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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概况

一、单位职责

（一）承担基础地质、能源、矿产、水资源的调查和科学

研究工作;

（二）承担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生态地质调查、应用地质调查和科学研

究工作;

（三）承担地质安全风险和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与应急技术

指导工作;

（四）承担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实验测试等

相关勘查技术应用与研究工作；

（五）承担中南地区地质调查规划部署、矿业发展战略、

地质行业改革发展等研究工作，承担地质调查项目技术和经济

监管工作，协调推进中央与地方公益性地质工作;

（六）统筹协调中南地区科技创新力量，负责中南地质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运行和管理工作;

（七）承担北部非洲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工作，开展地质科

学研究国际交流，促进国际矿业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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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承担地质调查资料收集、信息产品研发和地质数据

社会化服务工作;

（九）开展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普

及等工作；

（十）承担中国地质调查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主要内设机构包括10个综合管理部门：办公室、规划处（中

南地区地质调查协调处）、科技处（中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办

公室）、财务处、装备基建处、人事教育处、党委办公室（群

团处）、纪检审计处、安全和保密处、离退休干部处；14个技

术业务部门：基础地质室、矿产地质室（花岗岩成岩成矿地质

研究中心）、能源地质室（页岩气研究中心）、三峡库区地质

灾害监测预警指导中心、地层古生物室、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室、

水资源与水文地质调查室、国土空间综合研究室、地质安全评

价室（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中心）、自然资源督察技术室、北部

非洲地质调查合作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北部非洲矿业研究所）、

勘查技术室、实验测试室（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中心）、信息

化室；2个其他机构：后勤服务中心、宜昌基地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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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4年度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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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1

部门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8608.49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86.4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1070.00 二、农林水支出 1281.13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8079.93

四、事业收入 7900.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1181.74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200.00

本年收入合计 27778.49 本年支出合计 31629.22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50.00 结转下年（非财政拨款） 1139.00

上年结转 4939.73

收 入 总 计 32768.22 支 出 总 计 327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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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4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

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使用非财政拨

款结余、上年结转；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

支出、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住房保障支出。2024年度收

支总预算32,768.22万元。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收入预算32,768.22万元，其中：上年结转

4,939.73万元，占15.07%；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8,608.49

万元，占56.79%；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1,070.00万元，占

3.27%；事业收入7,900.00万元，占24.11%；其他收入200.00

万元，占0.61%；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50.00万元，占0.15%。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支出预算32,768.2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519.84万元，占13.79%；项目支出27,109.38万元，占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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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下年（非财政拨款资金）1,139.00万元；占3.48%。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20,374.22万元。收入包括：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本年收入18,608.4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本年收入1,070.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上年结转484.6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上年结转211.13万元；支出包括：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86.42万元、农林水支出1,281.13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7,079.9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126.74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

办一切事业，严控一般性支出。同时坚持有保有压，优化支出

结构，合理保障了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等重点支出需求，

体现在有关支出科目中。

按照支出功能分类，2024年预算数比2023年执行数增加较

为明显的款级支出科目为2200113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

2024年预算数为14,322.00万元，比2023年执行数增加4,836.62

万元，增长50.99%，主要原因是：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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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增加。

按照支出功能分类，地质调查方面的支出占部门支出总额

的比重较高，主要是：2200113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2024

年预算数为14,322.00万元，占部门支出总额的76.96%，主要用

于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地质调查装备保障、区域地质与

地球系统调查、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综合评价等方面。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8,608.49万元,比2023年

度执行数增加4,728.28万元，增加34.06%。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8,608.49万元,其中：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86.42万元，占4.7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16,707.74万元，占89.79%；住房保障支出1,014.33万元，

占5.45%。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4年预算数为86.03万元，比2023年执

行数减少2.59万元，减少2.92%，与上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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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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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算数为

508.30万元，比2023年执行数减少22.10万元，减少4.1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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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算数为292.09

万元，比2023年执行数增加26.89万元，增长10.14%。主要是事

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增加。

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地

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项）2024年预算数为14,322.00万元，

比2023年执行数增加4,836.62万元，增长50.99%。主要是战略

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等项目工作任务增加，相应支出增加。

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事

业运行（项）2024年预算数为2,178.68万元，比2023年执行数

减少85.54万元，减少3.78%。

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其

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207.06万元，比2023

年执行数减少25.00万元，减少10.77%。主要资产运行维护与信

息化运行维护项目工作任务减少，相应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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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2024年预算数为652.82万元，与上年持平。

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2024年预算数为361.51万元，与上年持平。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4,079.43万元，其中：人

员经费3,716.4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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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退休费、生活补助、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公用经费363.00万元，主要包括：咨询费、邮电费、差旅

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1,070.00万元,比2023

年度执行数增加90.00万元，增长9.1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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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1,070.00万元,全部为

农林水支出1,070.0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农林水支出（类）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款）三峡后续工作（项）2024年预算数为1,070.00万元，比

2023年执行数增加90.00万元，增长9.18%，主要是三峡后续工

作任务增加，相应支出增加。

八、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5.38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9.18万元，全部为公务用车运行费9.18万元，

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

出；公务接待费6.20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

待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2219.0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

货物预算1132.8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11086.23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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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为：截至2023年7月31日，单位

共有车辆28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2辆、机要通信用车1

辆、应急保障用车1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辆、其他用车23辆，

其他用车主要是地质调查野外工作用车；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

设备27台（套）。

2024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20辆，均为其他用车；单位

价值100万元以上设备0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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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

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

租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

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

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

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有关规

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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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交支出（类）国际组织（款）国际组织会费（项）：

反映经我国政府（包括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中国地质调查

局参加国际组织，按国际组织规定缴纳的会费。

八、外交支出（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他外交支出（项）：

反映用于其他外交方面的支出。

九、国防支出（类）国防动员（款）经济动员（项）：反

映用于经济动员等方面的支出。

十、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科研机构研究生培养等方面

的支出。

十一、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反映中国地

质调查局在基础研究成果上，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

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工作的支出。

1.机构运行（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局属科技创新与

技术支撑机构、转制所等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2.社会公益研究（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从事社会公

益专项科研方面的支出。

3. 高技术研究（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为解决事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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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

技术问题而开展的研究工作支出。

十二、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科技条

件专项（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用于完善科技条件的支出，

包括科技文献信息，网络环境支撑等科技条件专项支出等。

十三、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重大项目（款）科技重大

专项（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用于科技重大专项的经费支

出。

十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

支出。

1.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施行公

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2.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事

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3.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中国

地质调查局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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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中国地质

调查局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

年金支出。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

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用于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1.行政运行（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本级的基本支出。

2.自然资源社会公益服务（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在

地质、矿产实物资料和信息资源采集、处理并提供社会公益展

览和服务，自然资源知识普及等方面的支出。

3.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项）：反映用于中国地质调

查局开展陆域海域公益性基础地质调查、重要能源资源矿产调

查；服务国民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开展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

综合地质调查、地质灾害隐患和水文地质环境调查；服务“一

带一路”、军民融合等国家重大战略，开展相关地质调查工作；

以及加强地质资源环境信息化建设，提高地质调查能力和科技

水平等相关支出。

4.海洋战略规划与预警监测（项）：反映用于中国地质调

查局开展海洋战略规划，海洋调查评价与管理、预警监测与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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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等方面的支出。

5.事业运行（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局属公共服务机

构、区域地调机构、专业地调机构等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6.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项）：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除

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自然资源事务方面的支出。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反映行

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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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公务员

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机关工人岗位工资和技术等级（职务）

工资、年终一次性奖金、特殊岗位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规范后发放的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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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租补贴（项）：指经国务院批准，于2000年开始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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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中央单位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提高发放的补贴，中央在京单

位按照在编职工人数和离退休人数以及相应职级的补贴标准确

定，人均月补贴 90 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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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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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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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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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九、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二十、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

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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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燃料

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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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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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

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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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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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水文地质与水资源调查监测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长江流域水文地质与水资源调查监测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94.00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450.00

上年结转 44.00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一：开展长江流域年度地下水资源评价，掌握长江流域年度地下水资源基本国情，为

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重要基础数据支撑；

目标二：开展沧水铺幅 1:5万水文地质补充调查，查明区域水文地质条件与地下水赋存规

律，为区域地下水资源管理及生态保护修复等提供基础依据；

目标三：完成洞庭湖区、鄱阳湖区水平衡分析研究，建立水资源演变与区域生态演化的耦

合 关 系 模 型 ， 为 区 域 自 然 资 源 管 理 与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

目标四：构建完善江汉洞庭平原区地表水－地下水一体化模型，为深化区域重大水利工程

与气候变化影响下水循环过程和变化趋势研究奠定重要基础。

绩

效

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数量指标 1:5万水文地质图（张） 1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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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标 1:5 万水文地质图说明书

（份）

1份 5

地下水数值模型（个） 1个 5

科普活动（次） 1次 5

专题成果报告（份） 1份 5

年度进展报告（份） 1份 5

质量指标

方案审查 通过 5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 通过 5

质量检查等级 合格及以上 5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5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开展重点地区1:5

万水文地质调查，

圈定地下水应急

水源地靶区和优

质地下水资源，提

高水资源安全保

障，促进优质地下

水资源开发利用

产出经济效益。

10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管理支撑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查明长江流域重

点地区水循环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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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特征及开发利

用状况，评价地下

水资源数量、质量

及空间分布，支撑

水资源管理。

生态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开展基于

ET-watch遥感蒸

散发计算方法建

立洞庭湖区和鄱

阳湖区水平衡模

型，提升区域湖泊

萎缩和生态退化

等问题的认识，提

出生态保护修复

对策建议。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预期成果服务对象

自然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湖北

省、湖南省及江西

省水资源管理相

关部门。

5

服务对象对成果提供服务 ≥0.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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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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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评价（武汉地调

中心）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评价（武汉地调中心）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5.23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350.00

上年结转 5.23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刻画了大湾区资源本底

条件，识别了大湾区地质安全风险，提出了国土空间优化开发对策建议 。（2）查明粤港

澳大湾区重点流域水源涵养区或行政区水文地质及水资源禀赋条件，完成水资源承载能力

评价与优化配置研究，提出水资源系统开发和保护建议。（3）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岩溶地面

塌陷、软土地面沉降、海平面变化等重大地质安全风险识别和监测评价，研究影响因素和

形成机理，提出风险防控对策建议。（4）开展粤港澳大湾区重点规划区地下空间资源开发

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继续探索地下空间资产评估，提出安全开发地学建议。（5）建立粤

港澳大湾区资源环境监测体系，开展制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地质问题要素监测，动

态掌握资源环境要素变化情况，探索构建典型指标监测预警模型。（6）形成一支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监测评价团队，公开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

绩 一级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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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指

标

指标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份） 1份 10

成果图件（张） 1张 8

专题报告或决策建议（份） 1份 10

质量指标

实施方案等级 ≥良好 8

年度考核等级 ≥合格 8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考核时间 2024年 12月 6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提交水资源承载

能力评价及优化

配置研究报告1

份

10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建立地质环境监

测2处，为大湾区

资源环境监测预

警提供支撑。

4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

方法进步

开展水资源、地下

空间资源承载能

力评价，形成资源

环境评价监测技

术方法体系

3

促进人才培养 培养业务骨干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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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2名，形成稳定

的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评价业务团

队1个

生态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运行流溪河流域

生态功能区地表

水及地下水监测

网点2处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需求类别

满足政府部门对

国土空间优化的

需求

3

预期成果服务对象

地方政府及有关

部门

4

服务对象满意度 ≥0.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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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与区划（武汉地调中心）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与区划（武汉地调中心）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43.81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25.00

上年结转 18.81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开展湖南省桂东县沤江镇地质灾害风险精细调查，查明孕灾地质条件、地质灾害分布及

特征、承灾体特征等，分析总结成灾模式，研究湘鄂桂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动态评价与区划

技术方法，支撑全国多尺度地质灾害风险动态评价模型开发。

2.开展地质灾害风险区划与管控策略研究，探索桂东县沤江镇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

双管控工作。

3.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识别指标体系、形成机理与成灾模式研究。

4.开展地质灾害防范科普宣传活动1次。

5.运用“地质灾害在线调查系统”开展桂东县沤江镇灾害地质精细调查数据库建设，为“地

质云”平台数据共享提供资料服务。

绩

效

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数量指标 灾害地质图 1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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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标 其他图件 1幅 4

年度进展报告 1份 4

地质灾害风险决策建议 1份 3

新建（完善）水工环地质数

据库

1个 4

专利 1个 4

科普活动（次） 1次 4

质量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等级 通过评审验收 4

质量检查等级 良好及以上 4

数据库验收等级 通过评审验收 4

时效指标

年度工作完成时间 2024年 12月 3

实施方案评审时间 2024年 5月 4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4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解决地质灾害隐

患点和风险区双

管控机制建设不

完备的问题，探索

地质灾害“隐患点

+风险区”双管控

工作，为地质灾害

防灾减灾提供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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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

方法进步

初步完成地质灾

害风险评价技术

方法体系

5

人才培养效果

建设地质灾害调

查与风险评价团

队1个，提升团队

自身能力建设

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解决地质灾害预

测预报问题。构建

湘鄂桂山区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价

模型，为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提

供保障

5

服务对象对成果提供服务

的满意程度

≥90% 3

预期成果的服务对象

自然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地方

政府/规划部门/

重大工程建设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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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等

需求类别

满足自然资源部

门对地质灾害防

治及监测预警的

需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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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与城市群地质安全风险调查评价示范（武汉地调中心）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特大城市与城市群地质安全风险调查评价示范（武汉地调中心）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11.17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00.00

上年结转 11.17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一：开展武汉城市岩溶地面塌陷典型区地质安全风险调查评价，更新武汉城市地质安

全事故案例库，编制形成岩溶地面塌陷灾害地质安全风险“一张图”，支撑服务国土空间

规划和韧性城市建设；

目标二：建立大尺度岩溶地面塌陷地质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完善岩溶塌陷

调查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和技术要求，支撑服务二级项目城市地质安全风险评估标准、指南

编制；

目标三：开展碳酸盐岩的“水-岩”溶蚀作用微观分析和岩溶地面塌陷灾害宏观数值模拟，

揭示武汉市岩溶地面塌陷重大地质安全风险要素灾变机理与规律研究，为城市地质安全风

险防控提供理论依据和科技支撑。

绩 一级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41

效

指

标

指标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地质安全风险评价图（张） 1张 5

城市地质安全问题案例库 1个 5

城市安全问题风险评估模

型（个）

1个 5

科普活动（次） 1次 5

专题成果报告（份） 1份 5

年度进展报告（份） 1份 5

质量指标

方案审查 通过 5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 合格及以上 5

质量检查等级 合格及以上 5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5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开展岩溶地面塌

陷风险评估，完成

重点区1:1万地

质安全风险图1

张。防范城市地质

安全风险，减少人

员伤害和经济损

失。

15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 建立岩溶地面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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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步 陷风险评估模型，

形成城市岩溶地

面塌陷调查评价

与监测工作思路

和技术要求，完善

岩溶地面塌陷监

测点建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预期成果服务对象

自然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武汉

市政府规划相关

部门。

5

服务对象对成果提供服务

的满意程度

≥9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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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地区自然资源动态监测与风险评估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南地区自然资源动态监测与风险评估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06.48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584.00

上年结转 22.48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根据国家自然资源执法和生态保护修复需要，开展2024年度湖南、贵州、广东陆域矿山

开发状况和新增采矿损毁土地及新增矿山生态修复土地遥感监测。

2.根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需要，开展2024年度湖北、湖南、贵州重点督察目标区耕地保护、

生态修复、地方政府违法违规用地等土地利用管理状况遥感监测。

3.根据国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需要，开展湖南、贵州、广东2023年度审批的重大建设项目

用地合规性遥感监测，探索开展自然生态空间用途转用监测评估试点。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 1份 10

监测数据 2套 10

科普活动（次） 1次 8

系列图件 3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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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等级 良好及以上 4

质量检查等级 良好及以上 4

成果图件及说明书等 通过评审验收 4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4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管理支撑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支撑国家自然资

源督察武汉局督

察执法工作，湘粤

黔3省矿山开发

和生态修复状况

遥感地质调查与

监测成果报告1

份，鄂湘黔3省自

然资源综合督察

遥感监测成果报

告1份，湘黔粤3

省国土空间通途

管制遥感监测成

果报告1份。

8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

方法进步

建立空-天-地一

体化多维立体矿

山活动遥感监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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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

人才培养效果

初步建立自然资

源监测评估技术

支撑团队1个

8

生态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开展长江流域河

湖湿地自然生态

空间专用遥感监

测评估试点，以生

态服务价值评估

为基础，探索形成

试点区域适用的

评价技术体系。

6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对成果提供服务

的满意程度

≥90% 3

预期成果的服务对象

自然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 /地

方政府/规划部门

/重大工程建设部

门等

4

需求类别

满足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对自然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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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管理需求、督

察执法部门对自

然资源动态变化

监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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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非洲国际合作地质调查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北部非洲国际合作地质调查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39.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416.00

上年结转 23.00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中期绩效目标

通过工程实施，实现以下中期（2023-2025年）目标：

聚焦锂、钾盐、铁、锰、铝等战略性矿产，与尼日利亚、厄立特里亚、科特迪瓦、阿尔及

利亚、塞内加尔等国家开展联合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评价，助推形成尼日利亚稀有金属、

西非铁锰铝、厄立特里亚钾盐、阿尔及利亚金铜铁锰等资源来源地。开展尼日利亚中部稀

有金属、东北非钾盐铜金、西非克拉通铁锰铝和北非阿特拉斯造山带成矿地质背景与分布

规律研究，提交找矿远景区11-20处，支撑服务企业“走出去”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取得实

效。完成北部非洲地区战略性矿产储量评估，编制加纳、尼日利亚、马里、喀麦隆、苏丹

等12国矿产资源情况报告。支撑“地质云”北部非洲数据节点更新与维护，建实建强中国

-非洲地学合作中心。开展双边人才交流，培养一批境外地质调查领域青年人才与优秀团队。

2023年度绩效目标：



48

（1）初步查明尼日利亚中部稀有金属、东北非钾盐铜金、几内亚-科特迪瓦莱奥地盾铁锰

铝矿产资源基地和矿产资源成矿地质背景，初步总结区域矿床类型和成矿规律。

（2）开展尼日利亚中部重点区综合矿产地质调查，提交成矿远景区1-2处，助力1-3家企

业实现找矿突破。

（3）系统收集加纳、马里矿权数据、新增矿业项目、矿业公司数据，评级评价矿权，形成

矿权（项目）信息（选区）集2份。

（4）提交加纳、马里矿业投资环境国别报告2份，支撑服务全球矿产资源储量评估和全球

主要资源国投资环境评级评价。

（5）开展科普活动1次，发表核心及以上期刊学术论文3-6篇。

（6）支撑中国-非洲地学合作中心、中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形成专注于北部非洲锂、

钾盐、锰等9种战略性矿种地质矿产业务团队1个，力争培养1-2名高级职称技术人员。

2024年度绩效目标：

（1）进一步查明尼日利亚中部稀有金属、东北非钾盐铜金、几内亚-科特迪瓦莱奥地盾铁

锰铝和阿尔及利亚重点区金铜铁锰成矿地质背景，查明重要构造、蚀变等重要控矿特征，

厘定找矿标志，为企业未来找矿规划部署提供建议。

（2）提交一批可供勘查、投资的重点区块1-2处，助力1-3家企业实现找矿突破。

（3）采集北部非洲5种矿产储量数据，支撑发布年度全球储量评估报告。

（4）完成布基纳法索、南苏丹矿业项目评价和矿业投资环境评价，编制矿产资源情况报告。

（5）提升信息化平台服务能力，更新发布北部非洲矿业资讯。

（6）建实建强中国-非洲地学合作中心，开展地学合作研讨会1次。

（7）落实年度专业仪器设备、生产作业场所临时设施、个人装备、车辆等地质技术条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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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统筹任务；因地制宜建设野外营地。

2025年度绩效目标：

（1）查明尼日利亚中部稀有金属、东北非钾盐铜金、几内亚-科特迪瓦莱奥地盾铁锰铝和

塞内加尔重点区金铁锆磷酸盐成矿地质背景，总结尼日利亚中部、东北非努比亚地盾及几

内亚-科特迪瓦莱奥地盾地层、构造、岩浆岩等地质特征，研究制约锂、铌、钽、钾盐、铜、

金、铁、锰、铝等矿产富集、分布及其产出的关键地质与地球化学要素，探索影响矿产富

集的深部地质背景及其富集过程的科学问题。

（2）提交一批可供勘查、投资的重点区块5-9处，助力1-3家企业实现找矿突破。

（3）采集北部非洲10种矿产储量数据，支撑发布年度全球储量评估报告。

（4）完成埃及、喀麦隆和塞内加尔矿业项目评价和矿业投资环境评价，编制矿产资源情况

报告。

（5）提升信息化平台服务能力，更新发布北部非洲矿业资讯。

（6）建实建强中国-非洲地学合作中心，开展地学合作研讨会1次，提交北部非洲钾盐资

源来源地报告1份。

（7）落实年度专业仪器设备、生产作业场所临时设施、个人装备、车辆等地质技术条件保

障统筹任务；因地制宜建设野外营地。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科普活动 1次 3

年度报告 1份 5

尼日利亚 1:10 万水系沉积 1.00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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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地球化学数据集

尼日利亚 1:10 万水系沉积

物地球化学成果图件

1.00套 6

国别报告 2.00份 3

成矿远景区（找矿靶区） 1-2个 3

布基纳法索矿业项目、矿业

公司、矿权数据集

1份 3

南苏丹矿业项目、矿业公

司、矿权数据集

1份 3

质量指标

实施方案等级 ≥良好 3

年度质量检查等级 ≥良好 3

国别报告及数据集 通过 3

成果图件等 通过 3

成果报告（年度进展报告）

评审等级

≥良好 3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3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开展尼日利亚、科

特迪瓦重点区地

球化学调查，提交

找矿靶区1-2处，

助力1-3家企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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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找矿突破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初步查明尼日利

亚中部稀有金属、

东北非钾盐铜金、

几内亚-科特迪瓦

莱奥地盾铁锰铝

矿产资源基地和

矿产资源成矿地

质背景，初步总结

区域矿床类型和

成矿规律

10

生态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促进国内企业与

北部非洲国家开

展产能合作项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用户对成果提供服务的满

意程度（用户评价）

≥0.9 10



52

长江流域重点区生态地质调查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长江流域重点区生态地质调查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75.5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450.00

上年结转 25.50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围绕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部署，查明长江中

游河湖湿地重点生态区的生态地质特征及主要问题，阐明生态地质主控要素及生态系统演

化规律，构建河湖湿地生态风险区划体系，开展长江中游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三、四级

网络区划和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评估工作。构建长江中游河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技术标准

体系，探索开展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生态补偿机制，支撑长江中游生态保护修复区划

优化。2024年度目标任务：围绕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部署，查明长江中游洞庭湖湿地的生态地质条件及主要问题；选取典型生态地质单元，

阐明生态地质主控要素及生态系统演化规律，探索长江中游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三、四

级网络区划评价方法和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评估工作，支撑长江中游生态保护修复区划优

化与流域综合治理。

绩

效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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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专题成果报告（份） 1份 9

决策建议报告（份） 1份 10

科普活动（次） 1次 9

年度进展报告（份） 1份 9

质量指标

质量检查等级 ≥良好及以上 6

成果报告（年度进展报告）

评审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2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提出矿山源头治

理生态环境调查

技术方法体系，节

约生态修复经济

成本

5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管理支撑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支撑政府地学对

策建议方案1次

5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通过生态地质调

查与在线监测，探

索提出洞庭湖典

型生态地质单元

保护与修复对策

建议，服务生态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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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价值决策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

方法进步

开展科普活动1

次，提高公众对生

态地质调查的了

解；探索构建内陆

不同类型河湖湿

地生态地质调查

评价技术体系

5

人才培养效果

培养达到局优秀

地质人才标准1

人，提升专业人才

的能力；培养业务

骨干1-2人，建设

河湖湿地生态地

质调查团队1个，

提升团队自身能

力建设

5

生态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开展洞庭湖湿地

湘江流域生态地

质背景分析和综

合评价，为生态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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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生态保护

与修复提供技术

支撑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对成果提供服务

的满意程度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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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成矿带战略性矿产调查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南岭成矿带战略性矿产调查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0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600.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以巩固湖南常宁-临武锡锂多金属矿大型资源基地，新增湖南零陵-洞口锰锑多金属矿大

型资源基地为目标，聚焦国家紧缺南岭成矿带优势的锡锂锰等战略性矿产，开展区块优选

调查评价、重要勘查区找矿预测工作，提交勘查区块建议2处，引导地方政府和社会企业

开展增储勘查，新增一批资源量，巩固大型资源基地 1 处，新增大型资源基地 1 处，支

撑国家矿产资源安全。2.总结湘南地区蚀变花岗岩型锡锂矿及共伴生铷铍矿的赋存状态与

富集规律、深化祁零盆地及周缘二叠系沉积型锰矿及热液 充填型锑矿成矿规律，建立具备

南岭特色的锡锂、锰成矿预测模型，指导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 3.通过地表填图、深部地

球物理探测和钻孔验证，完善南岭地区典型战略性矿产绿色勘查技术方法组合。通过“地

调在线”实现 项目数据的动态汇聚与标准化采集，形成标准化成果及时通过“地质云”提

供共享服务。 4.支撑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花岗岩成岩

成矿地质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发表学术论文2～3篇，开展科普活动 1次。 5.构建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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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矿产调查与研究团队，培养技术骨干 1～2 名，力争培养部局级地质人才1名。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勘查区块建议 2处 20

1:1万矿产地质图 2幅 10

科普活动 1次 5

年度进展报告 1份 5

质量指标 成果报告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提交时间 2024年 12月 5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实现锂、锰找矿新

突破，巩固大型资

源基地1处，新增

大型资源基地1

处矿突破或重要

进展，拉动商业勘

查投入

15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总结湘南地区蚀

变花岗岩型锡锂

矿及共伴生铷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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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的赋存状态与

富集规律、揭示祁

零盆地及周缘二

叠系沉积型锰矿

成矿规律， 建立

具备南岭特色的

锡锂、锰、锑成矿

预测模型，支撑

矿产勘查

人才培养效果

培养技术骨干1～

2名，武汉市光谷

人才1名，力争培

养局地质人才1

名，支撑局花岗岩

成岩成矿地质研

究中心建设

5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

方法进步

总结湘南地区花

岗岩-云英岩型锂

矿成矿规律和创

新找矿新技术方

法组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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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矿山企业 5

服务对象需求 勘查区块建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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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大别成矿带战略性矿产调查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桐柏—大别成矿带战略性矿产调查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70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700.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以建设鄂西北两竹地区铌钽稀土多金属资源基地为主线，聚焦铌、钽矿，兼顾金、银、

锑等战略性矿产，开展桐柏-大别成矿区带1∶5万矿产地质调查、区块优选，提交2个图

幅1∶5万矿产地质调查数据库、矿产地质图等图件，提交找矿靶区5处，新发现矿产地2

处，勘查区块建议5处。

2、查明鄂西北地区碱性岩-碳酸岩时空展布、岩石成因、构造背景，系统开展早古生代地

层含矿建造调查，阐述岩浆热液演化过程铌钽-稀土元素分配行为与富集机制，建立区域找

矿模型。

3、加强制约找矿突破关键地质问题科技攻关，兼顾老矿山深部成矿预测。通过“地调在线”

实现项目数据的动态汇聚与标准化采集，及时通过“地质云”提供共享服务。

4、支撑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花岗岩成岩成矿地质研究

中心等平台建设；发表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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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初步构建桐柏—大别成矿带战略性矿产调查与研究团队，培养战略性矿产调查评价人才

3名。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成果报告 1份 10

勘查区块 2处 15

找矿靶区 2处 10

质量指标

设计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成果报告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时效指标

成果报告（年度进展报告）

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5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提交找矿靶区2

处，勘查区块建议

9处，实现桐柏-

大别成矿带找矿

突破或重要进展，

支撑鄂西北竹山-

竹溪地区铌钽稀

土资源基地建设，

拉动商业勘查投

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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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查明鄂西北地区

碱性岩-碳酸岩时

空展布、岩石成

因、构造背景，系

统开展早古生代

地层系统划分与

对比，阐述岩浆热

液演化过程铌钽-

稀土元素分配行

为与富集机制，精

确识别控矿要素，

建立区域找矿模

型。

10

人才培养效果

培养战略性矿产

调查评价人才3

名，支撑中南地质

科技创新中心、中

国地质调查局花

岗岩成岩成矿地

质研究中心建设。

10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用户对成果提供服务的满 用户对成果资料 10



63

指标 指标 意度 的满意程度大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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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扬子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地质调查与评价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扬子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地质调查与评价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50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500.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基本查明鄂西—湘西北地区二叠系大隆组、湘中地区石炭系天鹅坪组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

厘定鄂西地区不同区带构造样式及变形特征，初步查清页岩气构造保存条件，总结鄂西地

区二叠系页岩气富集成藏的主控因素，初步建立页岩气构造保存评价参数标准。力争实现

鄂西地区二叠系大隆组重要发现1处，圈定页岩气远景区2-3个。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圈定页岩气远景区 ≥2个 6

科普活动 ≥1次 3

重要发现或突破 1处 8

年度进展报告 1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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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野外验收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成果或年度报告质量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年度质量检查 良好及以上 5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以前 5

委托业务成果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以前 5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解决鄂西—湘西

北地区、湘中地区

页岩气资源家底

不清的问题，评价

重点层系页岩气

资源潜力，提交页

岩气远景区。

10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

方法进步

总结鄂西地区二

叠系页岩气富集

成藏的主控因素。

分析湘中地区不

同区带构造变形

差异性，初步建立

页岩气构造保存

评价参数标准。

8

人才培养效果 培养油气地质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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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团队1个，培养

技术骨干2～4

名。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解决页岩气地质

条件不清、评价参

数缺乏等问题，开

展页岩气地质调

查，获取页岩气地

质评价关键参数。

8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对成果提供服务

的满意程度

≥90% 5

需求类别

对政府/企业，提

供战略性矿产等

方面资料；对科研

等单位，提供工作

调查资料；对社会

公众，提供战略性

矿产科普等相关

资料

5



67

江南陆块南缘成矿带（西段）战略性矿产调查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江南陆块南缘成矿带（西段）战略性矿产调查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0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900.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围绕巩固湖南新化-桃江锑金锰矿、鄂东南大冶-通城铜铁金稀有金属大型资源基地建设

目标，以金、铜、锑、锰、铁等为主攻矿种，聚焦江南陆块南缘成矿带及周缘地区，开展

区块优选调查评价、找矿预测与潜力评价工作，提交勘查区块建议2处，引导社会企业开

展增储勘查，新增一批资源量，巩固大型资源基地2处，支撑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2、总结湘中成锰盆地演化与锰矿成矿规律，建立铜绿山矿田深部三维勘查模型，指导新一

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3、通过地表填图、物化探测量及深部钻探工作，完善湘中锑金锰、鄂东南铜铁金等战略性

矿产绿色勘查技术方法组合。通过“地调在线”实现项目数据的动态汇聚与标准化采集，

形成标准化成果及时通过“地质云”提供共享服务。

4、支撑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花岗岩成岩成矿地质研究

中心等平台建设；发表学术论文3篇，开展科普活动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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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强江南陆块南缘成矿带战略性矿产调查评价团队，培养技术骨干5名。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勘查区块建议 2处 16

年度进展报告 1份 10

勘查区块建议数据包 2个 10

质量指标 中期质量检查等级 良好及以上 8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提交时间 2024年 12月 6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在提交勘查区块

建议的基础上，实

现江南陆块南缘

成矿带及周缘地

区金、锰、钨找矿

突破，引领地方商

业勘查投入

10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总结湘中成锰盆

地演化与锰矿成

矿规律，建立铜绿

山矿田深部三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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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模型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

方法进步

完善湘中锑金锰、

鄂东南铜铁金等

战略性矿产绿色

勘查技术方法组

合

6

人才培养效果

构建江南陆块南

缘成矿带战略性

矿产调查研究团

队，培养技术骨干

5名。

6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对成果提供服务

的满意程度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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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粤西成矿带战略性矿产调查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桂东—粤西成矿带战略性矿产调查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0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400.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一：以支撑粤西阳春盆地锡铜和桂西南平果-那坡锰铝多金属资源基地建设为目标，聚

焦锡、铜、锰、铝等主攻矿种，开展区块优选调查评价以及找矿预测工作，提交勘查区块

建议3处，新发现矿产地1-2处，助推矿产资源基地锡、铜、锰、铝、锆、铪增储上产，

支撑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目标二：初步查明阳春盆地与中生代花岗岩有关锡-铜-铌-钽-稀土矿的成矿背景，总结区

内锡铜等成矿规律与找矿模型；

目标三：初步查明桂西南地区含矿沉积建造时空分布规律，厘清沉积型、堆积型锰铝矿的

富集机制，总结锰铝等成矿规律与找矿模型；

目标四：初步查明海南岛沿海陆地锆铪矿成矿地质条件、矿石质量、矿体特征，提交铪矿

资源量0.1万吨、锆英石资源量5万吨。

绩

效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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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勘查区块 3处 15

矿产地 1~2处 15

年度进展报告 1份 5

质量指标

质量检查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成果报告）

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5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初步总结粤西锡

铜矿、桂西南锰铝

矿和海南锆铪矿

成矿作用规律，提

交勘查区块建议3

处，助推矿产资源

基地增储上产，支

撑国家矿产资源

安全

10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初步查明桂西南

地区含矿沉积建

造时空分布规律，

厘清沉积型、堆积

型锰铝矿的富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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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生态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三位一体地质调

查成果为绿色勘

查、绿色矿山建设

提供基础地质资

料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需求类别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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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装备保障（武汉地调中心）项目绩效目

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装备保障（武汉地调中心）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645.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645.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一：实现地质勘查装备升级迭代。大力发展高精度、多维度、三维可视化、灵敏度高、

轻便化、智能化和无人化野外地质调查装备。

目标二：加快推进野外作业服装的全面列装。保护地质工作者的身体健康和安全，提高地

质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增强地质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和团队凝聚力。

目标三：加快推进野外标准化营地建设。建成办公区、生活区、保障区等分区科学合理的

野外工作营地，配套完善的野外生活条件，建强丰富的野外地质文化，配备全天候、抗干

扰、无盲区、易携带的野外通信装备，配全配好野外安全防护基本、特殊、应急装备。

目标四：更新野外作业车辆。推进战略性矿产资源评价的野外条件保障现代化建设，以野

外条件保障现代化助力地质调查工作现代化。

绩

效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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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采购大型仪器（单台套 50

万元及以上）数量；采购越

野车和野外营地车数量。

21台辆 35

年度进展报告 1份 5

质量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取得的社会效益

提升地质调查野

外工作、生活、安

全保障水平。提高

干部职工的荣誉

感、幸福感、归属

感，增强干事创业

的凝聚力、战斗

力。

15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

方法进步

引进具有高精度

综合地面探测与

分析能力的测试

设备，支撑中南地

质科技创新能力。

1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野外调查人员满意度 ≥90%无 10



75

三峡后续工作地质灾害防治项目（2024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三峡后续工作地质灾害防治项目（2024年度）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7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070.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开展三峡库区地质灾害专业监测建设和预警分析指导工作，支撑服务库区地方政府防灾

减灾工作，保障三峡工程安全运行，保护库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丰富和完善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数据，构建三峡库区滑坡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知识图谱，

实现地质灾害信息的智能分析和综合利用，提升信息系统基础运行环境，保障信息系统安

全运行。

3.开展无人机贴近摄影测量在高陡岸坡崩塌调查监测中试验应用，突破无人机技术瓶颈，

实现基于无人机贴近摄影影像的高陡斜坡裂缝的智能检测和坡体三维形变的高精度自动监

测。

4.构建多源数据融合的滑坡灾害风险多模型耦合预测评价方法，提高库区地质灾害预测评

价效率和精度。

5.研究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分析技术，重点对滑坡监测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在滑坡

分类基础上研究滑坡监测数据挖掘方法与模型，开展滑坡监测预警关键信息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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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2024年项目成果报告（年度

项目）

1份 4

库区年度地质灾害趋势会

商

1次 4

监测点现场补充调查巡查 2次 5

汇总分析库区全年度监测

数据

12月 5

高陡危岩贴近摄影测量 5000平方米 6

三峡库区滑坡灾害水文气

象耦合风险预警模型

1个 8

滑坡监测点现场调研（点） 30处 5

专利申请 3项 5

质量指标 成果报告质量等级 ≥良好 8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地质灾害对三峡库区人民

生命安全和经济造成的损

失

≥最大限度降低 15

社会效益指标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综合防

治能力和防灾减灾意识

≥稳步提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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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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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成矿带区域地质调查（武汉地调中心）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武夷成矿带区域地质调查（武汉地调中心）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350.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围绕制约武夷成矿区找矿突破系列基础地质背景问题，开展大型资源基地和重点调查区

1:5万区域地质调查及综合研究，完成1:5万区域地质调查472km2，助推粤东莲花山锡多

金属矿资源基地建设；

2、初步查明武夷成矿带岩浆作用与成矿的关系；开展岩浆岩的时空分布规律、成岩环境、

成岩机制以及含矿花岗岩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研究；综合评价区域成矿潜力，为拓展找

矿思路和空间提供基础支撑；

3、开展华夏地块关键构造带属性研究，初步更新完善沉积-岩浆-构造-成矿事件格架，阐

明重大地质事件及其与成矿的耦合关系，深化华南陆块聚散过程中时空演化与成矿地质背

景的认识；

4、整合武夷成矿带内区域地质调查资料，初步编制莲花山断裂南西段锡铜等矿产成矿地质

背景图等基础地质系列图件。

绩 一级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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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指

标

指标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1∶5万区域地质草图 1幅 20

1：10万成矿地质背景图草

图

1幅 15

年度进展报告 1份 5

质量指标 实施方案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提交时间 2024年 12月 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初步建立调查区

地层-岩浆-构造

格架，厘清粤东地

区莲花山断裂带

属性，重建构造带

演化过程。为武夷

成矿带找矿突破

提供支撑。

8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初步查明粤东地

区地质演化过程

中成岩-成矿耦合

关系

8

人才培养效果

初步构建武夷成

矿带粤东莲花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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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调查与研究

团队，培养技术骨

干2-3名

生态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初步更新与编制

武夷成矿带莲花

山西南段基础地

质图件1套，为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

提供基础地质资

料

8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企事业单位、地质院校等预

期用户对成果提供服务的

满意程度

≥90% 10



81

桐柏-大别成矿带区域地质调查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桐柏-大别成矿带区域地质调查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一：围绕制约桐柏-大别成矿带找矿突破关键基础地质问题，开展1∶5万区域地质调

查及综合研究，新发现找矿线索1处，助推鄂西北铌坦-稀土大型资源基地建设。

目标二：基本查明武当竹山擂鼓地区早古生代碱性岩空间展布、岩石成因，为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提供基础支撑。

目标三：编制桐柏-大别成矿带1∶25万地质图，集成成矿地质背景整装性成果，支撑新一

轮找矿突破。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1∶5万地质草图 2幅 9

1∶25万地质图（初稿） 1幅 9

1∶10万地质图（初稿） 1幅 9

年度进展报告 1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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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实施方案等级 良好及以上 8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提交时间 2024年 12月 7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解决制约桐柏-大

别成矿带找矿突

破关键基础地质

问题，新发现找矿

线索，助推大型资

源基地建设，为新

一轮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提供基础

支撑

10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查明武当竹山擂

鼓地区早古生代

碱性岩-碳酸岩空

间分布与岩石成

因，提升对区域地

质事件与成矿地

质背景的整体认

识

10

生态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基础地质图件与

报告为生态环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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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提供重

要支撑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用户对成果提供服务的满

意度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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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成矿带区域地质调查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南岭成矿带区域地质调查

主管部门及代

码

[202]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施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25.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425.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一：围绕制约南岭成矿带找矿突破系列基础地质背景问题，开展大型资源基地和重点

调查区1:5万区域地质调查及综合研究，新发现一批矿（化）点，圈定一批有利找矿远景

区，助推矿产资源基地建设；

目标二：初步查明华南中生代与花岗岩有关的钨-锡-锂-铜-稀土矿的构造背景与成矿规律，

深化华南中生代高分异花岗岩成矿专属性的认识，综合评价区域成矿潜力，为拓展找矿思

路和空间提供基础支撑；

目标三：开展华夏地块内部关键构造带属性、华南板块南缘古特提斯演化与特提斯-太平洋

构造域转换研究，更新完善沉积-构造-岩浆-成矿事件格架，深化华南陆块聚散过程中时空

演化与成矿地质背景的认识；

目标四：初步更新与编制南岭成矿带1:25万基础地质系列图件，集成成矿地质背景整装性

成果。

绩 一级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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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指

标

指标 （90）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1∶5万区域地质图 1幅 20

年度进展报告 1份 10

质量指标

实施方案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质量检查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等级 良好及以上 5

时效指标 年度进展报告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5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资源问题，预期达

到的效果

解决制约南岭成

矿带找矿突破关

键基础地质问题，

新发现找矿线索，

助推大型资源基

地建设，为新一轮

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提供基础支撑

10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厘清华夏地块新

元古代-早古生代

关键构造带属性

与演化

10

生态效益指标

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预

期达到的效果

更新与编制南岭-

云开地区基础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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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图件，为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提供

基础地质资料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企事业单位、地质院校等预

期用户对成果提供服务的

满意程度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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