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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1.实施动物疫病的监测、预警分析、实验室诊断、流行病学

调查、疫情报告，提出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方案；2.做好疫情报告、

处置及相关技术指导工作；3.开展全市动物疫病疫情信息的收

集、汇总及重大动物疫情预警分析；4.承担动物疫病防控和畜牧

推广的技术指导、培训和科普宣传；5.承担动物血吸虫病和畜禽

寄生虫病的查、治、灭、管、防等技术指导；6.拟订畜牧业技术

推广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7.开展畜禽（含

奶牛、蜜蜂等）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材料等引进、改良、

示范和推广；8.指导全市畜牧技术推广体系建设；9.制定并组织

实施畜牧技术规程规范，参与相关标准的制定修订；10.承担畜

禽品种资源的调查、监测；11.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单位机构设置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单位预算

包括：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本级预算。 

纳入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5 年单位预算编制范

围的预算单位包括：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本级。 

 

 



 

 

第二部分 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5 年单位预算表 

 

表 1.单位收支总表 

表 2.单位收入总表 

表 3.单位支出总表 

表 4.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表 5-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分功能科目） 

表 5-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分单位） 

表 6.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表 7.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表 9.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表 10.项目支出情况表 

表 11.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2-1.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2-2.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2-3.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1 
       

单位：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单位：万元 

单位

名称 
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报

人 
罗远莲 联系电话 82285621 

部门

总体

资金

情况 

总体资金情况 
当年金

额 
占比 

近两年收支金额 

2023 年 2024 年 

收入构成 

财政拨款 1535.83  100% 1133.83 1258.3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合计 1535.83  100% 1133.83 1258.3  

支出构成 

人员类项目支出 1271.68  82.8% 926.39 1036.22  

运转类项目支出 92.7  6.04% 95.99 100.63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171.45  11.16% 111.45 121.45  

合计 1535.83  100% 1133.83 1258.3  

部门

职能

概述 

1.实施动物疫病的监测、预警分析、实验室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提出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方案； 

2.做好疫情报告、处置及相关技术指导工作； 

3.开展全市动物疫病疫情信息的收集、汇总及重大动物疫情预警分析； 

4.承担动物疫病防控和畜牧推广的技术指导、培训和科普宣传； 

5.承担动物血吸虫病和畜禽寄生虫病的查、治、灭、管、防等技术指导； 

6.拟订畜牧业技术推广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7.开展畜禽（含奶牛、蜜蜂等）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材料等引进、改良、示范和推广； 

8.指导全市畜牧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9.制定并组织实施畜牧技术规程规范，参与相关标准的制定修订； 

10.承担畜禽品种资源的调查、监测； 

11.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年度

工作

任务 

1.强化开展疫病监测。进一步推进强制免疫抗体抽样监测、动物疫病病原监测、动物疫病定点流行病学调查、奶

牛“两病”监测等工作，确保市级兽医实验室正常运转，保障全市动物疫病监测诊断工作顺利完成。按季度对全

市 15 个区重点畜禽集散地、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场等环节开展非洲猪瘟、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对畜

禽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巨大的重要动物疫病病原的监测。按季度选取我市辖区内具有代表性的种畜禽规模场、特

种畜禽养殖场、奶牛场、屠宰场、交易市场等场点开展主要动物疫病的抗体水平和病原分布情况调查。对全市各

区委托监测的布病疑似阳性羊只样品进行复核检测。 

2.着力落实防控物质保障。储备应急处理所需的疫苗、药品、设施设备和防护用品等物资。主要用于非洲猪瘟防

控、养殖环节预防、全市零星散发疑似重大动物疫情的处置、疫情发生的高风险场所（疑似重大动物疫病疫情处

置掩埋点、活畜禽交易市场、畜禽屠宰场、畜禽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的消毒和其它应急消毒。 

3.强化防控督导和疫情预警分析。加强动物重大疫病防控技术督导，做好重大动物疫情预警分析。 

4.强化畜牧技术推广和培训。创新服务方式，做好线上远程畜牧新技术、新模式指导服务，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适时开展畜牧技术培训。 



 

 

项目

支出

情况 

项目名称 支出项目类型 
项目 

总预算 

项目本年

度预算 
项目主要支出方向和用途 

动物疫病防控运行经费 特定目标类项目 15  15  
抗体监测及市级兽医实验室正

常运转等 

畜牧病虫害防治 特定目标类项目 96.45  96.45  
病原监测、流病调查、动物两

病监测、重大动物疫病消毒等 

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提升

项目 
特定目标类项目 60  60  

技能提升实操训练、监测运行

及市级兽医实验室维护及其他

运转等 

整体

绩效

总目

标 

长期目标(截止     年） 年度目标 

  目标：动物疫病预防和控制 

  目标 1：动物疫病防控运行 

  目标 2：畜牧病虫害防治 

  目标 3：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提升 

长期

目标

1： 

动物疫病预防和控制 

长期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高致病性禽流

感 
12 元/份 依据年度抗体监测计划综合测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强制免疫病种

群体抗体合格

率 

≥70% 农业部标准 

强制免疫监测

病种数 
3 种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动物疫病监

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2021-2025 年）》的

通知 

流调新城区监

测个数 
7 个 《武汉市定点流行病学调查方案》 

监测奶牛场个

数 
3 个 奶牛“两病”监测净化长效管理制度 

质量指标 
监测结果准确

率 
≥98% 

依据样品合格率和监测监测结果准确率的要

求 

时效指标 持续时间 常年 《动物防疫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动物疫病防控

疫情形势保持

平稳 

是 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区域性流行 

问题场点疫病

风险提示率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动物疫病监

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2021-2025 年）》的

通知 



 

 

生态效益

指标 

保障我市畜禽

群体处于免疫

有效状态 

是 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区域性流行 

定期进行全市

疫情预警分

析,降低我市

疫病发生风险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动物疫病监

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2021-2025 年）》的

通知 

提高我市畜禽

种源的健康度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动物疫病监

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2021-2025 年）》的

通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区级动物疫控

机构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 

年度

目标

1： 

动物疫病防控运行 

年度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年

实现值  前 年  上 年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高致病性禽流

感 
12 元/份 12 元/份 12 元/份 

依据年度抗体监测计划综合测

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畜禽重大动物

疫病抗体监测

数量 

2800 份 2800 份 2800 份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

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

查计划（2021-2025 年）》的通

知 

抽检养殖场点

总次数 
80 场次 80 场次 80 场次 

检测报告数量  ≥15 份 ≥15 份 ≥15 份 

质量指标 

样品质量合格

率 
≥95% ≥95% ≥95% 

确保样品合格率和监测结果准

确率 
监测结果准确

率 
≥98% ≥98% ≥98% 

时效指标 

抗体监测频率 
完成监

测 2 次 

完成监测

2 次 

完成监测 2

次 
确保按计划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检测报告编制 

检测结

束后，5

个工作

日完成 

检测结束

后，5 个

工作日完

成 

检测结束

后，5 个工

作日完成 

监测结果时效要求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强制免疫病种

群体抗体合格

率 

≥70% ≥70% ≥70% 农业部标准 



 

 

生态效益

指标 

保障我市畜禽

群体处于免疫

有效状态 

是 是 是 
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区域性

流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区级动物疫控

机构满意度 
≥90% ≥90% ≥90%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 

年度

目标

2： 

畜牧病虫害防治 

年度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年

实现值  前 年  上 年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高致病性禽流

感 
12元/份 12元/份 12元/份 

依据年度抗体监测计划综合测

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畜禽重大动物

疫病病原监测

数量 

2600 份 
≥2600

份 
≥2600 份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

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

查计划（2021-2025 年）》的通

知 

流行病学调查

监测数量 
6000 份 6000 份 6000 份 

《武汉市定点流行病学调查方

案》 

布鲁氏菌病监

测数 
1000 份 2500 份 2500 份 

依据全市奶牛和羊只实际存栏

量 
结核病监测数 1000 份 1000 份 1000 份 

病原监测频率 
全年监

测 2 次 

全年监测

2 次 

全年监测 2

次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

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

查计划（2021-2025 年）》的通

知 

流病调查监测

频率 

全年监

测 2 次 

全年监测

2 次 

全年监测 2

次 

依据实时掌握疫病分布情况的

要求 

两病监测频率 
全年监

测 2 次 

全年监测

2 次 

全年监测 2

次 
依据年度绩效目标 

消毒物资涉及

区数 
6 个 6 个 6 个 依据全市新城区数量 

质量指标 

样品采集合格

率 
≥95% ≥95% ≥95% 

依据样品合格率和监测结果准

确率的要求 监测结果准确

率 
≥98% ≥98% ≥98% 

时效指标 

病原监测检测

报告编制 

5 个工作

日内 

5 个工作

日内 

5 个工作日

内 
依据年度绩效目标 

流病调查监测

数据及时性 

收样完成

后 5 个工

作日内完

成检测 

收样完成

后 5 个工

作日内完

成检测 

收样完成后

5 个工作日

内完成检测 依据实时掌握疫病分布情况的

要求 
流病调查检测

报告编制 

5 个工作

日内 

5 个工作

日内 

5 个工作日

内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降低人感染结

核病和布病的

风险 

是 是 是 
依据确保我市生鲜乳质量安全

和公共卫生安全有关要求 

问题场点疫病

风险提示率 
100% 100%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

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

查计划（2021-2025 年）》的通

知 

生态效益

指标 

定期进行全市

疫情预警分

析,降低我市

疫病发生风险 

100% 100%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

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

查计划（2021-2025 年）》的通

知 提高我市畜禽

种源的健康度 
100% 100%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区级动物疫控

机构满意度 
≥90% ≥90% ≥90%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 

年度

目标

3： 

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提升 

年度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年

实现值  前 年  上 年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高致病性禽流

感 
    12 元/份 

依据年度抗体监测计划综合测

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畜禽重大动物

疫病病原监测

数量 

    3000 份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

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

查计划（2021-2025 年）》的通

知 疫病监测区域

范围 
    

≥12 个行

政区 

技能提升实操

训练 
    ≥2 次 

根据湖北省职业技能提升的要

求 

质量指标 
监测结果准确

率 
    ≥98% 依据检测结果准确性的要求 

时效指标 
动物疫病监测

数据及时性 
    

5 个工作日

内 

依据实时掌握疫病分布情况的

要求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问题场点疫病

风险提示率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

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

查计划（2021-2025 年）》的通

知 
生态效益

指标 

定期进行全市

疫情预警分

析,降低我市

疫病发生风险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区级动物疫控

机构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 



 

 

表 12-1 
        

单位：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动物疫病防控运行经费 项目编码 42010022801T000000156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 

项目负责人 阮征 联系电话 82285620 

单位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 170 号 邮政编码 430016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支出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本级支出项目 

起始年度 2025 终止年度 2025 

项目申请理由 

1.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二条、《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六

条和《湖北省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

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综合设置的原则建立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机构承担动物疫病的监测、检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

控制等技术工作；承担动物疫病净化、消灭的技术工作。 

2.相关性：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是武汉市法定的市级

动物疫病机构，必须要依法开展动物疫病病原监测、抗体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等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 

3.意义：只有长期坚持开展动物疫病监测，才能及时掌握可能出现的动物疫情，更好地

指导全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减少动物疫病造成的损失，保障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公

共卫生安全。 

项目主要内容 

全年计划共开展重大动物疫病抗体监测 2 次，预计分别于 5月、11 月开展。监测项目和

数量分别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抗体 350 份、猪瘟抗体 350 份、猪口蹄疫抗体 350 份、小

反刍兽疫抗体 80 份、牛、羊口蹄疫抗体 220 份、禽流感抗体 1000 份、新城疫抗体 450

份。 确保市级兽医实验室正常运转，保障全市动物疫病监测诊断工作顺利完成。做好市

级重大动物疫情物资储备工作及畜牧科技推广等工作。 

项目总预算 15 项目当年预算 15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 

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3 年预算 15 万元，2024 年预算 15 万元，2025 年申报预算

15 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及理由：当年预算无变动。 

项目当年资金来源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15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5 

其中：申请本级财力年初安排 15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4.单位资金 
 

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项目活动 
活动内容表

述 

支出经济分

类 
金额 测算依据及说明 备注 

动物疫病

防控运行

经费 

监测试剂及

耗材 

商品和服务

支出 
5 

监测规模：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抗体 350 份、

猪瘟抗体 350 份、猪口蹄疫抗体 350 份、

小反刍兽疫抗体 80 份、牛、羊口蹄疫抗体

220 份、禽流感抗体 1000 份、新城疫抗体

450 份。监测成本：猪口蹄疫 25 元/份；猪

瘟 21 元/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28 元/份；

牛口蹄疫 25 元/份；羊口蹄疫 25 元/份；

新城疫 12 元/份；高致病性禽流感 12 元/

份；小反刍兽疫 15 元/份。采样费成本：

猪 40 元/份；禽 10 元/份；牛羊 25 元/份。 

 

动物疫病

防控运行

经费 

采样费 
商品和服务

支出 
2 

 

动物疫病

防控运行

经费 

监测运行、

实验室维护

及其他 

商品和服务

支出 
8 

 

项目采购 

品名 数量 金额 

抗体监测试剂耗材一批 1 批 5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动物疫病防控运行经费 
长期坚持开展动物疫病监测，及时掌握可能出现的动物疫情，更好地指导全市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减少动物疫病造成的损失，保障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 

长期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动物疫病

防控运行

经费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高致病性禽流

感 
12 元/份 

依据年度抗体监测

计划综合测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强制免疫病种

群体抗体合格

率 

≥70% 农业部标准 

质量指标 
监测结果准确

率 
≥98% 

确保样品合格率和

监测结果准确率 

时效指标 持续时间 常年 《动物防疫法》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

标 

保障我市畜禽

群体处于免疫

有效状态 

是 
不发生重大动物疫

情的区域性流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区级动物疫控

机构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 

年度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前年 上年 

预计当

年实现 

动物疫病

防控运行

经费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高致病性禽流

感 
12 元/份 

12 元/

份 

12 元/

份 

依据年度抗体监测

计划综合测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畜禽重大动物

疫病抗体监测

数量 

2800 份 2800 份 2800 份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

印发《武汉市动物

疫病监测与流行病

学调查计划

（2021-2025 年）》

的通知 

抽检养殖场点

总次数 
80 场次 80 场次 80 场次 

检测报告数量 ≥15 份 ≥15 份 ≥15 份 

质量指标 

样品质量合格

率 
≥95% ≥95% ≥95% 

确保样品合格率和

监测结果准确率 监测结果准确

率 
≥98% ≥98% ≥98% 

时效指标 

抗体监测频率 
完成监测

2 次 

完成监

测 2 次 

完成监

测 2 次 

确保按计划完成年

度绩效目标 

检测报告编制 

检测结束

后，5 个工

作日完成 

检测结

束后，5

个工作

日完成 

检测结

束后，5

个工作

日完成 

监测结果时效要求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强制免疫病种

群体抗体合格

率 

≥70% ≥70% ≥70% 农业部标准 

生态效益指

标 

保障我市畜禽

群体处于免疫

有效状态 

是 是 是 
不发生重大动物疫

情的区域性流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区级动物疫控

机构满意度 
≥90% ≥90% ≥90%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 



 

 

表 12-2 
      

单位：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畜牧病虫害防治 项目编码 42010022801T000000102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 

项目负责人 阮征 联系电话 82285620 

单位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 170 号 邮政编码 430016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支出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本级支出项目 

起始年度 2025 终止年度 2025 

项目申请理由 

1.政策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二条 第八十四条、《重大动物疫情

应急条例》第十一条、《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五条、《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

第六条、《湖北省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布鲁氏菌病防控

工作的紧急通知》（鄂政办电〔2017〕11 号）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中心承担动物疫

病的监测、检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动物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的监测以及储备动物疫情

应急处理的防疫物资等工作。 

2.相关性：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是武汉市法定的市级动物

疫病机构，必须要依法开展动物疫病病原监测、两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等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并做好重大动物疫病消毒灭源、储备应急防控物资等等工作。 

3.意义：只有长期坚持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才能及时掌握可能出现的动物疫情，更好地

指导全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减少动物疫病造成的损失，保障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公共卫

生安全。 

项目主要内容 

1.病原监测： 按季度对全市 15 个区重点畜禽集散地、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场等环节开展非

洲猪瘟、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对畜禽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巨大的重要动物疫病病

原的监测。具体项目监测规模：非洲猪瘟病毒 500 份、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500 份、新城疫

病毒 500 份、猪瘟病毒 200 份、口蹄疫病毒 400 份、小反刍兽疫病毒 100 份、高致病性猪蓝

耳病病毒 100 份、猪腹泻病原（3 种病毒）100 份，猪圆环病毒 2 型和 3 型 100 份、猪伪狂

犬病毒 100 份。 

2.流行病学调查：对我市辖区开展部、省级动物疫病净化场以及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创建的种

畜禽场开展主要动物疫病的抗体水平和病原分布情况调查。调查病种包括猪瘟、非洲猪瘟、

牲畜口蹄疫、禽流感、新城疫、禽白血病、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伪狂犬病等。具体项目监

测规模：猪口蹄疫：1600 份；猪瘟：800 份；猪伪狂犬病：1600 份；猪蓝耳病：800 份；非

洲猪瘟抗体：400 份；禽白血病：200 份；新城疫：200 份；高致病性禽流感：400 份。 

3.动物两病监测： 每半年对我市江夏、东西湖等区奶牛场开展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抽样监

测；每半年对我市江夏、蔡甸、新洲、黄陂等区羊场开展布鲁氏菌病抽检监测；对全市各区

委托监测的布病疑似阳性羊只样品进行复核检测。 

4.重大动物疫病消毒：储备应急处理所需的疫苗、药品、设施设备和防护用品等物资。主要

用于非洲猪瘟防控、养殖环节预防、全市零星散发疑似重大动物疫情的处置、疫情发生的高

风险场所（疑似重大动物疫病疫情处置掩埋点、活畜禽交易市场、畜禽屠宰场、畜禽产品批

发交易市场）的消毒和其它应急消毒。 

项目总预算 96.45  项目当年预算 96.45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 

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3年预算 96.45 万元，2024 年预算 96.45 万元，2025 年申报预

算 96.45 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及理由：当年预算无变动。  



 

 

项目当年资金来源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96.45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96.45 

  其中：申请本级财力年初安排 96.45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4.单位资金   

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项目活动 
活动内容

表述 

支出经济

分类 
金额 测算依据及说明 备注 

畜牧病虫害

防治 

监测试剂

及耗材 

商品和服

务支出 
45  

1.病原监测成本：非洲猪瘟病

毒：110 元/份；猪瘟病毒：110

元/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

140元/份;口蹄疫病毒：70 元/

份；小反刍兽疫病毒：110 元/

份；猪伪狂犬病毒：110 元/份；

猪圆环病毒 2 型和 3 型：120 元

/份；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80

元/份；猪腹泻病原（3 种病毒）：

180元/份；新城疫病毒：60元/

份。采样费成本：猪 40 元/份；

禽 10元/份；牛羊 25 元/份。 

2.流行病学调查监测成本：非洲

猪瘟：28 元/份；猪口蹄疫：25

元/份；猪瘟：21元/份；猪伪

狂犬病：16元/份；高致病性猪

蓝耳病：28 元/份；禽白血病：

13 元/份；新城疫：12元/份；

高致病性禽流感：12 元/份。采

样费成本：猪 40 元/份；禽 10

元/份；牛羊 25元/份。 

3.动物两病监测成本：预计年度

监测两病样品共 3500 份，结核

病 82元/份，布病 30元/份。采

样费成本：牛羊 25元/份。 

4.重大动物疫病消毒成本：计划

按相关程序购买消毒药物一批，

预计使用经费 24.9万元。 

  

畜牧病虫害

防治 
消毒药物 

商品和服

务支出 
24.9    

畜牧病虫害

防治 
采样费 

商品和服

务支出 
7    

畜牧病虫害

防治 

监测运

行、实验

室维护及

其他 

商品和服

务支出 
19.55    

项目采购 

品名 数量 金额 

动物病原、流调、两病监

测用试剂耗材 
1 批 45  

消毒药物 1 批 24.9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畜牧病虫害防治 

1.长期坚持开展动物疫病病原监测，及时摸清和掌握武汉地区动物疫病病原存在的类型和分布的状态，

更好地指导全市养殖、交易、屠宰等相关环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减少因动物疫病病原无序传播造成的

损失，保障我市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2.长期坚持开展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及时掌

握可能出现的动物疫情和把握动物疫病的流行趋势，更好地指导全市种畜禽场等关键关节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从源头把握动物疫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减少动物疫病造成的损失，保障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和

公共卫生安全。3.对全市存栏奶牛两病情况和存栏羊只布病情况开展抽检监测，掌握牛、羊等易感动物

两病感染情况，为开展易感动物“两病”净化工作奠定基础，并确保我市生鲜乳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

全。4.通过落实对养殖环节的预防消毒、全市零星散发疑似重大动物疫情的处置的应急消毒、疫情发生

的高风险场所（疑似重大动物疫病疫情处置掩埋点、活畜禽交易市场、畜禽屠宰场、畜禽产品批发交易

市场）的消毒及其它应急消毒，时效性地杀灭或降低环境中病原体的存量，从而减少非洲猪瘟等重大动

物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长期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畜牧病虫害

防治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高致病性禽流感 12 元/份 

依据年度抗体监测计划综合

测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强制免疫监测病

种数 
3 种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

汉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

学调查计划（2021-2025年）》

的通知 

流调新城区监测

个数 
7 个 

《武汉市定点流行病学调查

方案》 

监测奶牛场个数 3 个 
奶牛“两病”监测净化长效

管理制度 

质量指标 监测结果准确率 98% 
依据样品合格率和监测结果

准确率的要求 

时效指标 持续时间 常年 《动物防疫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问题场点疫病风

险提示率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

汉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

学调查计划（2021-2025年）》

的通知 
生态效益

指标 

定期进行全市疫

情预警分析,降

低我市疫病发生

风险 

100% 

提高我市畜禽种

源的健康度 
1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区级动物疫控机

构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 

年度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

实现 

畜牧病虫害

防治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高致病性禽流感 

12元

/份 

12元

/份 
12元/份 

依据年度抗体监测计划综合

测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畜禽重大动物疫

病病原监测数量 

2600

份 

≥

2600

份 

≥2600 份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

汉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

学调查计划（2021-2025年）》

的通知 

流行病学调查监

测数量 

6000

份 

6000

份 
6000 份 

《武汉市定点流行病学调查

方案》 



 

 

布鲁氏菌病监测

数 

1000

份 

2500

份 
2500 份 

依据全市奶牛和羊只实际存

栏量 
结核病监测数 

1000

份 

1000

份 
1000 份 

病原监测频率 

全年

监测 2

次 

全年

监测 2

次 

全年监测

2 次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

汉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

学调查计划（2021-2025年）》

的通知 

流病调查监测频

率 

全年

监测 2

次 

全年

监测 2

次 

全年监测

2 次 

依据实时掌握疫病分布情况

的要求 

两病监测频率 

全年

监测 2

次 

全年

监测 2

次 

全年监测

2 次 
依据年度绩效目标 

消毒物资涉及区

数 
6个 6个 6个 依据全市新城区数量 

质量指标 

样品采集合格率 ≥95% ≥95% ≥95% 
依据样品合格率和监测结果

准确率的要求 
监测结果准确率 ≥98% ≥98% ≥98% 

时效指标 

病原监测检测报

告编制 

5个工

作日

内 

5个工

作日

内 

5 个工作

日内 
依据年度绩效目标 

流病调查监测数

据及时性 

收样完

成后 5

个工作

日内完

成检测 

收样完

成后 5

个工作

日内完

成检测 

收样完成

后 5个工作

日内完成

检测 依据实时掌握疫病分布情况

的要求 

流病调查检测报

告编制 

5个工

作日

内 

5个工

作日

内 

5 个工作

日内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降低人感染结核

病和布病的风险 
是 是 是 

依据确保我市生鲜乳质量安

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有关要求 

问题场点疫病风

险提示率 
100% 100%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

汉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

学调查计划（2021-2025年）》

的通知 

生态效益

指标 

定期进行全市疫

情预警分析,降

低我市疫病发生

风险 

100% 100%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

汉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

学调查计划（2021-2025年）》

的通知 
提高我市畜禽种

源的健康度 
100% 100% 1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区级动物疫控机

构满意度 
≥90% ≥90% ≥90%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 



 

 

表 12-3 
       

单位：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提升项目 项目编码 42010025801T000000105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执行

单位 
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负责人 阮征 联系电话 82285620 

单位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 170 号 邮政编码 430016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支出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本级支出项目 

起始年度 2025 终止年度 2025 

项目申请理由 

1.政策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二条 第八十四条、《重大动物疫情

应急条例》第十一条、《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五条、《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

第六条、《湖北省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布鲁氏菌病防

控工作的紧急通知》（鄂政办电〔2017〕11 号）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中心承担动

物疫病的监测、检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动物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的监测以及储备动

物疫情应急处理的防疫物资等工作。 

2.相关性：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是武汉市法定的市级动

物疫病机构，必须要依法开展动物疫病防控相关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市防控队伍建设，不

断提升我市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3.意义：只有不断提升我市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才能及时掌握可能出现的动物疫情，更好

地指导全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减少动物疫病造成的损失，保障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公

共卫生安全。 

项目主要内容 

1.动物疫病监测：根据周边疫情情况及本市疫病防控情况，动态调整监测频次、扩大监测

覆盖范围，根据需求开展疫病专项监测以便及时发布疫情预警预报，把疫病消灭在萌芽状

态，对全市 15 个区重点畜禽集散地、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场等环节开展动物疫病流行病学

调查、病原监测、动物疫病净化专项监测等工作。 

2.技能实操训练：对兽医实验室技术人员、防疫人员定期组织开展专业训练、能力比对考

核、行业内竞赛及大比武等活动，以确保其能够熟练掌握最新的监测检测技术和方法，严

格遵守实验室的操作规范和安全流程，保障实验的准确性和自身安全，更好地应对各类动

物疫病监测、采样、防控服务等工作。 

项目总预算 60  
项目当年

预算 
60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 

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3年预算 0 万元，2024 年预算 0万元，2025 年申报预算 60 万

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及理由：该项目为 2025 年新增公共项目。  

项目当年资金来源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60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60 

  其中：申请本级财力年初安排 60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4.单位资金   

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项目活

动 

活动内容

表述 

支出经济

分类 
金额 测算依据及说明 备注 

动物疫

病防控

能力提

升项目 

监测试剂

及耗材 

商品和服

务支出 
25  

1.病原监测成本：非洲猪瘟病毒：110元/份；

猪瘟病毒：110 元/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

140元/份;口蹄疫病毒：70 元/份；小反刍兽疫

病毒：110元/份；猪伪狂犬病毒：110元/份；

猪圆环病毒 2 型和 3 型：120 元/份；高致病性

禽流感病毒：80 元/份；猪腹泻病原（3种病毒）：

180元/份；新城疫病毒：60 元/份。采样费成本：

猪 40元/份；禽 10元/份；牛羊 25 元/份。 

2.流行病学调查监测成本：非洲猪瘟：28元/

份：；猪口蹄疫：25元/份；猪瘟：21 元/份；

猪伪狂犬病：16 元/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28

元/份；牛口蹄疫：25元/份；羊口蹄疫：25 元/

份；禽白血病：：15 元/份；新城疫：12 元/份；

高致病性禽流感：12元/份；小反刍兽疫：16

元/份；布鲁氏菌病：10 元/份；结核病：50 元/

份；狂犬病：34 元/份；猪病料病原鉴定：470

元/份；禽鸟病料与环境样本病原鉴定：330元/

份；牛羊病料病原鉴定：220 元/份。采样费成

本：猪 40 元/份；禽 10 元/份；牛羊 25元/份。 

  

动物疫

病防控

能力提

升项目 

技能提升

实操训

练、监测

运行、实

验室维护

及其他 

商品和服

务支出 
35    

项目采购 

品名 数量 金额 

监测试剂及耗材 1 批 25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提

升项目 

长期开展动物疫病防控监测、流调及动物疫病净化、技能培训等工作，及时摸清和掌握武

汉地区动物疫病存在的类型和分布的状态，更好地指导全市养殖、交易、屠宰等相关环节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减少因动物疫病无序传播造成的损失，保障我市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

和公共卫生安全。 

长期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

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动物疫

病防控

能力提

升项目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高致病性禽流

感 
12 元/份 

依据年度抗体监测计划综合测

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强制免疫病种

监测全覆盖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市

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

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质量指标 
监测结果准确

率 
98% 

依据样品合格率和监测结果准

确率的要求 

时效指标 持续时间 常年 《动物防疫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问题场点疫病

风险提示率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市

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

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生态效益

指标 

定期进行全市

疫情预警分析,

降低我市疫病

发生风险 

100% 

提高我市畜禽

种源的健康度 
1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区级动物疫控

机构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 

年度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

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前

年 
上年 

预计当年

实现 

动物疫

病防控

能力提

升项目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高致病性禽流

感 
    12 元/份 

依据年度抗体监测计划综合测

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畜禽重大动物

疫病病原监测

数量 

    3000 份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市

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

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疫病监测区域

范围 
    

≥12 个行

政区 

技能提升实操

训练 
    ≥2 次 

根据湖北省职业技能提升的要

求 

质量指标 
监测结果准确

率 
    ≥98% 依据检测结果准确性的要求 

时效指标 
动物疫病监测

数据及时性 
    

5 个工作

日内 

依据实时掌握疫病分布情况的

要求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问题场点疫病

风险提示率 
    100%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市

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

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生态效益

指标 

定期进行全市

疫情预警分析,

降低我市疫病

发生风险 

    1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区级动物疫控

机构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参与监督 



 

 

第三部分 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5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所有收

入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 

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包括：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农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2025

年收支总预算 1,535.83 万元。比 2024 年预算增加 277.53万元，

增长 22.06%，主要是本年按新标准编列事业单位单列核定绩效

工资及人员待遇清算补发、新增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提升项目，人

员经费及项目经费均较上年增加。 

二、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5年收入预算 1,535.8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 1,535.83 万元，占 100.00%。 

三、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5年支出预算 1,535.8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364.38

万元，占 88.84%；项目支出 171.45 万元，占 11.16%。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25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535.83万元。收入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1,535.83 万元。支出包括：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76.1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92.23 万元、农林



 

 

水支出 1,131.5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35.83 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535.83 万元。其中：本年预算

1,535.83万元，比 2024年预算增加 277.53万元，增长 22.06%，

主要是本年按新标准编列事业单位单列核定绩效工资及人员待

遇清算补发、新增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提升项目，人员经费及项目

经费均较上年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构情况。 

基本支出 1,364.38 万元，占 88.84%，其中：人员经费

1,271.68 万元、公用经费 92.7 万元；项目支出 171.45 万元，

占 11.16%。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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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预算数 92.6 万元，比 2024 年预算

增加 21.04 万元，增长 29.40%，主要是增加退休人员待遇清算

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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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缴费支出（项）2025 年预算数 83.58

万元，比 2024年预算增加 0.82万元，增长 0.99%，主要是增加

每年根据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



 

 

（项）2025 年预算数 92.23 万元，比 2024 年预算减少 0.69 万

元，下降 0.74%，主要是减少每年根据医疗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

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2025 年预

算数 960.14万元，比 2024年预算增加 219.57万元，增长 29.65%，

主要是增加在职人员按新标准编列事业单位单列核定绩效工资

及人员待遇清算补发。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 病虫害控制（项）2025 年

预算数 171.45 万元，比 2024 年预算增加 55.11 万元，增长

47.37%，主要是增加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提升项目。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2025年预算数 85.25 万元，与 2024 年预算基本持平。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2025

年预算数 16.94万元，比 2024年预算增加 0.78万元，增长 4.83%，

主要是增加按房改政策规定发放的提租补贴。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2025

年预算数 33.64万元，比 2024年预算增加 1.88万元，增长 5.92%，

主要是增加按房改政策规定发放的购房补贴。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364.38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1,271.68 万元，包括： 

工资福利支出 1,160.61 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

福利支出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1.07 万元，主要用于：生活补助、

医疗费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等。 

 (二) 公用经费 92.7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

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公务

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安排情况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8.58 万元，比 2024

年减少 0.3万元，下降 3.38%，主要是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 

1.因公出国(境)经费 0万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7.3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3 万元)，比上年增加减少 0.3 万

元，下降 3.38%，主要原因是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方面的支

出。 

3.公务接待费 1.28 万元，与上年持平。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5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5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项目支出安排情况 

2025年项目支出 171.4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本年拨

款 171.45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动物疫病防控运行经费 15万元，主要用于全年开展重大动

物疫病抗体监测，确保市级兽医实验室正常运转，做好市级重大

动物疫情物资储备及畜牧科技推广等工作。 

畜牧病虫害防治 96.45万元，主要用于动物疫病病原监测、

流行病学调查、动物两病监测、重大动物疫病消毒储备等工作。 

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提升项目 60万元，主要用于长期开展动

物疫病防控监测、流调及动物疫病净化、技能培训等工作。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事业运行经费情况 

2025年事业运行经费 92.7万元(即单位公用经费)，比 2024

年减少 3.04 万元，降低 3.18%，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压减不可预

见公用经费预算 20%。 

(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5 年政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 7.48 万元，比上年度减少

2.01万元，降低 21.18 %，主要原因是减少办公设备购置。其中：

货物类 0.3万元，工程类 0万元，服务类 7.18万元。 

(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安排情况 

2025年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支出合计 0 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共有车辆 4 辆，其中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4 辆。单价 100 万元(含)

以上设备(不含车辆)1 台(套)。2025 年新增(减少)国有资产   

0 万元。 

(五)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5年，预算支出 1,535.83 万元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目标管

理。设置了整体支出绩效目标、3 个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同

时，拟对 2024 年单位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评价

结果依法公开。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

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本部门使用的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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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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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缴费支出（项） 

3.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 

4.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 

5.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 病虫害控制（项）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 

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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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纳入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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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

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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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事业运行经费：指为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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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 

 

备注：本报告中金额转化为万元时，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