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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设机构及主要职能

（一）办公室。负责政务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协助所

领导组织协调日常工作和公务活动。承担文电、机要、保密 

、文印、宣传、计划生育、固定资产、消防、安全、后勤服

务、基建房产等工作。

（二）党委办公室（人事处）。负责党的政治、思想、

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承担工会、共青团、女工委

等群众组织的日常工作。承担干部选拔、人才招聘、培养、

选拔、推荐、职务评聘、博后及离退休人员管理等工作。

（三）计划财务处。负责投资、年度预决算、财务核算 

、国有资产、内部审计、下属公司管理等工作。

（四）科技管理处。管理科技项目和生态环境管理技术

支持任务。负责科技基础条件、政府采购、科技奖励、成果

转化、科技情报检索、科技统计、科普等工作。负责外事、

国际和港澳台合作交流。负责信息化及信息安全、科技文献 

、综合档案归口管理工作。

（五）技术咨询部。技术咨询部为企业化管理机构，承

担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管理、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管理等工

作。

（六）海洋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负责南海海域海洋生态

环境监管、海洋生态环境国际公约履约及国际合作的技术支持。

开展南海海域污染物入海、海洋倾废、海岛及自然保护地等方面

海洋生态环境监管技术研究，开展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影响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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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生态环境演变，以及热带-亚热带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观测、评估、保育与修复技术研究。开展海洋

环境基准、海洋新兴环境问题等基础科学研究和海洋生态环境遥

感技术及应用研究。

（七）河口与海岸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承担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标准、技术规范研究拟订，

陆源污染物排海、入海排污口设置、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

、海岸和海洋工程建设等方面行政许可和监管技术支持。开

展河口、海岸带和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八）水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开展流域污染源与水生态

环境实验、观测及模拟，研究河流、湖泊、水库和感潮河段

等地表水体污染发生机理和水生态环境健康受损机制，研发

优良水体生态保护、受损水体治理和水质风险预防控制等系

列集成技术，支撑国家和地方水生态环境管理政策拟订、治

理效果评估等工作。

（九）大气环境研究中心。开展大气污染物迁移转化、

污染物跨境输移、源解析与达标规划、污染成因研究。开展

废气精细化管控技术研究，开展废气污染治理、室内空气污

染净化等技术研发与应用以及废气污染控制技术评估研究。

（十）生态环境修复技术研究中心。面向固体废物、 重

金属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与需求，开展污染物代谢路

径机制与精合模型、污染成因与控制方法、有价资源综合利

用理论方法研究；研究矿山污染调查评估、治理修 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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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预警等关键技术与管理政策；研发固体废物源头深度减量

、过程高效利用、末端无害处置等减污降碳技术装备；开展

固 体废物风险识别与精细化管理研究；开展产业生态化理

论方法与绿色低碳发展构建 技术 研究；开展固体废物、重

金属和矿山环境保护等领域成果转化应用，为相关管理提供

科技支撑。

（十一）城市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开展城市、城市群生态环境问题研究，构建

从生态监测与评估、过程与效应到生态安全管控和生态环境

管理决策支撑的全链条研究体系。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

展模式与路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机

制和模式研究，承担内地与港澳台生态环境学术交流与科研

项目合作工作。

（十二）生态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技术研究中心。开展

生态环境风险理论、评估与防控技术和政策研究与应用。开

展海洋环境风险管理与污染应急处置技术研究。开展环境应

急管理政策、标准、关键技术研究。开展环境应急处置成套

装备与信息化产品研发应用。开展国家环境执法技术、装备

与应用研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与应用研究。承

担所应急办公室日常工作。

（十三）华南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生态环境损害评

估研究中心）。开展生态环境污染损害调查、特征污染物识

别、污染因果关系判断、受损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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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失量化等技术研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业务、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维护司法鉴定资质。

（十四）环境健康研究中心。开展环境与健康综合调查

、监测；环境与健康关系研究，包括环境流行病学、环境污

染物毒理学、环境污染物健康效应机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

与风险管理；以及毒害污染物的风险防控与环境损害治理研

究。负责国家环境保护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评价重点实验室的

日常管理。

（十五）华南生态环境监测分析中心（南海生态环境监

测评价研究中心）。开展环境新兴污染物、毒害污染物检测

技术研究，承担监测标准规范制修订；开展环境质量、生态

质量、环境污染调查与环境风险评估技术研究；开展海洋生

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和预测评估技术研究。

（十六）生态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生态环境管理

与政策研究中心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

略要求，面向国家、地方、行业和企业绿色低碳发展需求，

以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引领，重点围绕绿色低碳

发展政策、制度、标准体系及关键技术开展研究，在减污降

碳协同创新、综合规划与政策、源头预防和排放控制、智慧

化监管等方面提供科技支撑和决策服务。

（十七）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研究团队。重点开展水生态

环境保护与修复、新兴污染物控制、复合污染协同控制、物

理性污染控制等基础理论及技术研究，建立“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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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良性互促发展模式。

（十八）土壤与农村生态环境研究团队。面向土壤、地

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与需求，开展土壤、地

下水污染物环境行为、迁移转化、生态效应与环境风险形成

机制等基础研究，研发污染物溯源、调查、风险防控与 治

理修复等关键技术；开展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业面源

污染控制、农业化学品评估与治理等方面研究；开展土壤、

地下水 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成果转化应用，为

相关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十九）新污染物研究团队。开展环境与健康综合调查、

监测；环境与健康关系研究，包括环境流行病学、环境污染

物毒理学、环境污染物健康效应机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

风险管理；以及毒害污染物的风险防控与环境损害治理研

究。负责国家环境保护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评价重点实验室的

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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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开 1

收支总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数 数

一ȁ一 Ὲ共 拨 收入 4,713.04一ȁ 学技 支出 58,005.85

ԋȁ政府性基 拨 收入 ԋȁ 会保 和就业支出 470.00

҈ȁ国有 本 拨 收入 ҈ȁ 保支出 2,176.31

四ȁԊ业收入 55,000.00四ȁ住 保 支出 3,005.68

五ȁԊ业单位 收入

Έȁῒ他收入 1,500.00

本 收入合 61,213.04 本 支出合 63,657.84

使 政拨 余 2,135.16 Ҋ ̂ 政拨 ̃ 80,752.84

҉ 81,062.48

收 入 总 144,410.68 支 出 总 144,410.68



‐11‐

Ὲ开 2

收入总

单位̔万元

单位 合

҉ 本 收入

使

政拨

余
小

一

Ὲ共 政府性基

国有

本
政专

户 ῒ他 小
一 Ὲ共

拨

政府

性基

拨

国有

本

拨

Ԋ业收入

Ԋ业

单位

收入

҉

ꜛ

收入

属单

位

҉ 收

入

ῒ他收入
ῒ中̔

政

专户

态 境

南

境 学

144,410.68 81,062.48 233.87 80,828.61 61,213.04 4,713.04 55,000.00 1,500.00 2,1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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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开 3

支出总

单位̔万元

/单位 合 基本支出 支出

҉

҉

支出

Ԋ业单

位

支出

对 属单

位 ꜛ支

出

合 63,657.84 15,054.56 48,603.28

144028
态 境 南 境 学

63,657.84 15,054.56 48,603.28

206 学技 支出 58,005.85 11,578.88 46,426.97

20603 56,113.18 11,578.88 44,534.30

2060301 11,578.88 11,578.88

2060302 会Ὲ 44,534.30 44,534.30

20605 技 ᴆҍ服Ⱶ 1,892.67 1,892.67

2060503 技 ᴆ专 1,892.67 1,892.67

208 会保 和就业支出 470.00 470.00

20805 政Ԋ业单位养 支出 470.00 470.00

2080505
关Ԋ业单位基本养 保 支

出
310.00 310.00

2080506 关Ԋ业单位 业 支出 160.00 160.00

211 保支出 2,176.31 2,176.31

21101 境保护 ԊⱵ 252.11 252.11

2110105 境保护 ȁ 划及 准 101.00 101.00

2110106 态 境国 合作及履 31.50 31.50

2110107 态 境保护 政 38.20 38.20

2110199 ῒ他 境保护 ԊⱵ支出 81.41 81.41

21103 1,061.80 1,0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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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合 基本支出 支出

҉

҉

支出

Ԋ业单

位

支出

对 属单

位 ꜛ支

出

2110301 大 30.00 30.00

2110302 体 864.50 864.50

2110303 噪声 35.00 35.00

2110304 固体废弃 ҍ化学品 69.00 69.00

2110399 ῒ他 支出 63.30 63.30

21104 态保护 333.00 333.00

2110401 态保护 21.00 21.00

2110402 农 境保护 32.00 32.00

2110404 及 保护 10.00 10.00

2110499 ῒ他 态保护支出 270.00 270.00

21111 减排 529.40 529.40

2111101 态 境 ҍ信息 300.00 300.00

2111102 态 境执 察 229.40 229.40

221 住 保 支出 3,005.68 3,005.68

22102 住 改 支出 3,005.68 3,005.68

2210201 住 Ὲ 1,200.00 1,200.00

2210203 1,805.68 1,805.68

合 63,657.84 15,054.56 48,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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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开 4

政拨 收支总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数 数

一ȁ本 收入 4,713.04 一ȁ本 支出 4,946.91

̂一̃一 Ὲ共 拨 4,713.04 ̂一̃ 学技 支出 4,583.43

̂ԋ̃政府性基 拨 ̂ԋ̃ 会保 和就业支出 258.48

̂҈ 国̃有 本 拨 ̂҈̃住 保 支出 105.00

ԋȁ҉ 233.87

̂一̃一 Ὲ共 拨 233.87

̂ԋ̃政府性基 拨

̂҈ 国̃有 本 拨

收 入 总 4,946.91 支 出 总 4,9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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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开 5

一 Ὲ共 支出

单位̔万元

ⱳ 分 2023 执 数 2024 数 2024 数 2023

执 数

2024 2023

执 数̂扣 发改委基

建̃

执 数

扣 发改委

基建 执

数

初 数 扣 发改

委基建

数

增减
增减

例
增减

增减

例)小 基本支出 支出

合 3,978.23 3,978.23 4,713.04 2,285.79 2,427.25 4,713.04 734.81 18.47% 734.81 18.47%

206 学技 支出 3,497.73 3,497.73 4,349.56 1,922.31 2,427.25 4,349.56 851.83 24.35% 851.83 24.35%

20603 2,463.67 2,463.67 2,588.31 1,922.31 666.00 2,588.31 124.64 5.06% 124.64 5.06%

2060301 1,913.67 1,913.67 1,922.31 1,922.31 1,922.31 8.64 0.45% 8.64 0.45%

2060302 会Ὲ 532.03 532.03 666.00 666.00 666.00 133.97 25.18% 133.97 25.18%

20605 技 ᴆҍ服Ⱶ 1173.15 1173.15 1,761.25 1,761.25 1,761.25 588.1 50.13% 588.1 50.13%

2060503 技 ᴆ专 1173.15 1173.15 1,761.25 1,761.25 1,761.25 588.1 50.13% 588.1 50.13%

208 会保 和就业支出 294.00 294.00 258.48 258.48 258.48 -35.52 -12.08% -35.52 -12.08%

20805 政Ԋ业单位养 支出 294.00 294.00 258.48 258.48 258.48 -35.52 -12.08% -35.52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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ⱳ 分 2023 执 数 2024 数 2024 数 2023

执 数

2024 2023

执 数̂扣 发改委基

建̃

执 数

扣 发改委

基建 执

数

初 数 扣 发改

委基建

数

增减
增减

例
增减

增减

例)小 基本支出 支出

2080505
关Ԋ业单位基本养 保

支出
196.00 196.00 164.15 164.15 164.15 -31.85 -16.25% -31.85 -16.25%

2080506
关Ԋ业单位 业

支出
98.00 98.00 94.33 94.33 94.33 -3.67 -3.74% -3.67 -3.74%

221 住 保 支出 186.50 186.50 105.00 105.00 105.00 -81.5 -43.70% -81.5 -43.70%

22102 住 改 支出 186.50 186.50 105.00 105.00 105.00 -81.5 -43.70% -81.5 -43.70%

2210201 住 Ὲ 60.00 60.00 20.00 20.00 20.00 -40 -66.67% -40 -66.67%

2210203 126.50 126.50 85.00 85.00 85.00 -41.5 -32.81% -41.5 -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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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开 6

一 Ὲ共 基本支出

单位̔万元

支出 分 本 一 Ὲ共 基本支出

合 人员 Ὲ

合 2,285.79 1,913.23 372.56

144028 态 境 南 境 学 2,285.79 1,913.23 372.56

301 工 利支出 1,913.23 1,913.23

30101 基本工 787.83 787.83

30102 846.92 846.92

30108 关Ԋ业单位基本养 保 164.15 164.15

30109 业 94.33 94.33

30113 住 Ὲ 20.00 20.00

302 商品和服Ⱶ支出 372.56 372.56

30205 18.70 18.70

30206 261.78 261.78

30209 业 92.08 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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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开 7

一 Ὲ共 政拨 ľ҈ῈĿ 支出

单位̔万元

2024 数

合
因Ὲ出国

̂境̃

ῈⱵ 及

ῈⱵ接

小
ῈⱵ ῈⱵ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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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开 8

政府性基 支出

单位̔万元

/单位

2024 政府性基 支出

合 基本支出 支出

-



‐20‐

Ὲ开 9

国有 本 支出

单位̔万元

2024 国有 本 支出

小 基本支出 支出

-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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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开 10

效

按照预算公开要求，本单位公开财政拨款改善科研条件

专项 7个二级项目 2024 年的绩效目标表。

赤水河水生态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站水生态监测平台项目（一期）项目

绩效目标表

̂2024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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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情况

效 指 态效 指

ҹ 态 境 外

学 态 提

供 备支持

>5 20

粤港澳大湾区红树林生态系统蓝碳通量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一期，

江门市镇海湾红树林保护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 度̃

大 区 态 外 学 ̂一期， 市

保护区̃

Һ 及代
[144] 态 境 实施单位

态 境 南 境 学

̂万元̃

度 总 ̔ 399.68

执

分值̂ 10̃

ῒ中̔ 政拨 399.68

҉ -

ῒ他 -

度

总

体

于 国 峰 中和战 ，建 健全 地 和 力 估 力，建

国家 发展 和技 外 ，ҹ发展 ȁ 提升

力提供有力 技支撑Ȃ本 拟 室 体 度 及 境信息 ȁ /土壤

志 ȁ 体 ，形 地 ľ大 - - - 体Ŀ

一体化 周期 力，提升对 效 及 境效 和 估 力Ȃ

效

指

一

指
ԋ 指 ҈ 指 指 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数 指

大 区 态

外 学

备 情况

备使 时 ů

800 小时/
50

效 指 会效 指 态 境 情况 20 20

意度指 服Ⱶ对 意度指
对 建 ҍ 效 意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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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 PM2.5 和 O3 协同控制示范区研究平台（一期）项目绩

效目标表

̂2024 度̃

大 区 PM2.5 和 O3 制 区 ̂一期̃

Һ 及代
[144] 态 境 实施单位

态 境 南 境 学

̂万元̃

度 总 ̔ 130.00

执

分值̂ 10̃

ῒ中̔ 政拨 130.00

҉ -

ῒ他 -

度

总

体

一批 前 VOCsȁPM2.5 和 ҍ分 备，ⱴ强 挥发性有 和

在 ҍ实 室分 力建 ，提 境 急 和 境服Ⱶ支撑 力Ȃ

效

指

一

指
ԋ 指 ҈ 指 指 值

分值

̂90̃

本指 本指 本Ҍ 于 Ů130 万元 20

产出指

数 指 备数 2 ̂套̃ 30

指
备 关 指 及 度ҍ

国家 关 合度
100% 10

时效指 2024 按时完 100% 10

效 指

会效 指
ҹ政府 在 境 方

提供 技支撑
ů2 / 10

态效 指
对地方 保工作 持 ꜚ

作
ů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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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态观测研究站多要素联合观测平台（二期）项

目绩效目标表

̂2024 度̃

大 区城市 态 多 合 ̂ԋ期̃

Һ 及代
[144] 态 境 实施单位

态 境 南 境 学

̂万元̃

度 总 ̔ 325.57

执

分值̂ 10̃

ῒ中̔ 政拨 325.57

҉ -

ῒ他 -

度

总

体

完 大 区城市 态 多 合 ̂ԋ期 仪̃器 备包括土壤 ȁ

合 ̂1套̃ȁLAS 大孔 仪̂1套̃ȁ 域场 土 失 ȁ



‐25‐

海洋新污染物高通量筛查研究平台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 度̃

新

Һ 及代
[144] 态 境 实施单位

态 境 南 境 学

̂万元̃

度 总 ̔ 210.00

执

分值̂ 10̃

ῒ中̔ 政拨 210.00

҉ -

ῒ他 -

度

总

体

完 3套 新 ꜚ前处 备和 ꜚ分 备 ȁ安 ȁ 收和 ，

提升 新 力，提 新 态 估 Ȃ

效

指

一

指
ԋ 指 ҈ 指 指 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数 指

备 数 3套 40

新 分 备

时
>3000h/ 20

效 指 态效 指

ҹ 新 ȁ

向 及 态 境

估提供仪器 备支持

>5 30

新污染物危害识别评价系统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 度̃

新 危害 别 ᴇ

Һ 及代
[144] 态 境 实施单位

态 境 南 境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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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度 总 ̔ 256.00

执

分值̂ 10̃

ῒ中̔ 政拨 256.00

҉ -

ῒ他 -

度

总

体

5 /套仪器，完 仪器 备 收，Ⱳ 固定 产 ，仪器 备 常 Ȃ 建新

危害 别 ᴇ ，对新 学性 及健康危害 别， 新 性ҍ

性，ҹ 一 开展新 定 人 健康 ᴇ提供基 数据Ȃ

效

指

一

指
ԋ 指 ҈ 指 指 值

分值

̂90̃

本指 本指 本Ҍ 于 Ů256 万元 20

产出指

数 指 备数 5 20

指 仪器 合 100% 15

时效指
完 安 收仪器及时

100% 5

效 指

会效 指
ҹ 危害 别或 性效

提供支持 数
2 10

态效 指
ҹ危害 别或 性效

提供支持持 时
5 10

意度指 服Ⱶ对 意度指
对 建 ҍ 效 意 意 10

华南区域典型固废全特征分析平台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 度̃

南区域ῖ型固废全 征分

Һ 及代
[144] 态 境 实施单位

态 境 南 境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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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度 总 ̔ 190.00

执

分值̂ 10̃

ῒ中̔ 政拨 190.00

҉ -

ῒ他 -

度

总

体

亟 - 外- 出 体 ，并完 仪器 备 收，建 固体废 /

危 废 有 分快 全 ꜚ智 分 力，支撑 南区域危 废 境 技 中心建

，支撑 南 建 向国家 固废 ，ҹ固体废 学 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Ȃ

效

指

一

指
ԋ 指 ҈ 指 指 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数 指
- 外- 出

体
1套 40

指
固废全 ꜚ 属分

情况

̂套̃ 备使

时 ů3000小时

/

10

效 指 态效 指

搭建，使 南 ΐ

备固体废 /危 废

属快 全 ꜚ智 分 力

持 发挥作 期

>8
15

意度指 服Ⱶ对 意度指
对 建 ҍ 效 意 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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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 年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使用非财

政拨款结余等；支出包括：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

科学研究所 2024 年收支总预算 144410.68 万元。

二、2024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024 年收入预算

144410.68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 81062.48 万元，占 56.13%；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713.04 万元，占 3.26%；事业收入

55000 万元，占 38.08%；其他收入 1500 万元，占 1.04%，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2135.16 万元，占 1.48%。

三、2024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024 年支出预算

63657.8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054.56 万元，占 23.65%；

项目支出 48603.28 万元，占 76.35%。

四、2024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一）2024 年财政拨款预算结构情况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024 年财政拨款收支

预算 4946.91 万元（含上年结转 233.87 万元），包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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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出 4583.43 万元，占 92.6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8.48 万元，占 5.22%；住房保障支出 105 万元，占 2.12%。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

当年拨款4713.04万元，比2023年执行数增加734.81万元，

增长 18.47%。2024 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要求，增加了科学技术

支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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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情况

1.206 科学技术支出（类）

（1）2060301 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机

构运行（项）2024 年预算 1922.31 万元，比上年增加 8.64

万元，增长 0.45%。

（2）2060302 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社

会公益研究（项）2024 年预算 666.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

增加 133.97 万元，增长 25.18%。主要原因：基本科研业务

项目支出增加。

（3）2060503 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

科技条件专项（项）2024 年预算 1761.25 万元。比上年执

行数增加 588.10 万元，增长 50.13%。主要原因：改善科研

条件专项项目支出增加。

2.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1）208050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

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2024 年预算 164.15 万元，比 2023 年减少 31.85 万元，下

降 16.25%。主要原因：在职人员退休。

（2）208050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

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4

年预算 94.33 万元，比 2023 年减少 3.67 万元，下降 3.74%。

3.221 住房保障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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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0201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

住房公积金（项）2024 年预算 20.00 万元。比 2023 年减少

40 万，下降 66.67%。主要原因:在职人员退休。

（2）2210203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

购房补贴（项）2024 年预算 85 万元。比 2023 减少 41.5 万

元，下降 32.81%。主要原因：在职人员退休。

（四）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支出 2285.79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1913.23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住房

公积金。

公用经费 372.56 万元，主要包括：水费、电费、物业

管理费。

五、2024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024 年“三公”经费

财政拨款预算为 0元。

六、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

拨款情况说明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024 年无政府性基金

预算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七、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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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采购预算支出情况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024 年政府采购支出

合计 5301.3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2381.25 万元，工程

360 万元，服务 1560 万元。涉及财政拨款资金 1761.25 万

元，均为货物类支出。

（二）事业单位资产占用情况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现有车辆 7辆。其中，

应急保障用车 4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辆、离退休干部用

车 1辆、其他用车 1辆。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设备 41 台

（套）。

（三）预算绩效情况

2024 年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财政拨款项目

均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427.25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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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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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款）：反映离退休人员的支出以及为离退休人员提供管

理服务工作的离退休管理机构的支出。

1.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的支出。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

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支出。

3.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

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八）节能环保（类）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款）：反映

用于行政运行、机关服务、环境保护宣传以及环境保护法规、

规划及标准、环境国际合作及履约等方面的支出。

1.环境保护法规、规划及标准（项）：反映环境保护法

规政策的前期研究、制定，规划的前期研究、制定及实施评

估，环境标准试验、研究和制定等方面的支出。

2.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及履约（项）:反映国际环境合作

与交流、谈判及履约工作支出，国际环境合作及履约项目国

内配套、国际环境热点问题调研及咨询、周边国家环境纠纷

处理及合作方面的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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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环境保护行政许可（项）：反映经法律法规设定

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行政许可管理支出，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排污许可、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等行政许可管理及

相关技术支持等方面的支出。

4.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

以外其他用于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九）节能环保（类）污染防治（款）：反映大气、水

体、噪声、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品、机动车、重金属、有机污

染物等污染防治方面的支出。

1.大气（项）：反映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汽车尾气、

酸雨、固体废弃物、放射性物质等方面的支出。

2.水体（项）：反映政府在排水、污水处理、水污染防

治、湖库生态环境保护、水源地保护、国土江河综合整治、

河流治理与保护、地下水修复与保护等方面的支出。

3.噪声（项）：反映政府在治理噪声与震动污染方面的

支出。

4.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品（项）：反映政府在垃圾、医疗

废物、危险废物及工业废弃物处置处理等方面的支出，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监管及淘汰处置支出等。

5.其他污染防治支出（项）：反映其他用于污染防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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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支出。

（十）节能环保（类）自然生态保护（款）：反映用于

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农村环境保护和生物安全管理

等方面的支出。

1.生态保护（项）：反映用于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示

范区、生态省（市、县）管理及能力建设、日常管护、宣教、

试点示范等支出，资源开发生态监管等支出。

2.农村环境保护（项）：反映用于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

支出。

3.生物及物种资源保护（项）：反映用于生物多样性、

生物安全、生物遗传资源管理及保护、外来入侵物种防治、

微生物环境安全监管等支出。

（十一）节能环保（类）污染减排（款）：反映用于环

境监测与信息、环境执法监察及减排专项资金的支出。

1.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项）：反映监测和信息方面的

支出，包括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治理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污

染源监督性监测、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和污染纠纷监测等支

出，环境统计和调查、环境质量评价等支出，环境信息系统

建设、维护、运行、信息发布及其技术支持等方面的支出。

2.生态环境执法监察（项）：反映监督检查生态环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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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标准等执行情况的支出，行政处罚、行政诉讼、行

政复议支出，环境行政稽查支出，执法装备支出，排污许可

及排污权交易监督管理支出，环境问题举报、环境纠纷调查

处理支出，突发性污染事故预防、应急处置等支出。

（十二）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反

映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1.住房公积金（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该项政

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

职工中普遍实施，缴存比例最低不低于 5%，最高不超过 12%，

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目前已实施约 20 年时间。

事业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岗位工资、薪级工

资、绩效工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

2.购房补贴（项）：指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

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

号）的规定，从 1998 年下半年停止实物分房后，房价收入

比超过 4 倍以上地区对无房和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的住房

货币化改革补贴资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从 2000 年开始发

放购房补贴资金，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从 1999 年陆续开始发

放购房补贴资金，企业根据本单位情况自行确定。在京中央

单位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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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关于完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的

通知》（厅字〔2005〕8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京外中央单

位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

标准执行。

（十三）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

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

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

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六）“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

公”经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置税）、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

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

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