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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加快蔬菜产业发展，保障菜篮子产品有效供给，四川省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的

通知》（川办发〔2017〕86 号），南充市政府为保障南充市主

城区 120 万城市居民鲜活蔬菜需求，搞好“菜篮子”产品有效供

给和菜农稳定增收，南充市政府办于 2018 年 5 月发布《关于印

发南充市“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南

府办发〔2018〕17号）。从 2011年起，南充市政府明确市级财

政每年预算 1000.00 万元作为菜田建设资金，并按 GDP 增速逐

年递增，用于新建和改造专业菜田的以奖代补，蔬菜新品种（技

术）的引进推广、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扶持奖励等。

“2018 年乡村振兴战略——蔬菜基地建设”项目资金 2018

年度计划财政投资 1790.00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 190.00 万元、南

充市市级财政安排 1000.00 万元、县（市、区）财政安排 600.00

万元（南委办〔2018〕32 号）。市财政安排资金按照阶段建设

进度，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30日（南财专〔2018〕643 号）和 2018

年 12 月 10 日（南财专〔2018〕909号）分两批向 127个实施单

位累计拨付奖补资金 1000 万元，其中基地建设奖补 48个单位共

500.00 万元，蔬菜产业发展奖补 66 个单位共 390.00 万元，三新

技术集成创新与引进示范 7 个单位 60.00 万元，产地初加工奖补

3 个单位共 30.00 万元，三品一标创建奖补 3 个单位共 2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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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资金到位率 100%。截止 2019 年 7 月 10 日，南充市 9 个县

（市、区）累计兑现市级专项奖补资金 920.00 万元，资金使用

率达到 92.00%。

二、评价结论

评价工作组通过现场调研、询问座谈、问卷调查、电话沟通、

资料核查、比对分析等多种方式方法综合评价，2018 年“2018

年乡村振战略——蔬菜基地建设”项目评价得分：97.9 分。同时

工作组通过将“2018 年乡村振兴战略——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实施效果与绩效目标对比，项目全年新（改）建专业菜地 3.17

万亩，超过目标任务 5.70%；培育 100 亩以上生产主体 114 个，

超目标任务 14.00%；培育产销主体 11个，超目标任务 20.00%；

推广“三新技术”12.10 万亩，超目标任务 38.00%；本地鲜食蔬

菜市场综合供给率达 57.30%，相比较 2017年提升 5.30个百分点。

“2018 年乡村振战略——蔬菜基地建设”项目在实现预期基础

上各个方面都超出了预期绩效目标。因此，工作组最终认定“2018

年乡村振兴战略——蔬菜基地建设”项目的评定等级：优秀。

总体来看，项目实施效果显著，在确保了南充市主城区 120

万居民鲜活蔬菜需求供给的同时也实现了部分专业菜田的新建

和改造，蔬菜新品种（技术）的引进推广、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扶

持，在调研过程中群众对项目实施的效果总体满意度达到了 98%

以上。但与此同时，评价工作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个别县（市、

区）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过程动态监管还需加强，且对该项

目政策宣传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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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主要问题

（一）个别县（市、区）对项目和资金缺乏动态追踪

调查发现，专项资金在下拨到乡镇财政所之后，个别县（市、

区）项目主管部门缺乏对资金的动态追踪和监管。

（二）对蔬菜基地建设项目有关政策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调研走访了解到，部分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对于城郊专

业蔬菜基地项目申报信息不完全了解，对蔬菜基地建设项目有关

政策方面的宣传还需加强。

（三）资金拨付慢，影响资金使用效益

个别乡镇财政所在收到该项目资金后，未能及时下拨，造成

资金闲置。影响项目的进度实施和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相关建议

（一）建立项目资金的动态监管体系

建立和完善项目和资金动态监管体系，明确各级部门和单位

职责，由乡镇直接联系建设单位追踪项目的建设情况和资金的使

用情况，并及时反馈，给上级部门进行项目监管提供支持。

（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各地项目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加大对蔬菜基地建

设项目有关政策的宣传，让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都能了解项

目的具体内容。

（三）加快资金拨付进度

各地应在收到上级下拨资金后，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拨付，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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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与资源配

置，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南充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南财预〔2019〕14 号），

四川金财纵横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受

托对南充市农业农村局“2018 年乡村振兴战略——蔬菜基地建

设”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我公司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本着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绩效导向”的原则开展评价

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内容

为保障南充市主城区 120 万城市居民鲜活蔬菜需求，搞好

“菜篮子”产品有效供给和菜农稳定增收，南充市政府办 2018

年 5 月发布《关于印发南充市“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

施细则的通知》（南府办发〔2018〕17 号）。南充市政府明确

市财政每年预算 1000 万元作为菜田建设资金，并按 GDP 增速逐

年递增，用于新建和改造专业菜田的以奖代补，蔬菜新品种（技

术）的引进推广、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扶持奖励等。

“2018 年乡村振战略——蔬菜基地建设”（以下简称蔬菜

基地）项目拟在南充市全市新（改）专业蔬菜基地 3 万亩，引进

试验新品种 200 个，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改进试验和示范推广面

积 10 万亩，培育 100 亩以上的生产主体 100 个，培育蔬菜产销

主体 10 个，进一步增强本地鲜食蔬菜供给能力，确保本地蔬菜

市场供给充足，同时带动菜农和蔬菜基地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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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蔬菜基地项目计划财政投资 1790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 190

万元、南充市市级财政安排 1000 万元、县（市、区）财政安排

600 万元（南委办〔2018〕32 号），蔬菜基地项目政府资金来源

情况见图 1-1。

蔬菜基地项目市级财政资金到位情况见表 1-1。

表 1-1 蔬菜基地项目市级财政资金到位情况

时间 文件号 市级资金（万元）实施单位（个）

2018/9/30 南财专〔2018〕643号 500 62

2018/12/10 南财专〔2018〕909号 500 65

合 计 1000 127

截止 2019 年 7 月 10 日，南充市 9 个县（市、区）合计 127

个建设单位累计兑现市级专项奖补资金 920 万元，资金使用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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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2%。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见表 1-2。

表 1-2 蔬菜基地项目市级资金使用情况

奖补类型
建设单位

（个）

财政资金

（万元）

资金比率

（%）

基地建设 48 500 50.00%

蔬菜产业发展 66 390 39.00%

三新技术集成创新与引进示

范
7 60 6.00%

产地初加工 3 30 3.00%

三品一标创建 3 20 2.00%

合计 127 1000 100.00%

蔬菜基地项目建设在重点支持基地建设、产业发展、主体培

育、品牌创建、市场营销和三新技术的引进示范与推广的基础上，

报南充市农业农村局党组集体研究决定后，函报市财政送市委、

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后划拨南充市 9 个区（市、县），项目资金

划拨分布见表 1-3。

表 1-3 2018年蔬菜基地专项资金划拨情况

县市区
资金合计（万元）实施单位合计（个） 资金合计

（万元）

资金比率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一批 第二批

顺庆区 100 75 11 9 175 17.50%

高坪区 40 40 6 4 80 8.00%

嘉陵区 85 70 10 11 155 15.50%

西充县 85 125 11 14 210 21.00%

阆中市 65 90 7 13 155 15.50%

南部县 35 10 3 2 45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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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安县 40 30 6 5 70 7.00%

仪陇县 25 20 3 3 45 4.50%

营山县 25 25 4 3 50 5.00%

其他 0 15 注 0 2 15 1.50%

合计 500 485 61 66 1000 100%

注：第二批次财政资金包含市农牧业局（市蔬菜办）奖补资金 10万元，主要用于“三新技术”引进示范现

场建设，实用生产技术培训等；市农科院（蔬菜所）奖补资金 5万元，主要用于南充市蔬菜价格早期预警与生产

供给调控研究、实用生产技术培训等。

（三）项目组织架构

南府办发〔2018〕17 号文件规定，建立由市农业农村局牵

头，市商务粮食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

市环境保护局等 11 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南充市“菜篮子”工程建

设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组织协调基地建设中资金、项目等工作。

南充市“菜篮子”工程建设联席会议下设市蔬菜办公室（挂

靠市农业农村局经作站），负责基地规划、管理、考核等日常工

作。各县（市、区）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具体承担本辖区

的建设、管理工作。

（四）财政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南充市城郊专业蔬菜基地建设项目管理，进一步规范

项目奖补程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南充市

农业农村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南充市城郊专业蔬菜基地项

目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南市农牧函〔2018〕291 号）。意见一

是明确了“支持基地建设、支持产业发展、支持主体培育”等项

目支持范围、对象和标准；二是明确了“项目申报、动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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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奖励”等立项和奖补程序；三是明确了“唯一申报、绩效考

核、资金追回、公开公平公正”等项目管理；四是明确了“项目

申报书、建设资金绩效评价表”等样表、“基地建设规划

（2011-2020年）”等附件。

（五）项目管理情况

按照属地管理和绩效考核原则，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组织有基础的蔬菜经营主体和相关部门编制《南充市城郊专业蔬

菜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报市农业农村局经作站备案实施。市

农业农村局经作站根据备案，指导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搞

好建设动态监管；年终根据年初申报和过程跟踪，会同市财政农

业科提出市级财政奖补方案，报市农业农村局党组研究通过后函

报市财政局呈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再由市财政划拨各县

（市、区）财政；县级农业农村局和财政根据市财政资金文件逐

项实地验收，验收合格后兑现奖补。

（六）项目监管情况

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南充市农业农村局采取多项措施保障

项目按期按质完成：一是 2017 年底下发《关于报送 2018 年度南

充市城郊专业蔬菜基地建设项目的通知》，征集项目实施单位、

实施内容和实施规模，科学编制 2018 年度项目建设计划，项目

实行备案实施、常态跟踪、动态管理的监管形式。二是年初按月

细化目标任务，明确项目监管责任主体和责任人。三是建立“周

督查、月通报、季巡视、半年评比、年终总结”推进机制，每周

跟踪进度，每月将问题和建议反馈相关部门。三是半年组织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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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项目承建单位和管理部门召开流动现场会，形成竞相

建设态势。四是年底市、县（市、区）相关部门深入实地进行建

设绩效评价，认真核实建设成效。

（七）项目绩效目标

蔬菜基地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是推进南充市城郊蔬菜基地

建设，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进蔬菜新品种，促进新技术引进试

验与示范推广，最终项目设定在全市新（改）建专业蔬菜基地 3

万亩，引进试验新品种 200个，蔬菜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和

示范推广面积 10 万亩，培育 100 亩以上的生产主体 100 个，培

育蔬菜产销主体 10 个的项目建设绩效目标。

二、评价工作简述

（一）评价目的

按照项目决策、管理及绩效三类指标，对项目决策、资金支

出行为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评价项目决策与资金

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

提出完善资金管理的制度机制、提升资金使用效益的相关建议，

进一步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优化资源配置，

为以后年度相关决策及预算安排提供参考依据。

（二）评价思路及关注重点

总体评价思路如下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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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总体评价思路

评价关注重点：①政策宣传补助对象的准确性；②评审流程

的规范性、透明度；③评审结果的公平、公正性；④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⑤蔬菜基地建设成效、生产经营主体满意度等项目绩效

完成情况。

（三）评价方式方法及程序

本次评价采取全面评价和重点评价相结合、现场评价和非现

场评价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并采取座谈询问、实

地勘察、分析对比、调查问卷等多种方法开展评价。

评价工作分为评价工作前期准备、实施评价和形成报告三个

阶段。各阶段主要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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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准备阶段：收集相关的政策、文件资料，了解项目情况，

确定评价重点及思路，根据项目特点制定评价指标体系、调

查问卷、基础数据表等工作底稿，并通知项目单位准备相关

资料；

 实施评价阶段：进驻现场实地调研，核查资料，面对面访谈

询问，抽样选点，实地勘察及入户调查，评议打分等；

 报告撰写阶段：整理、分析并复核项目资料，形成初步评价

结果，撰写评价报告初稿，征求委托单位和项目单位意见后

定稿。

（四）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根据《南充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

通知》（南财预〔2019〕14 号）指标体系框架，结合项目实际

情况与特点，在与专家组、项目单位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评价工

作组细化了该专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1。

评价指标体系总分值为 100 分，包括项目决策、项目管理、

项目绩效三个一级指标，同时针对一级指标制定二、三、四级指

标，其中决策 20分，项目管理 25分，项目绩效 55分。

指标体系得分计算过程如下：

二级指标评分＝∑本级所含有的三级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得分＝∑本级所含有的二级指标小计得分

绩效评价综合绩效级别分为 4 个等级：

综合得分在 90-100 分（含 90 分）为优秀；

综合得分在 75-90分（含 75 分）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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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得分在 60-75分（含 60 分）为一般；

综合得分在 60 分以下为较差。

（五）选点及抽样调查

本项目涉及的项目单位主要包括南充市农牧业局以及蔬菜

基地建设的属地县，即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西充县、阆中

市、南部县、蓬安县、仪陇县、营山县等 9 个县（市、区）相关

单位，主要奖补对象为蔬菜基地建设单位。本次蔬菜基地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选取嘉陵区、西充县、南部县、阆中市、仪陇县 5 个

县作为抽样对象，深入走访、调研嘉陵区、西充县、南部县、蓬

安县 4 个县（市、区）蔬菜基地建设主管单位收集蔬菜基地建设

相关的申报、审核、监管以及资金管理相关的制度和文件，对蔬

菜基地建设单位的 60 名工作人员、30 个获得 2018 年获得蔬菜

基地建设奖补资金的建设单位以及 30 个申请但未获批的建设进

行调查，获得调查问卷 120份。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评价工作组通过现场勘察、询问座谈、入户调查、资料核查、

比对分析等多种方式方法综合评价，本项目综合得分：97.9 分，

专项综合绩效评定结论为：优秀。

项目决策、管理及绩效总体得分情况见表 3-1、图 3-1，各

项具体指标评分情况见附件 1《指标体系及评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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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18年度蔬菜基地建设专项资金评分简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

绩效目标 6 6 100.0%

决策管理 7 7 100.0%

资金分配 4 4 100.0%

分配结果 3 2.8 93.33%

①项目决策方面评价 20 19.8 99.00%

项目管理

资金到位 6 6 100.0%

资金管理 6 5.6 93.33%

财务管理 4 4 100.0%

组织实施 9 8.5 94.44%

②项目管理方面评价 25 24.1 96.40%

项目绩效

项目完成 20 19.4 97.0%

项目效益 30 29.6 98.67%

满意度 5 5 100.0%

③项目绩效方面评价 55 54 98.18%

合 计 100 97.9 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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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三方面总体分析如下：

 项目决策方面：蔬菜基地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决策充分契

合南充市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项目资金分配结合《南充

市 20 万亩专业蔬菜基地建设规划（2011-2020年）》，同时还兼

顾了脱贫奔康蔬菜产业园建设和培育乡村振兴支柱产业培育，资

金分配依据科学充分，分配结果公平合理；项目申报的整体绩效

目标与实际相符且合理可行；但也存在对项目有关政策的宣传还

不够，对项目的申报、审批、资金管理使用等情况的公告公示还

需要加强。

 项目管理方面：蔬菜基地建设项目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管

理组织架构，在南充市“菜篮子”工程建设联席会议下设市蔬菜

办公室（挂靠市农业农村局经作站），负责基地规划、管理、考

核等日常工作。各县（市、区）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具体承

担本辖区的建设管理工作。同时，蔬菜基地建设项目建立了一整

套从项目申报、评审 、实施、动态跟踪、验收再到最终兑现奖

补的完善的工作体系。另外，为加强蔬菜基地建设项目资金管理，

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南充市城郊专业蔬菜基地

项目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南市农牧函〔2018〕291 号）规范资

金管理，项目专项资金管理从市级到各县（市、区）资金拨付及

时，但是在县（市、区）进一步下发资金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建设

单位部分未能在 2018 年底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导致项目未能及

时验收，截止 2019 年 7 月 10 日仍有 80 万奖补资金未能及时兑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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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绩效方面：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2018 年新（改）建

专业菜地 3.17 万亩，超过目标任务 5.70%；培育 100 亩以上生产

主体 114 个，超目标任务 14%；培育产销主体 11 个，超目标任

务 20%；推广“三新技术”12.10万亩，超目标任务 38%；本地

鲜食蔬菜市场综合供给率达 57.30%，相比较 2017 年提升 5.30

个百分点。评价认为，该项目不仅超目标完成了绩效目标任务，

有力的保障了南充市主城区 120 万城市居民鲜活蔬菜需求，还有

力促进了菜农稳定增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效果显著。

（二）项目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项目决策指标下设 4 个二级指标、10 个三级指标，分值总

分 20 分，蔬菜基地建设项目评价得分 19.8 分，得分率 99.00%。

扣分原因：项目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执行公告公示制度不到

位，扣 0.2 分。每项指标的详细内容、评分情况及扣分原因见表

3-2。

表 3-2 项目决策类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分值 评价得分 得（扣）分原因说明

绩效目标

目标内容 清晰明确 2 2 项目绩效目标清晰明确

进度计划 明确 2 2 有明确的时间进度

目标匹配 符合实际 2 2 绩效目标符合实际需求

决策依据

政策依据 符合实际 2 2 依据充分

实施规划
连续性 1 1 连续实施

合理性 1 1 规划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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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性 1 1 每年进行相关调整

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 1 1 有评审制度文件

内容明确 1 1 有明确的评审标准和程序

资金分配
分配方法 科学合理 2 2 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分配过程 符合规定 2 2 资金分配过程符合规定

分配结果

宣传和公告公
示

资料证明 2 1.8 项目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执
行公告公示制度不到位

资金均衡 均衡合理 1 1 资金分配依据规划和地方实
际需求进行均衡分配

合计 20 19.8

2.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指标下设 4 个二级指标、8 个三级，分值总分 25

分，评价得分 24.1 分，得分率 96.40%。

扣分原因：制度执行不够严密。在实地调研走访过程以及在

同县（市、区）相关单位座谈中了解到部分单位未能及时履行监

管职责，扣 0.4 分；访谈现场查阅蔬菜基地申报材料发现，个别

申报日期和审批日期不符合逻辑，扣 0.5 分。每项指标的详细内

容、评分情况及扣分原因见表 3-3。

表 3-3 项目管理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分值
评价得
分

得（扣）分原因说明

资金到位
（6分）

分配时效
（3分）

市级分配 3 3 未经过市主管部门进行
再次分配

资金拨付
（3分）

及时 3 3 按照规定及时拨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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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
（6分）

资金使用
（4分）

合规 4 4
现场查账未发现有资金
使用不合规或现金发放

的情况

资金监管
（2分）

监管严密 2 1.6
资金拨付到县（市、区）
单位，部分单位未能及时
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管

财务管理
（4分）

财务制度
（2分）

健全 2 2 财务制度健全规范

会计核算
（2分）

规范 2 2 现场查账，未发现存在有
不规范问题

组织实施
（9分）

制度健全
（4分）

健全 4 4 制度健全

制度执行
（5分）

严格执行 5 4.5
现场查阅资料发现极少
数建设单位的申请书时
间和审批时间不合逻辑

合计 25 24.1

3.项目绩效

项目绩效指标下设 3 个二级指标、10 个三级，分值总分 55

分，评价得分 54分，得分率 98.18%。

扣分原因：通过对调研县（市、区）反馈的情况以及在市农

业农村局的自评报告可以看出，目前仍然存在不少于 2 个建设单

位的奖补资金未能及时兑现，因此在项目完成数量扣 0.6 分；同

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95%及以上的业主普遍认为项目实施的效

果较好，而且项目实施预期的各项绩效指标都超出预期绩效指

标，但是仍然有 5%的建设单位认为奖补资金的公平性有待进一

步提升，公平性扣 0.4 分。每项指标的详细内容、评分情况及扣

分原因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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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项目绩效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分值 评价得分 得（扣）分原因说明

项目完成
(20)

完成数量
（6分）

建设单位完成数
量

6 5.4 不少于 2个建设单位未兑
现奖补资金

完成质量
（6分）

奖励对象准确性 6 6 现场查看申请资料及抽样
调查，验收合格比率 100%

完成时效
（4分）

预算执行进度 4 4 100%完成

完成成本
（4分）

—— 4 4 成本控制在预算内

项目效益
（30分）

经济效益
（8分）

带动菜农稳定增
收

8 8 项目资金带动示范作用明
显，亩增收入提高 150%

社会效益
（12分）

鲜活蔬菜供应能
力

4 4 本地鲜食蔬菜综合供给率
较 2017年提升 5.3%

蔬菜经营主体培
育

4 4 培育 100亩以上生产主体
114个，产销主体 11个

新品种新技术引
进

4 4 推广“三新技术”12.1万
亩

生态效益
（4分）

—— 4 4 农膜用量减少 230吨，减
少化肥用量 6000吨

公平效率
（2分）

—— 2 1.6 5%的建设单位认为奖补
资金的公平性有待提升

可持续效益
（4分）

—— 4 4 项目实施可持续性强

满意度
（5分）

对象满意度
（5分）

市民对蔬菜供给
是否满意

3 3 问卷调查未出现不满意

业主对项目实施
是否满意

2 2 问卷调查未出现不满意

合计 55 54

四、存在主要问题

（一）个别县（市、区）对项目和资金缺乏动态追踪

调查发现，专项资金在下拨到乡镇财政所之后，个别县（市、

区）项目主管部门缺乏对资金的动态追踪和监管。

（二）对蔬菜基地建设项目有关政策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调研走访了解到，部分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对于城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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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蔬菜基地项目申报信息不完全了解，对蔬菜基地建设项目有关

政策方面的宣传还需加强。

（三）资金拨付慢，影响资金使用效益

个别乡镇财政所在收到该项目资金后，未能及时下拨，造成

资金闲置。影响项目的进度实施和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相关建议

（一）建立项目资金的动态监管体系

建立和完善项目和资金动态监管体系，明确各级部门和单位

职责，由乡镇直接联系建设单位追踪项目的建设情况和资金的使

用情况，并及时反馈，给上级部门进行项目监管提供支持。

（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各地项目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加大对蔬菜基地建

设项目有关政策的宣传，让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都能了解项

目的具体内容。

（三）加快资金拨付进度

各地应在收到上级下拨资金后，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拨付，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影响项目的进度实施和资金的使用效益。

六、附件

附件 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附件 2：调查问卷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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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蔬菜基地建设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解释/评价内容

（公式计算结果＝x）

评分标准（得分比值）

评价方法
评价

得分
得（扣）分原因说明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0 0.3 0.6 0.8 1

合 计 100 97.9

项
目
决
策

（20

分
）

绩
效
目
标

目标

内容

清晰明

确
2

项目预期提供的产品、服务、效益

或其他目标明确性

4处及

以上

不明

确

3
处不

明确

2处
不明

确

1处不

明确
明确

查阅项目申报、批复等有关文件，重点检

查数量、质量、功能、受益群体满意度等

目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

可持续效益等是否明确、可量化。根据发

现绩效目标不明确的数量判断得分档次。

2 项目绩效目标清晰明确

进度

计划 明确 2 项目计划实施进度明确
不明

确

基本

明确
明确

查阅项目申报、批复等有关文件，重点检

查项目计划实施进度是否明确。其中只有

完成时间或时限的为基本明确，有分布实

施步骤和分步完成时间的为明确。

2 有明确的时间进度

目标

匹配

符合实

际
2 绩效目标设定符合实际需求

4处及

以上

不匹

配

3处
不匹

配

2处
不匹

配

1处不

匹配
匹配 检查绩效目标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吻合度。 2 绩效目标符合实际需求

决
策
依
据

政策

依据
符合实

际
2

项目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符合当前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

不符

合
符合

检查项目设立有无相关文件规定或领导批

示；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的执行时限是否已

经到期；项目是否已明显不适应当前经济

社会实际需求。

2 依据充分

实施

规划

连续性 1
连续性项目根据需要制定中长期实

施规划
无 有

无需制定中长期实施规划的项目、阶段性

或短期项目不扣分（正在制定规划视为

有）。

1 连续实施

合理性 1 实施规划符合实际
不符

合

基本

符合
符合 检查项目实施规划是否符合实际。 1 规划合理

适时性 1 实施规划有无根据变化适时调整 无 有
检查项目规划是否根据情况变化适时修

改。
1 每年进行相关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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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决
策

（20

分
）

管理

制度

健全完

善
1 是否制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无 有 检查是否制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1 有评审制度文件

内容明

确
1 项目资金分配决策程序明确

不明

确

基本

明确
明确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基本要素齐全为基本

明确，若有资金使用范围、申报条件、拨

付程序等为明确。二者都不具备则为不明

确。

1 有明确的评审标准和程序

资
金
分
配

分配

方法

科学合

理
2 资金分配方法是否科学合理

不合

理
一般 合理

有明确的分配依据，实行因素分配法分配

的有明确的因素内容，据实据效分配的项

目，有明确的实施方案或计划，均满足为

合理，有分配依据或分配要素但不明确为

一般，无则为不合理。

2 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分配

过程

符合规

定
2 分配过程符合相关规定

不符

合
符合

重点检查是否按相关规定进行专家评审、

公告公示、投资评审、审核报批等。
2 资金分配过程符合规定

分
配
结
果

宣传

和公

告公

示

（2
分）

资料证

明
2

符合申报条件的抽样项目点个数/
抽样项目点总数×100%

否 是

重点检查是否据实申报项目，有无存在虚

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

况，某项目点发现一例未据实申报的，则

该项目点视作不符合申报条件。

1.8
项目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执

行公告公示制度不到位

资金

均衡

均衡合

理
1

按实际分配结果选择客观因素测算

验证资金分配方法制定、分配要素

设定、基础数据应用、测算依据选

取等是否科学合理

不合

理

较合

理
合理

该项指标适用于民生保障类和基础设施类

项目（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若无此项指标

则其分值调至“审核把关”）。

1
资金分配依据规划和地方实

际需求进行均衡分配

项
目
管
理
（25

分
）

资
金
到
位

分配

时效

市级分

配
2

市级主管部门按规定及时提出资金

分配方案送审

240日
＜x

180
日＜

x≤
240
日

120
日＜

x≤
180
日

60日
＜x≤
120日

x≤60
日

市级主管部门在人代会批准预算后的一定

期限内提出资金分配方案送审。如具体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分配时限有明确要

求的，从其规定并相应调整分值系数。

2
未经过市主管部门进行再次

分配

区县级

分配
2 县区财政部门按规定及时分配资金

不及

时
及时

市级主管部门在人代会批准预算后的一定

期限内提出资金分配方案送审。如具体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分配时限有明确要

求的，从其规定并相应调整分值系数。

2 县区财政部门资金拨付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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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管
理
（25

分
）

资金

拨付
及时 2 按规定及时拨付资金

严重

滞后
滞后

较滞

后

较及

时
及时

县级财政部门应在收到资金预算 1个月内

将资金分配下达。
2 按照规定及时拨付资金

资
金
管
理

资金

使用
合规 4

资金使用范围、程序、标准等是否

合规

每发现 1处不合规，扣 1分，直

到扣完为止

现场查账，重点检查是资金使用是否符合

相关规定、是否提供合法票据，是否虚列

项目成本，是否进行大额现金支付，资金

开支是否按规定标准执行等。

4
现场查账未发现有资金使用

不合规或现金发放的情况

资金

监管

监管严

密
2

资金监督管理是否履行，是否建立

资金监管制度并实施资金监控相关

措施

否 是

现场查阅有关文件，检查是否有制定或具

有相应的监控机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

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1.6
资金拨付到县（市、区）单

位，部分单位未能及时对资

金使用进行监管

财
务
管
理

财务

制度
健全 2 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

不规

范

较规

范
规范

现场查阅项目点的制度文件情况；检查岗

位分设、印鉴管理情况；检查资金支付审

批、申报款项依据是否完备。没有问题为

规范，存在 1-3个问题为较规范，3个或 3
个以上为不规范。

2 财务制度健全规范

会计

核算
规范 2 会计核算规范

不规

范

较规

范
规范

现场查账。没有问题为规范，存在 1-3个
问题为较规范，3个或 3个以上为不规范。

2
现场查账，未发现存在有不

规范问题

组
织
实
施

制度

健全
健全 4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 无

基本

健全
健全

针对基本建设类项目（其他类项目此分值

平分调至项目调整和制度执行指标）。项

目总投资额变更的，直接计算；子项目之

间进行调整变更的，只计算调增或调减的

一方，不重复计算。

4 制度健全

制度

执行

严格执

行
5 是否严格执行项目有关制度规定

不严

格

较严

格
严格

现场查阅执行文件、会议记录等资料，重

点检查管理程序、招投标、工程监理、项

目公示、政府采购、合同管理、一事一议

等相关制度是否严格执行。没有问题为严

格，存在 1-3个问题为较严格，3个或 3个
以上为不严格。

4.5
审批流程不规范，现场查阅

资料发现 2份建设单位的申

请书的时间晚于审批时间



24

项
目
绩
效
（
特
性
指
标55

分
）

项
目
完
成

完成

数量

建设单

位完成

数量

6
实际完成任务量/绩效目标设定任

务量×100%
x＜
85%

85%
≤x
＜

90%

90%
≤x
＜

95%

95%
≤x＜
100%

x＝
100%

现场查看项目实施方案、计划，项目任务

书，业务台账，验收材料等
5.4

不少于 2个建设单位未兑现

奖补资金

完成

质量

奖励对

象准确

性

6
验收合格抽样个数/验收项目抽样

总数×100%
x＜
85%

85%
≤x
＜

90%

90%
≤x
＜

95%

95%
≤x＜
100%

x＝
100% 现场查看对象申请材料及台账记录等 6

现场查看申请资料及抽样调

查，验收合格比率 100%

完成

时效

预算执

行进度
4

（实际完成时间-绩效目标设定完

成时间）/绩效目标设定完成时间×

100%

x＞
15%

15%
≥x
＞

10%

10%
≥x
＞5%

5%≥

x＞0
x≤0 现场查阅项目实施方案和验收资料等 4 100%完成

完成

成本

成本节

约率
4

（实际完成成本-预计完成成本）/
预计完成成本×100%

x＞
15%

15%
≥x
＞

10%

10%
≥x
＞5%

5%≥

x＞0
x≤0 收集相关基础数据计算评价 4 成本控制在预算内

项
目
效
益
（30

分
）

经济

效益

带动菜

农稳定

增收

8
本年经济增加值/上年度经济增加

值*100%-1
x＜
0%

0%
≤x
＜

1%

1%≤

x＜
2%

2%≤

x＜
3%

x＞＝

3%
现场查看项目账务，会计报表、纳税记录

等
8

项目资金带动示范作用明

显，亩增收入提高 150%

社会

效益

蔬菜供

应能

力、新

型经营

主体培

育和技

术推广

12
是否应切实增强了本地鲜食蔬菜生

产供给能力，确保本地蔬菜市场供

给充足、价格平稳

x<2%

2%
≤x
＜

3%

3%≤

x＜
4%

4%≤

x＜
5%

x≥5% 收集相关行业数据并结合调查问卷评价 12

本地鲜食蔬菜综合供给率较

2017年提升 5.3%，培育 100
亩以上生产主体 114个，产

销主体 11个，推广“三新技

术”12.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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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绩
效
（
特
性
指
标55

分
）

项
目
效
益
（30

分
）

生态

效益
4

本年亩均化肥农药量/上年亩均化

肥农药量*100%-1
上升 持平 下降 收集相关行业数据评价 4

农膜用量减少 230吨，减少

化肥用量 6000吨

可持

续效

益

（4
分）

4
根据其他项目效益指标综合判断可

持续效益

持续性强 3分，较强 2分，一般

1分，无 0分。
根据各项效益的完成情况综合评价 4 项目实施可持续性强

公平

效率
2

主要反映资金使用者是否获得公平

竞争的机会，以及民生类项目中受

益群体是否应覆盖全覆盖，覆盖率

是衡量指标。重点考核覆盖率、知

晓率等指标。

受访对象中认为公平人数/受访

总人数*2分
随机选取一定量的受益对象进行抽样调

查，根据调查结果计算
1.6

5%的建设单位认为奖补资

金的公平性有待提升

满
意
度(5

分
）

对象

满意

度

市民对

蔬菜供

给是否

满意

3 市民对蔬菜供给是否满意
受益群体满意度=∑nipi/∑ni×
分值。其中：n-受访者数量；p-

满意度权重；i-满意状态

随机选取一定量的受益对象进行抽样调

查，根据调查结果计算
3 问卷调查未出现不满意

业主对

项目实

施是否

满意

2 业主对项目实施是否满意
随机选取一定量的受益对象进行抽样调

查，根据调查结果计算
2 问卷调查未出现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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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问卷调查汇总表

乡村振兴战略——蔬菜基地建设资金实施情况调查问卷

区市县：南充市 问卷调查对象：蔬菜基地相关人员

序号 问题 选项 份数（120） 比例

1 您在种植蔬菜的过程中是否申请

过资金奖励？

A.是 109 90.83%
B.否 11 9.17%

2 你是否了解蔬菜基地建设资金政

策？

A.了解 99 82.50%
B.不了解 21 17.50%

3 您认为蔬菜产量相较于去年有何

变化？

A.显著提高 102 85.00%

B.提高 12 10.00%

C.无变化 6 5.00%
D.降低 0 0.00%

4 您认为蔬菜销售价格相较于去年

有何变化？

A.显著提高 30 25.00%

B.提高 80 66.67%

C.无变化 5 4.17%
D.降低 5 4.17%

5 您种植蔬菜使用化肥农药的量相

较于去年有何变化？

A.提高 33 27.50%

B.无变化 82 68.33%

C.降低 5 4.17%

6
您领取蔬菜基地建设资金用于哪

些方面？

A.蔬菜基地建设 114 95.00%

B.市场营销和推广 75 62.50%

C.新品种研发 54 45.00%

D.新技术引进 96 80.00%

E.扩大种植规模 99 82.50%

F.其他 10 8.33%

7 您申请资金后多久收到资金？

A.1个月以内 102 85.00%
B.1-3个月 11 9.17%
C.3个月以上 7 5.83%

8 你对蔬菜基地建设政策的是否满

意？

A.非常满意 103 85.83%

B.比较满意 15 12.50%

C.满意 2 1.67%
D.不满意 0 0.00%

9
上级部门是否在您使用蔬菜建设

资金过程中进行过回访调查？

A.是 98 81.67%
B.否 22 18.33%

10 蔬菜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对您的收

入是否有提高？

A.显著提高 97 80.83%

B.提高 21 17.50%

C.无变化 2 1.67%

D.降低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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