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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资金使用绩效，考核项目资金管理水平、项目管

理水平、项目绩效，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根据财

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若干意见》（粤发〔2019〕5 号）的决策部署，落实

《江门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的通知》（江府〔2020〕6 号）的总体要求，受台山市

财政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的委托，广东省公共事务

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作为第三方评价

机构对“2020-2021 年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全覆盖实施项

目”开展绩效评价，现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 2020 年 3月 14 日陈良贤副省长调研台山市

供销社系统助农社会化服务工作指示精神，台山市认真学习，

抢抓时机，积极动员，迅速行动，在早造 10 万亩的基础上，

将晚造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推广到 17个镇（街），

努力打造成全省的试点工程和示范工程。按照《台山市

2020-2021 年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全覆盖实施项目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重点做好三虫两病等病虫害的防

治工作，大力推进专业化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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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村推进带动区域性联防联控，有效预防控制病虫害蔓延，

保障台山市农业生产安全。2021 年的项目是 2020 年农作物

病虫害统防统治全覆盖实施项目的延续。

（二）绩效目标

根据《2021 年市本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批复表》，

台山市供销合作联社 2020-2021 年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全

覆盖实施项目绩效报告年初总目标是：1.保障台山市农业生

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实现农药使用总量负增长的目标。2.将台山市农

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工作打造成全省的试点工

程和示范工程。将晚造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工程打造成全省

的试点工程和示范工程。

2021 年度目标是：1.在 2020 年早造推广农作物害虫害

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台山市农作物病虫

害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2.预计享受补贴服务面积约 9万亩。

3.项目实施后，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纹枯病防治

率在 90%以上，每亩每造农药使用量减少 50%或以上，每亩

每造田间农药包装废弃物减少 50%或以上。

具体绩效指标如下表：

表1 绩效指标表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数量指标 项目实施范围 9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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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粮食损失率 ≤5%

病虫害防治率 ≥90%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周期 一年

成本指标 项目实施补贴 50 元/亩/造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粮食增产率 ≥10%

农民增收率 ≥10%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属地飞手 50 人

新增带动就业 50 人

生态环境效益指标
农药使用量减少率 ≤50%

田间废弃物减少率 ≤50%

满意度指标
政府满意度 ≥95%

农民满意度 ≥95%

（三）资金安排与使用情况

项目2021年年初预算安排450万元，预算调整后228.02

万元，预算调整率 49.33%。项目实际使用资金 228.02 万元，

预算执行率 100%。台山市供销合作联社作为主管部门，江门

天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农服)作为项目实施

单位。项目以先服务后补贴的形式补贴 2020 年 7 月-12 月统

防统治服务 45603.59 亩，每亩补贴 50 元，共 228.02 万元。

通过查阅材料，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粤府(2018)120 号)、《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使用政府性资金

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粤供综函(2021)116 号)、广东省供

销合作社公共型农业社会化服体系试点改革专资金管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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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试行)》(粤供合函(2021)144 号)的要求执行。

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确定项目实施方江门天禾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如下：

表 2 资金支出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支出内容
年初预算

数

实际资金安

排

实际支出

数
预算执行率

1

统防统治服务

补贴 45603.59

亩*50 元/亩

450 228.02 228.02 100%

合 计 450 228.02 228.02 100%

统防统治服务补贴，本年实际安排 228.02 万元，实际

支出数为 228.0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资金情况说明：在 2020 年早造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统防

统治社会化服务的基础上，在全市的晚造实现农作物病虫害

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全覆盖，服务面积约 44.25 万亩，覆盖

率 100%，按 50 元/亩/造补贴计算，共需专项资金约 2,212.5

万元，其中省级专项资金 539 万元，需市财政统筹资金约

1,673.5 万元。由于 2021 年本级财政补贴台山市 2020-2021

年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全覆盖实施项目专项资金仅为 450

万元，为合理分配专项资金在不同年度的实施金额，按江门

天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0 年实施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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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服务的晚造面积 45603.59 亩，以每亩补助 50 元的标准，

按实支出 228.02 万元。

二、绩效分析

评价小组根据现场核查情况，结合台山市供销合作联社

提供的自评资料，从 3 个一级指标、7 个二级指标、18 个三

级指标对项目进行评价（详见附件 1）。

表 3 评价情况总表

评价因素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一、项目立项 15 13 86.67%

二、项目管理 35 29 82.86%

三、项目绩效 50 38.5 77%

评价总得分 100 80.5 80.5%

（一）项目管理分析

指标分值 15 分，评价得分 13 分，得分率为 86.67%。该

指标主要从绩效目标、绩效指标、资金预算三个方面具体考

核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准确性等情

况。

根据台山市供销合作联社自评情况表及年初绩效目标

申报表，项目绩效目标明确，设置比较合理，与支出内容相

关，绩效指标内容基本明确、指标值可衡量，在绩效目标合

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方面得分率高。在预算编制准确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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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根据台山市供销合作联社自评情况表年初预算 450万元，

调整后预算 228.02 万元，预算有调整，故扣2分。

（二）项目管理分析

指标分值 35 分，评价得分 29 分，得分率为 82.86%。该

指标主要从财务管理、业务管理两个方面具体考核财务制度

健全性、资金使用合规性、预算支出完成率、财务监控有效

性、管理制度健全性、组织实施合规性、项目质量可控性情

况。

在财务管理方面，1.项目单位制定了《关于加强台山市

供销合作联社系统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意见》（台供字〔2020〕

14 号）、《关于对台山市供销社系统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补充

通知》（台供字〔2020〕40 号）等财务制度，制度健全。2.

根据台山市供销合作联社提供的记账凭证及银行回单，资金

使用比较规范，资金支付履行了审批程序和手续，支出过程

较为规范，未发现超范围、超支出标准，虚列支出，截留、

挤占、挪用资金等情况。3.项目实际安排资金 228.02 万元，

实际支出 228.02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4.年中实施了绩

效监控。故在财务管理方面表现仅扣 1 分。

在业务管理方面，项目实施基本规范，对项目进行了验

收程序，但未设置项目管理制度，具体分工不够明确，管理

制度有待完善，故有所扣分。该指标分值 17 分，评价得分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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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绩效分析

指标分值 50 分，评价得分 38.5 分，得分率为 77%。该

指标主要从项目产出、项目效益两个方面具体考核项目完成

情况及效益情况。

在项目产出方面，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项目年度申报指标 项目实际完成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指标计算公

式或指标解

释

指标

值

三级指

标

名称

指标计算公

式或指标解

释

指标

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项目实施

范围

享受台山市

全域水稻服

务补贴面积

9万

亩

项目实

施范围

享受台山市

全域水稻服

务补贴面积

4.56

万亩

质量

指标

粮食损失

率

当年损失的

粮食/总粮食

面积*100%

≤5%
粮食损

失率

当年损失的

粮食/总粮食

面积*100%

≤5%

病虫害防

治率

当年防治的

面积/总面积

*100%

≥90%
病虫害

防治率

当年防治的

面积/总面积

*100%

100%

时效

指标

项目实施

周期

晚造水稻生

长期
一年

项目实

施周期

晚造水稻生

长期
半年

成本

指标

项目实施

补贴

经市财政局

审核补贴

50 元

/亩/

造

项目实

施补贴

经市财政局

审核补贴

50元/

亩/造

从以上产出指标完成情况看，项目实施范围指标与原计划

有出入，说明前期调研不充分。

在项目效益方面，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项目年度申报指标 项目实际完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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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指

标

名称

指标计算公

式或指标解

释

指标

值

三级指

标

名称

指标计算公

式或指标解

释

指标

值

效益

指标

经济效

益指标

促进粮

食增产

率

今年新增粮

食增产/上一

年粮食生产

*100%

≥10%

促进粮

食增产

率

今年新增粮

食增产/上

一年粮食生

产*100%

≥

7.1%

农民增

收率

今年农民增

收粮食/上一

年农民粮食

≥10%
农民增

收率

今年农民增

收粮食/上

一年农民粮

食

≥

7.1%

社会效

益指标

培训属

地飞手

培训本地农

业无人机操

作人员

50 人
培训属

地飞手

培训本地农

业无人机操

作人员

＞50

人

新增带

动就业

带动本地农

业无人机操

作人员就业

新增人数

50 人
新增带

动就业

带动本地农

业无人机操

作人员就业

新增人数

＞50

人

生态效

益指标

农药使

用量减

少率

当年农业使

用减少量/上

一年农业使

用量*100%

≤50%

农药使

用量减

少率

当年农业使

用减少量/

上一年农业

使用量

*100%

78.22

%

田 间 废

弃 物 减

少率

当年田间废

弃物减少量/

上一年田间

废弃物*100%

≤50%

田 间 废

弃 物 减

少率

当年田间废

弃物减少量

/上一年田

间 废 弃 物

*100%

≤5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政府满

意度

政府满意人

数/政府总人

数*100%

≥95%
政府满

意度

政府满意人

数/政府总

人数*100%

≥95%

从以上指标完成情况看，两个经济效益指标未完成；两个

社会效益指标提供的佐证材料不充分；生态效益指标中的农药

使用量减少率表述有误，在事中跟踪报告中已提出，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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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表述为≥50%。未提供田间废弃物减少率、政府满意度的

佐证。

三、评价结论

综合项目单位自评和现场核查的评价结果，评价小组认为，

通过实施 2020-2021 年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全覆盖资金项

目，基本达到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 2021 年制定的工作

计划。紧紧围绕三虫两病等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目标，实现台

山市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全覆盖。推进了专业

化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实行了整村推进带动区域性

联防联控，有效预防控制了病虫害蔓延，从而有效地保障了

农业生产安全。经综合评定，2020-2021 年农作物病虫害统防

统治全覆盖项目绩效得分80.5 分，绩效等级为“良”（各指标

得分情况详见附表）。

四、主要绩效

（一）完成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 4.56 万亩

依据项目调整后的目标，本次项目实施病虫害统防统治

服务 4.56 万亩，覆盖台山市台城、大江、水步、四九、白

沙、三合、冲蒌、斗山、都斛、赤溪、端芬、广海、海宴、

汶村、深井、北陡等 16 个镇，实现台山市农作物病虫害统

防统治社会化服务全覆盖。

（二）节省了农户平均种粮成本

病虫害防治是农户种粮的一大成本支出。通过开展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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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有效地减少病虫害防治成本。

病虫害统防统治预计每亩节约农药用量 850g，提高病虫害防

治效果 10-20%，减少用药 1-2 次，节约用药成本 25 元/亩。

参与社会化服务的水稻田块，农户稻谷产量平均增产

25-50kg/亩，平均为农户水稻种植增收节支 175-230 元/亩，

社会化服务项目为当地农户增收节支共约 798-1049 万元。

（三）提高粮食安全，减少农化肥污染

江门天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

治社会化服务的中标企业，其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方面有着

丰富经验。其组织推广科学高效的植保和营养解决方案，通

过科学专业的防控手段和方式提高了水稻病虫的防控效果。

同时有效避免农户使用农药的随意性，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有利地推动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模式，有

利于农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五、存在问题

（一）前期调研不充分，资金计划不规范

该项目前期调研开展不够细致、不够充分，对项目开展

的实际情况缺乏较为全面的认识。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工

作的计划服务面积与制定的方案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

《关于印发〈台山市 2020 年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社

会化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台供农联[2020]50 号)

及 2020 年 11 月 10 日签订的《台山市 2020 年农作物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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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全覆盖实施项目采购合同》，项目服务

面积约 44.25 万亩，按 50 元/亩/造补贴计算，共需专项资

金约 2212.5 万元，其中省级专项资金 539 万元(约 10.78 万

亩)，需市财政统筹资金约 16735 万元(约 3347 万亩)。但根

据《关于 2021 年台山市本级部门预算的批复》(台财预〔20219

号)项目总投入 700 万元(14 万亩*50 元/亩)，项目服务面积

仅为 14 万亩，市本级财政资金补贴支持 9.18 万亩，而该项

目拟于 2021 年结束，即该项目最终实际服务面积远小于之

前方案测算面积，项目单位在制定项目计划前未能够充分了

解掌握有关情况。项目资金使用计划不具体，仅有与江门天

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合同规定资金支付，而缺少更

为具体的资金使用安排。

（二）部分指标设置不合理、含义模糊

部分指标设置存在不合理，内容不清晰。如经济效益中

的社会效益培训属地飞手数以及新增带动就业人数的实际

完成指标数值含糊不清。实际培训人数按照所提供的佐证材

料填写具体的人数。农药使用量减少率以及田间废弃物减少

率的指标设置存在不合理。农药使用量减少率和田间废弃物

减少率应该是越高越能说明项目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减

少率越高，越说明农药的实际使用量越少，田间废弃物的实

际产生量越少。所以该部分指标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不合

理的指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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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益指标大部分无佐证材料，无法支撑项目绩效

的呈现

效益指标中的两项经济效益指标，自评结论显示未完成，

且无法提供充分的佐证材料；两项社会效益均无法提供充分

的佐证材料；生态效益中的田间废弃物减少率以及满意度指

标完全没有相关佐证材料。

六、相关建议

（一）重视和落实前期准备工作，优化资金支出计划

建议项目单位在制定计划前对实际情况展开进一步的

深入调查研究，掌握计划开展项目的基本情况，从而摸清状

况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建议单位进一步落实资金支出计划

的工作安排，细化资金支出计划工作。切实规范使用专项资

金，做到算好帐，花好钱，办好事。保障资金安全，提高资

金效率，发挥资金效果。

（二）合理设置绩效指标，细化工作，完善佐证材料

强化理论学习，提高绩效评价意识，落实工作责任。在

指标设置中应该考虑本项目开展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与选

择绩效指标，加强部门内部工作协调协商。同时，项目单位

台山市供销合作联社应自行撰写自评报告，而不是将此项工

作交与中标实施方江门天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被评价主体

应是台山市供销合作联社而不是江门天禾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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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累项目的佐证材料，完整呈现项目绩效

项目绩效需要完整的佐证材料予以支撑，不能仅仅自说

自话。对有关指标的相关资料要做好搜集和整理工作，完善

有关佐证材料，以便完整呈现项目绩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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