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 1：2022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1 本科高校基础保障性项目经费项目

2 师范生补助经费

3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4 高校发展专项经费

5 文化强省资金-“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

6 2022 年高等教育补助经费

7 2022 年安徽省广播电视精品专项资金

8 省公益性地质调查与科研项目



附件 2-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本科高校基础保障性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35-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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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4.82 8954.82 8831.13 10 98.62% 9.86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365.52 2365.52 2365.52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其他资金 6589.30 6589.30 6465.61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设定目标。目标 1：不断完善预算拨款制度，强化激励约束导向作用，充

分发挥预算管理在学校办学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促进地方性应用型高水

平大学建设发展。 目标 2：提升学校基础保障能力，不断加大学科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引育力度，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努力打造

一流人才队伍，保障学校教育事业有序健康发展。 目标 3：完善教育现代化

经费投入支撑机制，支持教学改革和质量提升，支持基本科研活动，不断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服务社会能力。 目标 4：项目的建设能够得到学校师

生、家长和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评价，争取满意度达 90％以上。

2.结果运用。我校将严格按照绩效目标设定内容执行，加快项目建设，促

进建设目标落实。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照绩效考核目标进行梳理，并对结

果进行反馈。每年项目任务结束后，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考核，查

找项目建设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进行相应整改，同时作为下一年度安排

具体项目内容的重要依据。对于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的，在编报下一年预算时

予以优先安排，必要时适当增加资金规模。对绩效评价结果为良的，财务处

督促部门限期整改所发现问题，整改情况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参

考。对于绩效评价结果中的，原则上在编报下一年度预算时进行扣减。对绩

效评价结果为差的，原则上在编报下一年度预算进行扣减，直至取消相应项

目支出预算安排。

目标 1：预算拨款制度不断完善，2022 年我校生均拨款水平为 12980.48 元，

达到年初设定的目标。

目标 2：我校坚持党管人才，加大政策激励，夯实引育并举，大力推进师资队

伍专业化、博士化。全年共引进教师 56人，博士 28人，晋升教授 9人、副教

授 13 人；博士进修 15人，国内访学 4人，自主培养的 6名博士顺利毕业回校

工作；新增客座教授 4人，产业教授 5人。做好人才服务保障，发放高层次人

才储备金 377 余万元。选派 7名博士担任企业科技副总，新增 7名教师进入教

师应用能力发展工作站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呈现新格局，保障学校教育事业有

序健康发展。

目标 3：我校专业建设再创佳绩，汉语国际教育、制药工程、市场营销 3个专

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5个，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3 个。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修订 2022 版人才培养方案，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持续增强，获批纵向科研项目 104 项，其中

国家自然基金 1项，国家社科基金 1项，国家艺术基金 2项，省部级基金 54

项，经费 563.6 万元。获批横向项目 223 项，合同金额 1819.8 万元。授权各

类专利 118项，其中发明专利 42 项。

目标 4：项目的建设得到学校师生、家长和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评价，毕业生对

学校工作的满意度较高，达 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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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支持的科研基地和实训中心数量 ≥5个 5 5 5

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
≥12000元/

生
12980.48 10 10

生均图书册数（册） ≥265册/生 318.44 5 5

质量指标

科研创新能力提升
提升程度明

显

达成预期指

标
10 8

我校科研水平有一定的提升，但师资力量相

对薄弱，科研水平迈向新台阶还需要更大的

投入。

经费支出合规性
经费支出合

规性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时效指标 经费支出时效性

2022 年 12

月 31日之

前

达成预期指

标
5 4

该项目财政资金全部执行完毕，根据年末资

金需求和重点任务完成情况，秉着节约资金

的原则，非税资金并未完全支付完毕。

成本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率
合理范围内

（20%）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科技成果转化 ≥20 万元 11.9 10 6

我校科研水平有一定的提升，但师资力量相

对薄弱，科研水平迈向新台阶还需要更大的

投入。

社会效益

指标

受益学生数 ≥18000 人 18439 5 5

学生就业率 不低于 85%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2022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90.78%

生态效益

指标
污染物排放 及时处置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进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综合实

力、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程度

提升程度明

显

部分达成预

期指标并具

有一定效果

5 3
教育教学质量、科研创新能力以及核心竞争

力还需不断努力提升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毕业生对学校的满意度 不低于 90%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满意度为 97.97%

总分 100 90.86



附件 2-2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师范生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35-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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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00 100 10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 设立目标

目标 1：师范生资助相关政策得到落实。

目标 2：通过奖学金和生活补贴等方式，解决部分师范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结果运用。我校将严格按照绩效目标设定内容执行，加快项目建设，促进建设

目标落实。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照绩效考核目标进行梳理，并对结果进行反馈。

每年项目任务结束后，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考核，查找项目建设偏离绩

效目标的原因，并进行相应整改，同时作为下一年度安排具体项目内容的重要依

据。对于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的，在编报下一年预算时予以优先安排，必要时适当

增加资金规模。对绩效评价结果为良的，财务处督促部门限期整改所发现问题，

整改情况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参考。对于绩效评价结果中的，原则上在

编报下一年度预算时进行扣减。对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原则上在编报下一年度

预算进行扣减，直至取消相应项目支出预算安排。

目标 1：师范生资助相关政策得到了落实。

目标 2：通过奖学金和生活补贴等方式，解决了部分师范生基本学习生

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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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师范生奖学金奖励人数 按申请通过数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师范生实习补助人数
按教育科学学

院方案
达成预期指标 5 5

质量指标 资金及时准确发放率 及时准确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时效指标 年度预算执行进度 全部发放完毕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学校及安徽省师范生助学金标准
按相关标准发

放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学生因贫失学率 基本为 0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学生受益情况

没有一个学生

因家庭经济困

难导致失学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环境破坏

做到不破坏环

境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进高校持续健康发展 持续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学生、家长抽样调查满意度

满意度不低于

85%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满意度为 97.97%

总分 100 100.00



附件 2-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35-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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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54.8 554.8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0 554.8 554.8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高等学校各项学生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 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不断提

高。

目标 3：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应征入伍，为退役士兵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机会，

提升就业竞争力。

1.高等学校各项学生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

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

3.服兵役学生应助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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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人数 ≥27人 27 10 10

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面 ≥3% 3 10 10

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面 ≥20% 22 10 10

退役士兵考入高校应受助学生享受

资助比例
＝100% 100 10 10

质量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0 0

时效指标 奖助学金按规定及时发放 及时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成本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0 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0 0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分配向艰苦行业专业倾斜 是

达成预期指

标
30 30

生态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0 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0 0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学生满意度 ≥85% 94.2 5 5

家长满意度 ≥85% 92 5 5

总分 100 100.00



附件 2-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高校发展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35-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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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83.90 183.90 10 1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0.00 183.90 183.9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本科高校生均拨款全省平均水平不低于 12000 元。 目标 2：省属本

科高校高峰学科建设、硕士单位建设取得进展。 目标 3：本科高校党建思政

能力、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协同创新合作 等内涵

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目标 1：预算拨款制度不断完善，2022 年我校生均拨款水平为 12980.48 元，

达到年初设定的目标。

目标 2：我校专业建设再创佳绩，汉语国际教育、制药工程、市场营销 3

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5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3 个。落实创建硕士单位三年行动计划，遴

选硕士研究生导师 155人次，联合和兼职培养硕士研究生 66 人。积极推进

学科建设工作，以校级一流学科为抓手，申报安徽省应用型高峰培育学科 3

项。学报“徽州文化研究”入选全省期刊“精品栏目”。

目标 3：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修订 2022 版人才培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科研创新能力持续增强，获批纵向科研项目 104 项，其中国家自然基

金 1项，国家社科基金 1项，国家艺术基金 2项，省部级基金 54 项，经费

563.6 万元。获批横向项目 223项，合同金额 1819.8 万元。授权各类专利

118项，其中发明专利 42项。引进教师 56 人，博士 28 人，晋升教授 9人、

副教授 13 人；博士进修 15 人，国内访学 4人，自主培养的 6名博士顺利

毕业回校工作；新增客座教授 4人，产业教授 5人。全面深化校地合作，

专题立项校地合作项目 9项 14 万元；与休宁县、祁门县、黄山风景区、黄

山农行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海阳中学、歙县中学签订县中托管帮扶协

议，学校内涵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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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 12000 元 达成预期指标 3 3

支持一流本科专业数量 ≥2个 5 3 3

外国留学生规模 ≥50人 71 3 3

支持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

建设
≥0个 0 3 3

支持高峰学科数量 ≥0个 0 3 3

质量指标

本科高校预算拨款制度 不断完善 达成预期指标 2 2

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 达成预期指标 2 2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个数 ≥0个 0 2 1
师资力量、科研水平相对薄弱，学

校整体办学实力还达不到要求。

获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个数
≥0个 0 2 1

师资力量、科研水平相对薄弱，学

校整体办学实力还达不到要求。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个数 ≥0个 0 2 1
师资力量、科研水平相对薄弱，学

校整体办学实力还达不到要求。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进度 90%以上 达成预期指标 20 2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不超过既定额

度
达成预期指标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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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标 0 0

社会效益

指标

本科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80%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2022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落实率：

90.78%

“三全育人” 及思想政治工作能

力
不断提升

部分达成预期

指标并具有一

定效果

10 7

我校三全育人及思想政治工作能

力有所提升， 但“三全育人”工

作的落实落地还需进一步强化，经

典案例和特色品牌有待持续挖掘。

生态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标 0 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进本科高校内涵式发展 持续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本科高校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 逐步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本科高校平均满意度 不低于 80%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满意度实际统计值为 95.29%

总分 100 94



附件 2-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文化强省资金-“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35-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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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3.5 13.5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0 13.5 13.5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协同创新合作等发展

水平不断提升，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目标 2：进一步助力学校硕士点建设和内涵发展。

1.3人入选“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青年英才。

2.“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人才项目立项。

3.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协同创新合作等发展

水平不断提升，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助力学校硕士点建设和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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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培训人才数 ≥3人 3 10 10

培训人才类型 ≥3类 3 10 1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时效指标 经费支出时效性
2022 年 12

月底之前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控制
不超过预算

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0 0

社会效益

指标
对提升学校知名度的影响程度 明显

达成预期指

标
15 15

生态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0 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进本科高校内涵式发展 持续明显

达成预期指

标
15 1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高校平均满意度 80%以上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总分 100 100.00



附件 2-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022 年高等教育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35-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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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80 580 10 1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0 580 58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聚焦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提升学校综合实力。

目标 2：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不断

提升。 目标 3：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育、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等建设取得进展。

目标 4：高校思政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增强

目标 1：持续加强与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联系，深化校地校企合作，与南京市

溧水区、浙江省东阳县、黄山市休宁县、祁门县、黄山风景区等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与海阳中学、歙县中学签订县中托管帮扶协议，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模

式，推动校地双方良性互动发展。开展技术服务合作，签订合作项目 100余项，

总结提炼服务地方典型案例 23 项，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

目标 2：新获批汉语国际教育、制药工程、市场营销 3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修订 2022 版人才培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大

力推进省级科研创新平台建设，成功获批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1个、省哲学社科重

点实验室 1个、省乡村振兴中心 1个、省级优秀科研创新团队 2个。科研创新能

力持续增强，获批纵向科研项目 104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 1项，国家社科基金

1项，国家艺术基金 2项，省部级基金 54 项，经费 563.6 万元。获批横向项目

223 项，合同金额 1819.8 万元。

目标 3：坚持党管人才，加大政策激励，夯实引育并举，大力推进师资队伍专业

化、博士化。全年引进教师 56 人，其中博士 28 人；晋升教授 9人、副教授 13

人；博士进修 15 人，国内访学 4人；积极围绕学校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柔性

引进高层次人才，从企业等相关行业外聘高级人才 200 余人，柔性引进专家近 30

人；新增客座教授 4人，产业教授 5人；选派企业科技副总 7人；获批享受黄山

市政府特殊津贴 1人，为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了人才基础。

目标 4：推进国际交流“一院一校”工程，与韩国国民大学、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等多所院校签订合作协议。助力黄山市打造国际会客厅，推

进与外交学院的全面战略合作。目前在籍留学生 71 人，其中学历留学生 42 人，

留学生人数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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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支持一流本科专业数量 ＝5个 5 10 10

支持教研室数量 ≥5个 5 10 10

质量指标

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
不断增

强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本科高校预算拨款制度
不断完

善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进度 ≥9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580 万

元
580 10 1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标 0 0

社会效益

指标
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

不断增

强
达成预期指标 15 13 国际化办学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生态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标 0 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进本科高校内涵式发展

持续明

显
达成预期指标 15 13

办学条件还需进一步完善，离高水

平大学层次还有一定距离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高校满意度 ≥80% 95.29 10 10

总分 100 96



附件 2-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022 年安徽省广播电视精品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35-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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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4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0 4 4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品创作生产：对年度优秀广播剧、电视局、动画

片、纪录片、网络视听作品和公 益广告等进行奖励；对列入国家和我省重点

扶持的精品项目创作生产进行扶持。

2.推动我校广播电视节目（栏目）创新创优，每年拟对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和新

闻作品进行奖励，不断提升广播电视作品新发展

1.完成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作品 4项，分别为《为民服务心连渡》、《红

色基因代代传童心向党迎百年》、《时代英雄精神丰碑》、《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2.完成每年拟对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和新闻作品进行奖励，不断提升广播

电视作品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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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优秀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数量 ≥1个 4 20 2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经费支出时效性
每年 12月

20 日之前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按经费下拨金额
不超过下拨

金额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广播电视精品创造收入额 有所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对促进全省广播电视生产创作繁荣

发展影响
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标 0 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繁荣广播电视精品创作，推进文化强

省建设
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师生满意度 ＞85%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满意度为 98%

总分 100 100.00



附件 2-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省公益性地质调查与科研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35-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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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5 15 10
100.00

%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0 15 15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了解新安江上游典型流域氮磷环境地质化学循环特征，从新安江上游区域采

集土壤样品 1100 份 采集岩石样品 45 份
1.从新安江上游区域采集样品共 471 份； 2.采集岩石样品共 4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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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岩石样品 ＝30份 28 10 9.3
疫情期间某些时间不能出黄山市，市外

样品不能采集

土壤样品 ＝800 份 760 10 9.5
疫情期间某些时间不能出黄山市，市外

样品不能采集

质量指标 按地质标准 ＝1kg/份 1.2 10 10

时效指标

岩石样品采集效率 ＝3个/月 3 10 10

土壤样品采集效率 ＝70个/月 68 10 9.7
疫情期间某些时间不能出黄山市，市外

样品不能采集

成本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0 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8 8

社会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8 8

生态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8 8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6 6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岩石样品满意度 95%

部分达成预

期指标并具

有一定效果

4 3 满意度为 90%

土壤样品满意度 95%

部分达成预

期指标并具

有一定效果

6 4 满意度为 92%

总分 100 9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