现象。我馆现藏植物腊叶标本约75万份，全面整理工作量巨大。本年度拟

对蕨类、裸子植物库进行整理。    4、江苏植物时空分布研究与分析。通过对我馆

收藏和CVH共享的约12万份，采集并校正其时空分布信息，建立数学模型，尝试制作

江苏本土维管植物时空分布图，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二、通过该项目的实

施，达到下述目标    1、采集植物标本1500号5000份以上，采集DNA标

本600号；    2、完成10000份植物标本的数字化，采集500种植物图像

信息，并实现网络共享。    3、完成3000号植物腊叶标本的鉴定，完成3万份

以上库区标本的整理。    4、初步制作江苏本土维管植物时空分布图。三、阶段性

目标    1、项目计划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晰工作内容、工作目标、时间节点，

落实责任人等。    2、项目内容实施。由分项责任人牵头，按计划实施。按季度为

单位，检查和推进实施进程。    3、项目检查总结。汇总各分项工作数据，进行总

结汇报。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5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50

政府性基金 0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植物专类园及科普场馆维护 60 150

中长期目标
 建立馆藏标本量100万份以上，涵盖腊叶标本、DNA样品，基本实现数字化的华东

地区最大的植物标本馆，为政府科学决策、植物科学研究与公众环境教育提供支撑。

年度目标

1、采集植物标本1500号5000份以上，采集DNA样本1500号，采集植物图片18000幅以上；2、完

成4000号植物标本的数字化，并实现网络共享；3、完成3000号植物腊叶标本的鉴定，完成3万

份以上库区标本的整理； 4、开展植物分类与资源学相关研究，发表论文3篇以上；5、完成标

本定期维护，实现全库80万份标本熏蒸除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40%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植物标本数字化 ≥2000号 ≥4000号

采集植物图片 ≥9000幅 ≥18000幅

鉴定标本 ≥1000号 ≥3000号

采集植物腊叶标本 ≥700号 ≥1500号

制作植物腊叶标本 ≥5000份 ≥10000份

发表论文 ≥2篇 ≥3篇

采集DNA样本 ≥700号 ≥1500号

质量指标
植物照片像素 ≥3M ≥3M

标本种级水平鉴定率 ≥85% ≥85%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率 按期完成 按期完成

成本指标
新增单位DNA标本成本 ≤200元 ≤200元

新增单位腊叶标本成本 ≤400元 ≤4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科研科普服务人次 ≥200人次 ≥400人次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馆藏量全国排名 ≤4名次 ≤4名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植物资源收集、迁地保存与利用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2028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植物园是集开展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科学传播、园林园艺展示和植物资源可持续利

用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机构，是植物多样性保护基地，也是一个地方经济、科技、文化

、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实施可行性

南京中山植物园始建于1929年，文化底蕴深厚，科研实力雄厚，科技成果丰硕，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为国家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中山植物园作为省院“双

管共建”的公益一类科研事业单位，现建有植物专类园区20余个，收集保育植物1.2

多万种（含品种），标本80多万份，植物种类和数量在华东地区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

，在植物种质资源创新与推广应用等领域居国内领先地位 ，草坪草等多个自主研发的植物

新品种相关技术体系达国际先进水平。植物园生态旅游承载力优异，科普服务设施相对完

善，年科普受众200余万人次。植物园体制机制完善，经费投入稳定，各项综合指标居

国内同类科研机构前列。

项目实施内容

加强植物多样性研究与物种保护，建立种质资源库；开展生态修复技术研究与环境保护，

建立典型生态系统污染治理技术体系；开展战略植物资源育种与种业创新，集成木本粮油

植物研究领域的关键育种技术。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500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500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植物资源收集、迁地保存与利用 2000 5000

中长期目标

加强收集本土特有、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收集丘陵山区、滩涂、河湖等

生态系统植物资源为重点，开展区域内植物资源本底调查和迁地保护。完善迁地保护体系

，收集植物资源800份以上，建设种质资源库(圃)1个，发表科技论文100篇以上

，撰写著作3部，选育植物优良品种5个，获得科技奖励1个，起草标准2部，获得发明

专利20件，加强科研科普协同发展，开展科普活动10次以上。

年度目标

由于本项目为科研项目结转资金，项目实施期一般为2-3年，因此项目资金按项目合同

进度分多年支出，全年计划值第一年为3500万元，第二年为2500万元，第三年为

1500万元。加强收集本土特有、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收集丘陵山区

、滩涂、河湖等生态系统植物资源为重点，开展区域内植物资源本底调查和迁地保护。完

善迁地保护体系，收集植物资源800份以上，建设种质资源库(圃)1个，发表科技论

文100篇以上，撰写著作3部，选育植物优良品种5个，获得科技奖励1个，起草标准

3部，获得发明专利25件，加强科研科普协同发展，开展科普活动10次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40% ＝100%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种质库 ≥0个 ≥1个

植物资源收集数量 ≥300份 ≥800份

获得发明专利 ≥10件 ≥20件

发表科技论文 ≥50篇 ≥100篇

撰写著作 ≥0部 ≥3部

植物资源保存条件—专类园改造 ≥0亩 ≥20亩

获得科技奖励 ≥0个 ≥1个

质量指标
发表高质量论文 ≥2篇 ≥5篇

起草标准 ≥0部 ≥2部

时效指标 植物资源收集1年完成率 ≥50% ≥100%

成本指标 增加设备 ≥0台 ≥2台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优良品种产业化 ≥50亩 ≥120亩

选育植物优良品种 ≥2个 ≥5个

社会效益
科普教育功能 具备 具备

科普宣教活动 ≥5次 ≥10次

生态效益 新技术应用于生态修复，改善生态环境 具备 具备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植物资源科学研究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2028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是集植物科学研究、植物资源收集保护

、植物园建设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公益机构 。主要承担江苏地区植物，尤其是经济

植物、园林绿化植物、观赏植物、药用植物、生态修复植物等的基础理论、引种驯化、新

品种培育与推广应用等相关技术的研究，促进现代农林业、生物医药及城乡生态建设等领

域的科学发展。作为国家植物园体系的重要成员单位，是国家、省及南京市三级科普教育

基地，承担以提高公众对植物和环境保护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科普教育 ，开展植物多样性与

生态研究，为植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涉及植物资源的产业 、行业发展等提供技术咨

询和技术服务。为进一步提升公益性研究水平和公益性服务能力 ，所（园）坚持特色立所

、人才强所、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的工作思路，以建设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内一流科

研院所为奋斗目标，紧紧围绕国际植物科学前沿、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需求，强

基础，扩方向，提升持续发展能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所（园）利用公益科研院所

自主经费，开展区别于现有工作的储备方向研究，围绕我省战略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重点支持新兴研究对象和交叉学科研究，探索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现，积极引导

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0-1产业技术创新研究。

实施可行性

植物所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围绕植物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这一总体

目标，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积极承担各类科研任务。近3年，新增各类科研项

目427项，总经费超过1.2亿元。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3项，省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7项，其他省市级科研项目180项，承担企业委托各类科研项目106余

项。承担省部级以上重大、重点任务以及完成企业委托研发任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出版

各类专著10部，编著19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39件，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25

件，审（认）定国家和省级植物新品种70个，制定国家行业标准2个，制定地方标准1

4个，发表学术论文656篇，其中，多篇论文发表在Trends in Plant

 Science，Organic letters，Pest Managemen

t Science，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

ent等本领域著名期刊。科研成果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3项，其中二等奖1项；获江苏

省农业技术推广奖3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2项。同时，所园仪器公

共平台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实验室总面积增加到693平方米，新增大型仪器3台，配

备高水平技术人员1名，为重点研究方向的建设奠定基础。

项目实施内容

一：植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开展特定区域的植物区系与物种多样性调查，建设江苏本地

植物数据库，选择珍稀濒危物种开展种群生物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 。二：重要经济植物类

群的收集评价研究与利用，开展重要植物资源的收集评价、研究与利用，及遗传多样性、

繁育生物学和功能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三： 基于基因组学的植物种质创新研究，以特色

植物资源的全基因组测序为基础，开展功能基因组分析、鉴定和调控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260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260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植物资源科学研究 1040 2600

中长期目标

1、植物资源调查。开展全省本土植物清查、入侵植物调查等。2、植物资源收集。野外

采集植物，收集植物资源650份。3、植物资源保存条件建设。建设改造专类园等60

亩。4、植物资源信息。鉴定、录入植物标本信息2000份。5、申请国家发明专利5

0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0件，发表论文120篇，制定省级以上标准2部。



年度目标

1、植物资源收集。野外采集植物，收集植物资源400份。2、植物资源信息。鉴定、

录入植物标本信息1000份。3、申请国家发明专利50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35

件，发表论文120篇，制定省级以上标准2部。4、推荐科研科普协同发展，举办科普

活动5次。5、选育优良植物新品种6个，实现优良品种推广100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40% ＝100%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植物资源收集 ≥100份 ≥400份

发表论文 ≥50篇 ≥120篇

获得科技奖励 ≥0项 ≥2项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5件 ≥50件

植物资源信息—鉴定、录入植物标本信息 ≥500份 ≥1000份

质量指标

发表国际高水平论文 ≥2篇 ≥6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8件 ≥20件

制定省级以上标准 ≥0部 ≥2部

时效指标
植物资源信息录入1年完成率 ≥50% ≥100%

植物资源收集1年完成率 ≥50% ≥100%

成本指标
新增人员 ≥0人 ≥5人

增加设备 ≥0台 ≥2台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优良品种产业化 ≥50亩 ≥100亩

优良品种选育 ≥2个 ≥6个

社会效益

科普教育活动 ≥2次 ≥5次

科普教育功能 具备 具备

带动就业 ≥10人 ≥20人

生态效益 新技术应用于生态修复，改善生态环境 具备 具备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植物资源收集与保护、江苏乡土植物多样性清查、保

护与评价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2年 完成时间 2026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025-

8434700

8

立项必要性

一、必要性 1、植物园收集保存植物资源是保护其丰富遗传资源和开发其经济价值的重

要手段    植物是生态系统中的第一性生产力，植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因

此野生植物资源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城镇化、工

业化加快等导致生境退化或片段化等原因，植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巨大压力。植物资源的收

集保护是保存植物资源多样性的重要手段。  2、重要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制修订的迫切

性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国家林业

局《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江苏省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及《国家林业

局/住房城乡建设部/中科院关于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等

一系列的政策和指导性文件均要求加强野生植物资源的迁地保护 ，并进行《中国植物红皮

书》保护名录修订。  3、开展江苏本土植物清查、保护与评价，建立植物迁地保育长

期科研基地十分必要。    通过前期工作，已经基本摸清省内主要栽培珍稀植物的数

量和分布。通过清查工作还发现这些珍稀植物不仅储备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还具有重要

的经济和生态价值。但这些珍稀濒危树种的野外分布有些为仅存几株的极小种群 ，有些为

几十株的小种群，超过百株的种群尚未发现，亟需建立植物迁地保育长期科研基地。  

4、植物新品种选育和推广，是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种植业效益、满足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对城乡绿化、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的重要途径。

实施可行性

一、可行性    项目立项以来，已形成一套有效的工作机制和保障措施，为项目的顺

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一是建立了有效的组织保障措施。项目建立了以所长为组长

，分管副所长具体负责，各研究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组，将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

部门。    二是建立了完善的监督考核机制。建立了检查与考核制度，按季度召开项

目进度汇报交流会，检查落实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并纳入部门目标管理考核内容。   

 三是具备了项目实施的基础条件：    1、本单位收集保存了7272个物种（含

种以下单位）。    2、《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十四五发展规划（讨论稿）

》将建立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育长期科研基地作为主要工作内容 。    3、本单位近

期共承担引种保存及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课题共 30余项，为植物引种保育长期科研基

地的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概述一、项目主要内容以江苏为核心，以华东、华中等地区为重点，开展经济植物、

园林绿化植物、观赏植物、药用植物、生态修复植物等资源的收集、保护与评价。对重要

的植物资源开展植物资源评价、新品种选育及高效利用，对江苏地区珍稀濒危植物开展必

要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及时向本省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调查研究资料，加强社会公益宣

传，为本省及华东地区今后开展植物资源研究与利用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具体包含

：（1）资源调查，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中药植物资源、城市园林植物资源、

水生净化植物资源、空气降霾植物资源、乡土林木种质资源、本土珍稀濒危植物资源等资

源调查。（2）引种保护，加强本土濒危物种迁地保护，在江苏珍贵乡土树种园等植物保

育区，扩大银缕梅、南京椴、秤锤树等植物种群，加大野外引种和国内外种质资源交换工

作力度，计划年内新增引种植物400种。（3）名录编制，采用IUCN物种存续委员

会制定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评估方法，对我省植物的受威胁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估，完成《

江苏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编制。（4）标本录入，在原有标本清理、收集的基础上

，计划标本馆新增馆藏标本1万份，数字化录入1万份。（5）基地和专类园建设，完善

建设珍稀濒危植物保护长期科研基地和江苏珍贵乡土树种园 ，根据建设和改造升级目标，

加大对基础保存设施的投入。二、项目总体目标:为履行政府赋予的公益研究和服务职能

，所（园）坚持特色立所、人才强所、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的工作思路，以建设具有重要

国际影响力的国内一流科研院所为奋斗目标，紧紧围绕国际植物科学前沿、国家重大发展

战略及江苏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推动所（园）科研创新、园区环境和科普

质量再提升。通过持续不断地进行植物资源收集与保护，在2021年达到收集活植物1

0000余种的目标。三、项目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 在前期基础上重组课题人员，并

分解任务；第二阶段 建设特色植物收集保存专类园，完成引种400份种质，计划新增

馆藏标本1万份，数字化录入1万份。第三阶段在收集保存与评价的基础上，进行植物种

质创新，选育植物新品种进行推广应用。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591.2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91.2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植物资源收集与保护、江苏乡土植物多样性清查、保

护与评价
236.48 591.2

中长期目标

建设特色植物收集保存专类园，完成引种400份种质，计划新增馆藏标本1万份，数字

化录入1万份。在收集保存与评价的基础上，进行植物种质创新，选育植物新品种进行推

广应用。通过持续不断地进行植物资源收集与保护，在2023年达到收集活植物100

00余种的目标，推动所（园）科研创新、园区环境和科普质量再提升。

年度目标

1、植物资源收集。野外采集植物，收集植物资源400份。2、植物资源保存条件建设

。建设改造专类园等10亩。3、植物资源信息。鉴定、录入植物标本等信息1000份

。4、植物资源评价，发表科技论文150篇以上；选育优良植物品种（系）5个以上，

优良品种产业化100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4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0件 ≥20件

植物资源收集数量 ≥100份 ≥400份

科技产出—论文、品种、专利
≥50篇/个/

件

≥150篇/个

/件

获得科技奖励 ≥0项 ≥2项

植物资源信息—鉴定、录入植物标本等信息 ≥500份 ≥1000份

植物资源保存条件—专类园改造 ≥0亩 ≥10亩

质量指标
发表高质量论文 ≥2篇 ≥5篇

制定省级以上标准 ≥0部 ≥2部

时效指标
植物资源保存条件建设1年完成率 ≥50% ≥100%

植物资源收集1年完成率 ≥50% ≥100%

成本指标
新增人员 ≥0人 ≥5人

增加设备 ≥0台 ≥2台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优良品种产业化 ≥50亩 ≥100亩

植物优良品种选育 ≥2个 ≥6个

社会效益

带动就业 ≥10人 ≥20人

科普教育活动 ≥5次 ≥10次

科普教育功能 具备 具备

生态效益 新技术应用于生态修复，改善生态环境 具备 具备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自主科研经费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2年 完成时间 2026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是集植物科学研究、植物资源收集保护

、植物园建设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公益机构 。主要承担江苏地区植物，尤其是经济

植物、园林绿化植物、观赏植物、药用植物、生态修复植物等的基础理论、引种驯化、新

品种培育与推广应用等相关技术的研究，促进现代农林业、生物医药及城乡生态建设等领

域的科学发展。作为国家植物园体系的重要成员单位，是国家、省及南京市三级科普教育

基地，承担以提高公众对植物和环境保护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科普教育 ，开展植物多样性与

生态研究，为植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涉及植物资源的产业 、行业发展等提供技术咨

询和技术服务。为进一步提升公益性研究水平和公益性服务能力 ，所（园）坚持特色立所

、人才强所、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的工作思路，以建设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内一流科

研院所为奋斗目标，紧紧围绕国际植物科学前沿、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需求，强

基础，扩方向，提升持续发展能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所（园）利用公益科研院所

自主经费，开展区别于现有工作的储备方向研究，围绕我省战略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重点支持新兴研究对象和交叉学科研究，探索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现，积极引导

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0-1产业技术创新研究。

实施可行性

植物所研发能力具有支持重点研究方向完成任务的基础条件 。植物所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围绕植物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这一总体目标，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相结合，积极承担各类科研任务。近3年，新增各类科研项目375项，总经费超过1

.1亿元。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9项，其他省

市级科研项目152项，承担企业委托各类科研项目89余项。承担省部级以上重大、重

点任务以及完成企业委托研发任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出版各类专著7部，编著25部。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88件，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85件，审（认）定国家和省级植物新

品种40个，制定国家标准1个，地方标准11 个，发表学术论文621篇，其中，多

篇论文发表在Trends in Plant Science，Organic l

etters，Pest Management Science，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等本领域著名期刊。科研成果获江

苏省科学技术奖3项，其中二等奖2项；获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奖4项，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3项；获市级科学技术奖2项。同时，所园进一步加大试验平台建

设，在原有实验仪器基础上，又追加投入996万，加强科研仪器平台建设，对公共实验

平台进行了修缮，并新增采购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1台（德国Zeiss LSM 9

00）、便携式光合仪1台（美国 LICOR LI-6800）、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和蛋白纯化系统1台（美国GE AKTA），为重点研究方向的建设奠定基础。

项目实施内容

围绕我省战略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重点支持六个方向研究。一：植物多样性调

查与保护，开展特定区域的植物区系与物种多样性调查，建设江苏本地植物数据库，选择

珍稀濒危物种开展种群生物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 。二：重要经济植物类群的收集评价研究

与利用，开展重要植物资源的收集评价、研究与利用，及遗传多样性、繁育生物学和功能

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三： 基于基因组学的植物种质创新研究，以特色植物资源的全基因

组测序为基础，开展功能基因组分析、鉴定和调控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四：植物资源开发

产业链价值提升关键技术研究，围绕现已具备初步产业化基础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为目标

，针对产业化过程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环节开展研究 ，突破技术障碍和发展瓶颈。五：

植物新兴化合物的发掘和利用研究，以药用植物或各类功能性植物资源为对象，开展天然

化合物的发现、筛选和生物合成研究，潜在/新颖化合物的结构优化及其定向药效筛选及

作用机制研究。六：植物生态环境修复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开展环境适应性广的功能植

物和先锋植物资源的收集评价与开发利用；开展污染水体、土壤修复与地力提升、景观营

造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26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6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自主科研经费 104 260

中长期目标

开展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植物科技创新与服务、植物文化传播与教育；健全各项管理制

度，提高科研创新成果与科技服务水平；承担各类科研项目和科技服务任务；加强人才团

队与条件平台建设；加大科研产出奖励力度；提升所（园）国际合作交流水平；科研成果

转化推广应用、专业技术支撑、形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年度目标

新增种质资源200份；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0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0件；发表

国内核心期刊论文30篇；制定省级以上标准1部；推进科研科普协同发展，举办科普活

动2次以上；技术服务收入100万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4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发平台对外服务 ≥20次 ≥50次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0件 ≥30件

新增种质资源 ≥100份 ≥200份

种质资源库建设 ≥0个 ≥1个

获得科技奖励 ≥0项 ≥1项

召开学术会议 ≥2次 ≥5次

发表国内核心期刊论文 ≥10篇 ≥30篇

质量指标

制定省级以上标准 ≥0部 ≥1部

发表国际高水平论文 ≥2篇 ≥5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件 ≥10件

时效指标 种质库建设完成率 ≥50% ≥100%

成本指标
新增人员 ≥0人 ≥1人

增加设备 ≥0台 ≥2台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技术服务收入 ≥50万元 ≥100万元

社会效益 优良品种选育 ≥2个 ≥5个

生态效益 科普教育功能 具备 具备

可持续影响 科普教育活动 ≥1次 ≥2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2028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是集植物科学研究、植物资源收集保护

、植物园建设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公益机构 。主要承担江苏地区植物，尤其是经济

植物、园林绿化植物、观赏植物、药用植物、生态修复植物等的基础理论、引种驯化、新

品种培育与推广应用等相关技术的研究，促进现代农林业、生物医药及城乡生态建设等领

域的科学发展。作为国家植物园体系的重要成员单位，是国家、省及南京市三级科普教育

基地，承担以提高公众对植物和环境保护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科普教育 ，开展植物多样性与

生态研究，为植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涉及植物资源的产业 、行业发展等提供技术咨

询和技术服务。为进一步提升公益性研究水平和公益性服务能力 ，所（园）坚持特色立所

、人才强所、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的工作思路，以建设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内一流科

研院所为奋斗目标，紧紧围绕国际植物科学前沿、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需求，强

基础，扩方向，提升持续发展能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所（园）利用公益科研院所

自主经费，开展区别于现有工作的储备方向研究，围绕我省战略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重点支持新兴研究对象和交叉学科研究，探索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现，积极引导

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0-1产业技术创新研究。

实施可行性

植物所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围绕植物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这一总体

目标，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积极承担各类科研任务。近3年，新增各类科研项

目427项，总经费超过1.2亿元。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3项，省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7项，其他省市级科研项目180项，承担企业委托各类科研项目106余

项。承担省部级以上重大、重点任务以及完成企业委托研发任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出版

各类专著10部，编著19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39件，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25

件，审（认）定国家和省级植物新品种70个，制定国家行业标准2个，制定地方标准1

4个，发表学术论文656篇，其中，多篇论文发表在Trends in Plant

 Science，Organic letters，Pest Managemen

t Science，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

ent等本领域著名期刊。科研成果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3项，其中二等奖1项；获江苏

省农业技术推广奖3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2项。同时，所园仪器公

共平台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实验室总面积增加到693平方米，新增大型仪器3台，配

备高水平技术人员1名，为重点研究方向的建设奠定基础。

项目实施内容

一：植物资源开发产业链价值提升关键技术研究，围绕现已具备初步产业化基础的植物资

源开发利用为目标，针对产业化过程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环节开展研究 ，突破技术障碍

和发展瓶颈。二：植物新兴化合物的发掘和利用研究，以药用植物或各类功能性植物资源

为对象，开展天然化合物的发现、筛选和生物合成研究，潜在/新颖化合物的结构优化及

其定向药效筛选及作用机制研究。三：植物生态环境修复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开展环境

适应性广的功能植物和先锋植物资源的收集评价与开发利用 ；开展污染水体、土壤修复与

地力提升、景观营造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2442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2442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976.8 2442



中长期目标

1、建立研发平台1个。2、新增种质资源200份，选育优良植物品种（系）5个以上

，优良品种辐射面积5000亩。3、申请国家发明专利50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0件，发表国内核心期刊论文30篇，制定省级以上标准2部。4、实现种苗产值突破

5000万元，带动农民就业50人以上。

年度目标

1、新增种质资源200份，选育优良植物品种（系）5个以上，优良品种辐射面积10

0亩。2、申请国家发明专利50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0件，发表国内核心期刊

论文30篇，制定省级以上标准2部。3、实现科研科普协同发展，举办科普活动5次以

上。4、带动农民就业20人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4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学术会议 ≥2次 ≥6次

获得科技奖励 ≥0项 ≥1项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件 ≥50件

发表国内核心期刊论文 ≥10篇 ≥30篇

研发平台对外服务 ≥20次 ≥50次

新增种质资源 ≥100份 ≥200份

质量指标

发表国际高水平论文 ≥2篇 ≥5篇

制定省级以上标准 ≥0部 ≥1部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件 ≥20件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新增人员 ≥0人 ≥3人

增加设备 ≥0台 ≥2台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优良品种辐射面积 ≥50亩 ≥100亩

技术服务收入 ≥100万元 ≥200万元

优良品种选育 ≥2个 ≥5个

社会效益

科普教育活动 ≥1次 ≥2次

带动就业 ≥10人 ≥20人

科普教育功能 具备 具备

生态效益 新技术应用于生态修复，改善生态环境 具备 具备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教育强省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类型 分年度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5年 完成时间 2029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研究生教育培养自主招收、与高校联合招收培养硕、博士研究生，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进一步改善研究生科研学习条件，为科研工作输送更多人才

实施可行性
研究生教育培养自主招收、与高校联合招收培养硕、博士研究生，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进一步改善研究生科研学习条件，为科研工作输送更多人才

项目实施内容
研究生教育培养自主招收、与高校联合招收培养硕、博士研究生，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进一步改善研究生科研学习条件，为科研工作输送更多人才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8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8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教育强省 72 180

中长期目标 年招收所籍研究生和联培生100人，在读研究生规模达到300人。

年度目标
年度招生65人（含联培生），在读研究生规模达到200人，毕业生和获学位人数达到

90%以上，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达到95%以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20篇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40%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在读研究生数量 ≥200人 ≥200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当年招生计划数 ≥65人 ≥65人

当年毕业生数 ≥40人 ≥50人

质量指标

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数量 ≥10篇 ≥20篇

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 ≥50% ≥95%

按期毕业研究生比例 ≥50% ≥90%

按期获学位研究生比例 ≥50% ≥90%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培养合格专业人才数量 ≥40人 ≥50人

毕业生就业率 ≥50% ≥80%

研究生宣讲科普人次 ≥30人次 ≥50人次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智力支撑 有效 有效

扩大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专业人才队伍 有效 有效

提高民众对植物资源重要性认识和保护意识 有效 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毕业生对培养单位评价 满意 满意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植物专类园及科普场馆维护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2年 完成时间 2026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025-

8434700

8

立项必要性

一、立项依据：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

年4月25日）；2、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11-2015年）的通知》

（国办发[2011]29号）；4、《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办法》（科协办发普字〔

2009〕12号）；5、《关于开展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科协办发普字

〔2012〕16号；6、《关于开展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苏科协〔

2011〕109号）                             

                           二、立项必要性：1、南京

中山植物园我园是在植物资源的收集保存的基础上 ，开展植物科学研究、植物科普教育为

主的公益型事业单位，植物资源的收集保护和科普教育是植物园的两个基本任务 。2、植

物资源收集保存的主要形式之一的植物专类园的建设 ，一方面作为战略储备，为我省经济

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基因资源，另一方面也是植物景观建设的主要材料，为开展城市园林

植物多样性与现代城市植物生态研究，展示园艺及园林景观建设先进技术，促进城市生态

文明发展提供技术参考；而科普场馆的建设是开展科普教育的主要基础设施之一 。3、无

论是植物专类园还是科普场馆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而这类功能

多为公益性和基础性的。故需要申请财政拨款补贴。

实施可行性

项目可行性必要性说明立项时间：2020年9月项目可行性：作为我国第一座国立植物

园，南京中山植物园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发展基础和比较广阔的社会影响 ，为本项目的开

展奠定了基础：1. 已建成树木园、药用植物园、热带植物宫、蔷薇园、禾草园等15

个专类园区,收集保存的活植物（含变种）近9000种，其中北园保存4000余种，

07年新建成的南园新增的保存物种近5000种，具备了植物科普教育的场馆和植物资

源；2. 我园开放式管理区域约1200亩，目前道路、基础绿化景观、水电等基础设

施齐全，具备了人工维护和进一步精细管理和景观化开发的基础 ，能保障游人通行，具备

了植物科普教育对场地的基本要求；3. 建立了自然小径、“南京中山植物园”网站、

南京中山植物园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在此基础上，我园常年组织和举办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花事展出和科普活动。如“欧洲花卉展”、“食虫植物”、“生肖植物展”等专

题展览及“科普讲堂”、“花海星空”等科普活动。出版了《阆苑撷芳》、《掌上萌多肉

》等科普作品约100余部（篇）。4. 目前，我园约有专业科普队伍40人，园容管

理与维护人员约80人，80%以上具有园林规划、管理、植物养护的专业技术和技术证

书，实践经验丰富，理论知识扎实。另外，我园目前有近20名森林防护和保安人员。5

.在配套措施方面：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我单位建立了一整套内部控制制度和园区标准

化管理规范，如温室植物养护操作规程、卫生管理办法、锅炉操作规程、园林机械管理规

定、门票管理办法、科普讲解管理办法与考核制度、大额资金使用办法等，这些基础条件

为能够保障本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取得实效。  "

项目实施内容

中山植物园作为中国生物资源网络的重要组成单位 ，承担着华东地区植物资源多样性调查

、搜集、战略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研究等工作。同时作为国家植物园体系的重要成员单位，

也是国家、省及南京市三级科普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承担以提高公众对植物

和环境保护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科普教育，开展城市园林植物多样性与现代城市植物生态研

究，展示植物园林及景观建设先进技术，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发展，为植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的制定和涉及植物资源的产业、行业发展等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因此主要完成以下

工作内容：1、继续根据引种目标，增加引种植物数量，对现有物种加强保育，实现万种

植物的目标，并进一步扩大原生种数量。自2018年开始进一步加大植物物种收集力度

，2018-2019年度引种任务已经完成，2020年度将实现收集万种植物的目标

。2021年需要继续加强引种，尤其是野外种（原生种）的数量。加强国内外种质资源

的交流与交换。此外，园区目前的苗圃地设施设备还不够完善，还需要项目支持。2、部

分专类园区需实施提升改造在前两年部分专类园新建和改造的基础上 ，植物园面貌已经出

现较大的变化。尚有部分专类园等待改造和提升。包括盆景园盆景质量提升，禾草园、乡

土园水系改造，珍稀濒危园改造等。3、提升园区安保及森林防火、安全防范水平。继续

加强园区森林防火巡查处理及生产安全检查，提高安全防范水平。4、卫生保洁及清杂。

继续卫生保洁及清杂服务外包，加强固体废物处理及垃圾清运效率效果，进一步提高卫生

保洁全园覆盖和提升保洁水平。5、提升改造科普设施，向一流植物园迈进。中山植物园

是全国、省、市三级科普教育基地，近两年已经实施了部分科普设施的改造。部分园区面

貌一新。但尚有很多科普设施如植物科普牌、植物身份证牌等已明显老旧且跟不上时代。

部分科普讲解牌、宣传页需要重新设计，制作、施工。6、增添科普馆展陈品，完善科普

馆功能。科普馆于2017年底建成开放，需要每年维护和更新。也需要增加实物展品，

增加一些新的科技讲解手段，提高展馆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使其成为向公众普及植物学相

关知识的更好平台。7、继续加大科普投入力度，促进科普创新提升，科普进校园，科普

夏令营等项目已经成了品牌产品，但科普形式仍需创新。8、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促进行

业人才的多元化。9、推进数字化植物园的建设。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296.88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296.88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植物专类园及科普场馆维护 518.75 1296.88

中长期目标
目标1：建设国内一流、国际有重要影响力的植物所（园）目标2：植物园建设质量全面

提升

年度目标

目标1：到年底，完成植物园植物物种迁地保护，完成华东与江苏Ⅰ、Ⅱ、Ⅲ等级濒危植

物引种保育工作。本年度完成植物专类园质量提升2个，着力打造春、秋两季花卉展和兰

花展、荷花新品展、铁线莲展、石蒜展等特色展览。目标2：举行主题科普活动50场以

上，着力打造钟山“科普讲堂”和青少年自然体验教育2个科普品牌活动，实现入园参观

人数达到70万人以上，科普旅游收入达700万以上。目标3：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和

交流，举办“钟山学术大讲堂”10次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算执行率 ＝40% ＝100%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媒体宣传次数 ≥10次 ≥20次

专类园质量提升数量 ≥1个 ≥2个

接待游客人次 ≥75万人次 ≥150万人次

举办展览、讲座、科普活动次数 ≥25次 ≥50次

改建专类园数量 ≥0个 ≥1个

科普展馆配套设施数量 ≥0处 ≥1处

灌溉水系改造数量 ≥0个 ≥1个

植物博览园温室和配备温室维修次数 ≥0次 ≥1次

质量指标

植物生长状况
植物生长状况良

好

植物生长状况良

好

园区保洁质量 园区清洁美观 园区清洁美观

专类园区景观提升

专类园区景观有

较大提升，展示

园艺水平

专类园区景观有

较大提升，展示

园艺水平

时效指标
接待游客时间 ＝0.5年 ＝1年

按期维修植物博览园温室和配备温室 四个月 九个月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停车场收入 ≥100万元 ≥200万元

门票收入 ≥400万元 ≥800万元

社会效益
保障开园天数 ≥155天 ≥310天

新闻媒体报道 ≥15次 ≥30次

生态效益 环境整洁程度 优秀 优秀

可持续影响 林木保存状况 优秀 优秀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游客反馈 良好 良好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人才培养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2年 完成时间 2026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025-

8434700

8

立项必要性

一、项目申请设立的依据（如国家、省委省政府及部门文件等）:《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

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江苏省“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十三五”发

展规划》、《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人才工作实施意见》。二、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立足江苏 、面向华东及全国，开展植物资源调

查、收集保存、可持续利用研究，是融产学研用为一体的植物科学、植物资源与环境的科

研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也是植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国家 、省级科普教

育和生物学教育基地。近年来，在省财政“人才队伍建设专项经费”的持续大力支持下，

作为省属科研单位唯一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 ，培养了一批植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遗传学、植物资源学等学科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特色学科（专业方向）建设、科

技人才队伍和团队建设以及研究生教育培养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随着科技创新工作

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我所确立了“以培为主，引培结合”的人才队伍建设思路，突破高端

人才引进难的瓶颈，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提升我所服务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实现

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可行性

一、项目实施的可行性由于省级财政人才队伍建设专项经费支持 ，近5年来，我所抢抓机

遇，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提升人才队伍层次和改善人才队伍结构的措施 ，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加大引进，人才数量明显增加，科研岗位人员规模近5年净增长近42%，研究生以

上学历人员增长62.1%；二是着重培养，入选省“333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9

人次，入选省六大人才高峰2人次和1个创新团队，2人获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

人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三是科学规划，人才布局明显优化，职工平均年龄下降0

.5岁，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达到72%；四是合理统筹，人才效应明显显现，科研SCI

源论文增长220%、授权发明专利增长400%、荣获12项科技成果奖。我所社会影

响力和综合竞争力明显提高。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与省财政

给予的悉心关怀和“人才培养专项经费”的大力支持紧密相关，希望能得到持续的、更大

力度的支持，为我所实现“国内一流、国际上有知名度的植物所（园）”建设目标提供有

力支撑，为“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项目实施内容

一、项目主要内容1、研究生教育培养自主招收、与高校联合招收和培养硕、博士研究生

，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改善研究生学习生活条件。2、高层次人才引进（1

）继续加强博士人才招聘；（2）与高校博士后流动站合作，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3）探索高端人才（团队）引进3、在职人员能力提升（1）在职职工继续教育；（2

）专业技术人员国内国外研修；（3）管理岗位干部教育培训；（4）工勤岗位人员技术

培训。4、专项基金与人才配套（1）实施“新进博士人才科研启动基金”，全覆盖资助

新入职博士开展创新性研究；（2）实施国家基金项目获得者配套资助，鼓励理论和应用

原始创新工作；（3）实施优秀科技人才培养计划，对入选培养对象给予科研经费配套，

发放科研津贴；（4）实施各类人才进修培训计划，提升各岗位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水平

。5、交流学习：资助主办、承办或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业务交流会议，开展学术、业

务互访等，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内外影响力。二、项目主要目标1、研究生教育培

养：

2021年招收（含联合招收）硕、博研究生40人以上；在读硕、博研究生规模达到9

0人以上；开设研究生学习课程4门以上；在读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

；2、高层次人才引进：2020-2021年依托合作博士后流动站联合招收博士后2

人以上，公开招聘引进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10人以上，其中博士学位人员比例60%以

上；3、在职人员能力提升：在职人员继续教育200人次以上；专业技术骨干国内外研

修50人次以上；管理岗位和工勤岗位培训进修30人次以上。4、专项基金与人才配套

：实施“新入职博士科研启动基金”、“国家级科研项目配套基金”、“优秀科技创新人

才”津贴、各类人才进修培训基金等四项基金和配套资助，资助50人次以上。5、交流

学习：通过参加或承办国内外学术会议、学术互访等形式，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互

动，提升国内外影响力。开展在职一线职工培训、学术交流活动300余人次，主办、承

办国内外学术会议2-3次。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51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40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11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人才培养 204 510

中长期目标

1、2023年招收（含联合培养）硕、博研究生40人以上。2、实施“新入职博士科

研启动基金”、“国家级项目配套资助”、“科创新人才津贴”、“各类人才进修培训基

金”、博士后基金等5项基金，年资助50人次。3、依托合作博士后流动站联合招收博

士后2人以上，公开招聘引进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10人以上，其中博士学位人员比例6

0%以上。4、在职人员继续教育200人次以上；各类人才进修培训50人次以上。5

、开展在职一线职工培训、学术交流活动300余人次，主办、承办国内外学术会议2-

3次。

年度目标

1、实施干部职工进修培训、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工程选拔培养、新进博士科研启动资

助、博士后人员培养等措施，全面提升干部职工素质和履职能力。2、优化科普教育活动

的形式内容，不断提升科普教育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国民在植物科学和生态环境建

设方面的科学素养。3、加强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坚持质量优先，不断完善研究生教

学和培养体系建设，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40% ＝100%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职工继续教育、培训人次 ≥100人 ≥200人

毕业研究生人数 ≥10人 ≥25人

新进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2人 ≥5人

主办（承办）学术会议 ≥0场次 ≥1场次

招收研究生人数 ≥50人 ≥50人

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及资助人数 ≥10人 ≥20人

质量指标

进修培训合格率 ≥85% ≥85%

优秀生源（“两双”高校）比率 ≥50% ≥50%

毕业生就业率 ≥30% ≥50%

招收博士毕业生比率 ≥25% ≥50%

时效指标 计划目标完成率 ≥50% ≥85%

成本指标
研究生培养 ≥80万元 ≥200万元

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40万元 ≥1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科研项目新增经费 ≥0% ≥10%

社会效益 科普教育活动、讲座、展览场次 ≥10场次 ≥15场次

生态效益 培养学科专业人才 确定能 确定能

可持续影响 加强学科高层次人才储备 确定能 确定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评价 满意 满意

科普受众的满意度评价 满意 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