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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西省地质博物馆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江西省地质博物馆为省地质局所属正处级公益一类事

业单位，主要承担地球科学知识和全省地质成果展示、地质

标本典藏和陈列展览、地学科普，以及地质资料文献收储、

综合研究及数据化建设等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地学科普教

育和宣传，收藏、征集、陈列、鉴定、交流各类地质、矿产

等实物标本，承担国土资源相关领域的科普和科研项目及地

质遗迹资源的调查、评价与评估和各类地学相关咨询服务。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3 年江西省地质博物馆内设科室 10 个，包括：办公

室、组织人事科、藏品保管室、标本技术研究、藏品保管室、

标本技术研究室、标本展览室、科普室、地质资料管理室、

数字化室、资料查阅室、地质文献管理室。

编制人数小计 120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120

人。实有人数小计 271 人,其中：在职人数小计 89 人,全部

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89 人。退休人数小计 182 人。



第二部分 江西省地质博物馆 2023 年单位预算表









备注：该表无数据。

备注：该表无数据。





第三部分 江西省地质博物馆 2023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3 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3年江西省地质博物馆收入预算总额为4499.6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34.43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4150.9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685.80 万元;国库集中支付网上

结转 348.6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48.63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3年江西省地质博物馆支出预算总额为4499.6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34.43 万元; 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 基本支出 3024.61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19.44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801.8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179.2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5万元,

资本性支出 8.6 万元。项目支出 1474.99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1014.99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1424.99 万

元,资本性支出 50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 科学技术支出 100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10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0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0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3919.6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54.43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支出 38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80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 工资福利支出 2801.8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32.1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604.2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856.0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5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3.48万元;资本性支出58.6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2.74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3 年江西省地质博物馆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4499.6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34.43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 科学技术支出 100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00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919.60 万

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80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3024.61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19.44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801.8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179.2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5万元,

资本性支出 8.6 万元。项目支出 1126.36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666.36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1076.36 万元,

资本性支出 50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3 年本单位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

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2023 年本单位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3 年本单位非行政参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3 年政府采购总额 15.1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

算 8.6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6.5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单位共有车辆 5 辆,其中：一

般公务用车实有数 5 辆。

2023 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未安排购置单位价

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九）数字江西地质建设项目的研发与应用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概述

本项目在江西省地质局原有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新建及

升级改造，按照“1+1+1+1”架构，打造 1 个综合管理平台、

1 个项目管理平台、1 个地质大数据平台和 1 个信息化系统

迁移改造，全面提升综合办公能力、信息安全能力、监管能

力、决策支持能力等，服务好地质局 20 多家下属机构及 2

万余名使用者。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系统及升级改造原有系统（建设

内容无涉密内容），利用地理信息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先进技术，对江西省地质局各业务信息数据进行数据采集、

分类存储，智能分析、业务数据综合比对、趋势统计汇总、

数据综合展示、数据安全保障等，涉及硬件设备及服务资源

向省信息中心进行申请。

建设内容为：（1）新建综合管理平台；（2）新建项目

管理平台；（3）升级改造地质大数据平台；（4）信息化系

统迁移改造。

2）立项依据

1、《“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2、《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国发〔2015〕50 号；

3、《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

业态的意见》国发〔2015〕5 号；

4、《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勘查和测绘行业安全生

产管理的指导意见》；

5、《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开展智慧城市时空信息

云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国测国发〔2012〕122 号；

6、《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开展智慧城市时空信息

云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7、《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工作方案》国

土资发〔2010〕113 号；

8、《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国信发〔2006〕2 号；



9、《自然资源部关于促进地质勘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自然资发〔2021〕71 号；

10、《2020 年自然资源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要点》

自然资办函〔2020〕962 号；

11、《关于印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7〕39 号；

12、《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审计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赣发

改高科技〔2021〕1100 号；

13、《江西省地质局关于落实省委省政府双“一号工程”

推进地质领域深化发展和改革的实施意见》赣地质发〔2022〕

14 号。

3）实施主体

江西省地质博物馆。

4）实施方案

采用共建共享、分步实施、分级部署的策略开展数字江

西地质建设，有利于节约项目建设成本、减少项目建设周期、

确保项目建设高质量完成、提高项目成果复用性，经济高效

地完成全局信息化建设，加快推动局经济向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方向转型。

系统总体融合应用 GeoPortal、ABC（AI、BigData、Cloud）

等技术，全面开展平台中心、业务应用等关键领域的设计，



构建数字江西地质，强化地质信息化建设的安全、标准规范、

运行管理保障。

1、网络拓扑结构设计

数字江西地质项目部署在政务云环境中，运行的环境依

托于政务云的政务网和互联网。

在政务网环境下，各个局属单位通过平台按照数据采集

的要求进行数据的汇交，智慧大脑通过平台获取到基础数据

进行核算，并将核算的结果进行统一的展示分析；各个单位

根据平台的要求将各业务系统数据汇总交给平台，由地质局

对业务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分析。

在互联网环境下，建立面向全局人员服务的统一的项目

管理平台移动端，移动办公系统作为一种无纸化的新型办公

形式，在局办公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欢迎，也越来越

重要。

2、技术架构设计

顺应新技术发展趋势，以创新驱动地质业务管理，加大、

加快、加深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地质业务管理创新中的应用，

融合 IT（信息技术）、CT（通信技术）、DT（数据技术），

构建全面融入系统建设的技术体系，强化“数据驱动、服务

共享、AI 赋能”的技术能力群，形成集数据存储－计算－服

务－可视化于一体的技术生态，助力地质业务管理信息化建

设。



3、数据架构设计

通过开展数据资源研究和梳理整合，地质大数据中心汇

集各类空间资源数据与专题业务数据，基于以上基础，综合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统筹建设地质时空

数据库形成可提供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时空数据库，包括

基础地质、矿产地质、水工环地质、地理信息等相关数据的

专题数据。将各类资源数据持续汇聚、整合、入库、更新，

进而形成横向上跨部门的地质业务、总体上图属关联联动、

应用与服务一体的创新型数据服务体系。

4、综合管理平台

平台面向两个不同的应用端进行内容的设计，即桌面端、

移动端。包括两个主要的系统，分别是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和

数字江西地质智慧大脑，为全局所有的业务系统提供统一的

用户名密码，并将全局的运转情况集中展示在智慧大屏上，

供领导查看。

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提供统一认证和授权机制，指访

问同一服务器不同应用中的受保护资源的同一用户，只需要

登录一次，即通过一个应用中的安全验证后，再访问其他应

用中的受保护资源时，不再需要重新登录验证。解决了用户

只需要登录一次就可以访问所有相互信任的应用系统，而不

用重复登录。平台将为地质局各层级单位制定统一的接入门

户规范、设计通用的对接接口，为新建系统提供统一的接入



标准和规范。平台数字江西地质智慧大脑基于人工智能+物

联网（AIoT）、智能云、边缘计算等技术，摆脱了传统式建

设中一直都具有的设备、数据、体验和服务割裂的问题，实

现了智能设备真正的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化。就在于打通局

各单位产品体系和数据间的壁垒，实现连接和智能化，以用

户数据驱动，实现数据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对地质局进行

全时空数据的即时分析，有效调配公共资源支撑环境，不断

完善局内治理，推动地质事业可持续发展。

5）实施周期：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6）年度预算安排：396.94 万元。

二、2023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 年江西省地质博物馆"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安排

19.5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0 万元,比上年增（减）0 万元，主要原因是：

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接待 6 万元,比上年减 3 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

实际情况，单位公务接待下降。

公务用车运行 13.5 万元,比上年增 2.7 万元，主要原因

是：主管单位调拨给我单位一辆汽车。

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比上年增（减）0 万元，主要原因

是：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2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2060902，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重大项目（款）

重点研发计划（项）指我局承担重点研发计划有关经费支出。

（二）208050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

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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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150199，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资源

勘探开发（款）其他资源勘探业支出（项）指除煤炭勘探开

采和洗选、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黑色金属矿勘探和采选

等项目以外其他资源勘探业方面的支出。

（四）224060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类）自然

灾害防治（款）地质灾害防治（项）指用于防治地质灾害方

面的支出。

三、相关专业名词



（一）机关运行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

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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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公”经费：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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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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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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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