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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受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委托，吉林大学于 2023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全面开展吉林省 2022 年度财政农业专项资金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下文简称“绩效评价”）。依据《吉

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财政农

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吉农联发〔2023〕34 号)

要求，围绕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任务，立足绩效评

价指标实现程度，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方法，经

过绩效评价工作培训、评价对象自评、材料书面核查、延伸

考核、综合评价等工作流程，形成了绩效评价报告。现将吉

林省 2022 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评价

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 1 号文件部署

要求，2022 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主要支持农业生产、

产业和经营体系以及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任务等

方面工作，集中财力支持解决农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和科技、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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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加农民收入。

项目资金安排突出三个导向：一是突出重点领域；二是突

出统筹衔接；三是突出创新引导。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吉林省 2022 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

目包含 21 个支持方向，分别是吉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东

北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支持农机装备主体项目、设施园

艺发展、小型农田水利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现代农

作物种业发展、农业生产防灾减灾、省级产业园创建、人

参产业发展、渔业绿色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

量安全（认证补贴）、农民合作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

范推广、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

农业环境监测、农业领域补短板项目、生物降解地膜试验

示范、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集成与示范。各实施单位按照

各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组织实施，整体实施效果等级为

“良”。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吉林省 2022 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总

投入 262006 万元。其中：约束性任务 242935 万元；指导

性任务 19071 万元。各实施单位克服新冠疫情、财政紧张等

各种困难，全力保障项目资金到位及执行，未出现截留、挤

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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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区域分布 

序

号 
区域 合计 

东北

黑土

地保

护建

设项

目 

农产

品质

量安

全 

农产

品质

量安

全

（认证

补

贴） 

现代

农作

物种

业发

展 

农村

改革

试验

区建

设 

生

物

降

解

地

膜

试

验

示

范 

黑土

地保

护重

大技

术集

成与

示范

项目 

农业

生产

防灾

减灾 

农

机

装

备

主

体 

乡

村

振

兴

农

业

领

域

补

短

板

项

目 

渔

业

绿

色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技

术

示

范

推

广 

农

业

环

境

监

测 

省级

现代

产业

园建

设 

小型

农田

水利

发展 

设施

园艺

发展 

支

持

农

民

合

作

社

发

展 

人参

产业

发展 

智

慧

农

业

示

范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发

展 

食

（药

）用

菌产

业发

展 

1 

吉林

省农

业农

村厅

（本

级） 

594  54  260   80              200 

2 

省农

业技

术推

广总

站 

75  75                    

3 省种

子管
340    340                  



 

      4 

理总

站 

4 

吉林

省参

茸办

公室 

1509                  1509    

5 

吉林

省农

作物

新品

种引

育中

心 

20    20                  

6 

省农

业科

学院 

926  125  510    1    290          

7 

吉林

省农

业环

境保

护与

农村

能源

管理

总站 

219 219                     

8 
吉林

省农

业产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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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

办公

室 

9 

省农

业融

资担

保公

司 

250    250                  

10 

省水

产技

术推

广总

站 

100           100           

11 

吉林

农业

大学 

120 90  30                   

12 

吉林

省水

产科

学研

究院 

207 52          100 55          

13 

省云

峰水

库边

境渔

政站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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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吉林

省蔬

菜花

卉研

究院 

65    10        55          

15 

长春

市本

级 

726.5  14 10.5 10    99   50  6   537      

16 
双阳

区 

7801.

1 
6825  2.1 10    181 137 400 20  4  36 41 45  100   

17 
九台

区 
13207 10156 10 0.7     382 261    4 190 43 2098 62     

18 
榆树

市 

25191

.8 
18687  9.8     832  400 55  13  1621 3470 104     

19 
德惠

市 
17405 15876  7     690 358 400 20  5  49       

20 
农安

县 
23144 21564  8.8     184 692  20  4  64 345 132   130  

21 
公主

岭市 
20538 19500  2.1 20    218 521  10  4  62 87 64  50   

22 
吉林

市 
117.4  22 6.4     23   20  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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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永吉

县 

6586.

8 
6175  8.8     92 83    5 190 33       

24 
蛟河

县 
9960 9750       37 114  20  4  35       

25 
舒兰

市 

8637.

7 
8125 10 7.7     291 160    5  39       

26 
磐石

市 
10627 9750       121 135  10  7  38 423 22   121  

27 
桦甸

市 
1142   6     39 131 400   6 190 36 284   50   

28 
四平

市 
131.7  20 0.7     17   10  4  30    50   

29 
梨树

县 
18342 15437  2.8  1500   142     14  1246       

30 
伊通

县 
7737 7394 3      61 215  20  5  39       

31 
双辽

市 
7499 6500  4.2     343  400 50  6 196        

32 
辽源

市 
24  7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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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东丰

县 
7104 6825 3      39 144    5  36 21 31     

34 
东辽

县 
297        59 110  50  5  34  39     

35 
通化

市 
79  10      13     6      50   

36 
通化

县 
633.4   1.4     37  400   5 190        

37 
集安

市 
441.4   1.4     35  400   5         

38 
柳河

县 
5847 4387 10      162     12 196 833  16 231    

39 
辉南

县 
3896 3607 3 6.3     154 88    5  33       

40 

白山

市本

级 

459.7  19 0.7     12  400   5   42      

41 
江源

区 
35        10   20  5         

42 
抚松

县 
707  10 1.4 10    33  400 10  4 19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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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靖宇

县 
375.7   0.7     35  55   4    15   266  

44 
长白

县 
613        33   36  5 196  43  200   100 

45 
临江

市 
37        31     6         

46 
白城

市 
108  8      10   90           

47 
洮南

市 
152.7   0.7   18  134              

48 
洮北

区 
777.1  10 2.1     358  395   12  903       

49 
镇赉

县 
407  10 21     376              

50 
大安

市 
578.8  3 7.8     249 269             

51 
通榆

县 
111.4   1.4 10  18  40     4  38       

52 
松原

市 
5121 4875 29 8.4     82 79    4  3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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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前郭

县 
16118 14806 3 3.7   21  679 431  50  4  54 16   50   

54 
长岭

县 
7798 6435  3.5     39       1226  44   50  

55 
乾安

县 
427.2   4.2   17  66 298    4  38       

56 
扶余

市 
18136 17339  1.4   46  259 393  20  5  52 21      

57 

延 边

州 本

级 

11  10      1              

58 
延吉

市 
28.7   0.7     13   10  5         

59 
图们

市 
874        31     5  623  4 200  11  

60 
龙井

市 
40.7  3 0.7     32     5         

61 
敦化

市 
380    20    49 165  20  6    58   62  

62 
和龙

市 
39.8   2.8     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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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汪清

县 
168        36     4  30 98      

64 
安图

县 
37.4   1.4     36              

65 
珲春

市 
239  10      35     4 190        

66 

长白

山管

委会 

13  3         10           

67 
梅河

口市 
5738 5362 5 0.7     23 116    5 19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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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 

1.总目标 

通过使用专项资金，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障全年

农业生产稳定。 

2.具体目标 

吉林省 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

绩效具体目标见表 2。 

表 2 绩效目标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培育全程机械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 ≥42 

支持新建设施园艺规模园区面积（亩） 3196.56 

支持秋冬季“菜篮子”基地建设（个） 3 

支持棚室大县奖励（个） 2 

参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数量（个） ≥10 

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重点项目数（个） ≥5 

支持省级种子（苗）繁育基地（个） ≥7 

支持种质资源库开展扩繁、鉴评（个） ≥10 

审定通过了农作物新品种（个） 180 

为吉林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发证的种子生产企业

贷款（家） 
8 

完成吉林省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万公斤） 100 

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面积（万亩） ≥200 

减量控害精准施药技术示范面积（万亩次） ≥600 

测土配方施肥采集测试土壤样品（万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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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单位（个） 13 

示范推广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个） 3 

利用电视媒体采取公益性科普宣传讲座的形式

宣传推介吉林人参（次） 
≥30 

人参及中药材产品质量监测（个） ≥400 

实施渔业绿色发展项目（个） 25 

扶持农业领域短板项目（个） 10 

绿色有机地标和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

（登记）个数（个） 
192 

培育安全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个） ≥1 

扶持县级及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农民合作

社联合社（个） 
≥80 

推广种植业和渔业绿色高产高效技术（个） 11 

支持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建设（个） ≥10 

建设未来农场试点数量（个） 2 

开展土壤、农作物协同监测点位（个） 1510 

开展农膜残留监测点位（个） 135 

PPC 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面积（亩） ≥4000 

配套国家落实黑土地保护建设任务（万亩） 135 

质量

指标 

制定渔业绿色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经主管部门批复 

渔业绿色发展项目经主管部门验收 合格 

小型农田水利任务完成比率（%） ≥40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 ≥97 

时效

指标 

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采样监测任务 完成任务 

完成我省食（药）用菌产业宣传 12 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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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通过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动小农户经济

收入 
有所增加 

社会

效益

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及时有效 

作物长势信息监测 及时有效 

种植业和渔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对象满意度（%） ≥95%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推广服务对象满意度

（%） 
≥80 

受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满意度（%） ≥95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及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评价，全面反映吉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

金（农业部分）工作绩效，对预算管理执行过程中存在的

不足提出合理化建议，强化支出责任，使预算管理更加科

学、完善，促进资金使用规范合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效率及项目质量提升。 

2.绩效评价对象 

承担吉林省 2022 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

分）项目实施任务的 14 个省直单位：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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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省种子管理总站、吉林省

参茸办公室、吉林省农作物新品种引育中心、省农业科学

院、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能源管理总站、吉林省农

业产业化办公室、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省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省云峰水

库边境渔政站、吉林省蔬菜花卉研究院，以及 53 个县（市、

区）：长春市本级、双阳区、九台区、榆树市、德惠市、

农安县、公主岭市、吉林市、永吉县、蛟河县、舒兰市、

磐石市、桦甸市、四平市、梨树县、伊通县、双辽市、辽

源市、东丰县、东辽县、通化市、通化县、集安市、柳河

县、辉南县、白山市本级、江源区、抚松县、靖宇县、长

白县、临江市、白城市、洮南市、洮北区、镇赉县、大安

市、通榆县、松原市、前郭县、长岭县、乾安县、扶余市、

延边州本级、延吉市、图们市、龙井市、敦化市、和龙市、

汪清县、安图县、珲春市、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 

3.评价范围 

吉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的 21

个支持项目：东北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补贴）、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农

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黑土地保护

重大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农机装备

主体、乡村振兴农业领域补短板项目、渔业绿色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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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推广、农业环境监测、省级现代产业

园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发展、设施园艺发展、支持农民合

作社发展、人参产业发展、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食（药）用菌产业发展。评价专项资

金 262006 万元，专项资金支出时间统计截止到 2023 年 7

月 31 日。 

（二）绩效评价原则、方法、指标体系、标准和依据 

1.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科学可

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支出

进行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

科学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按照规

范的评价程序进行。 

（2）公开公正原则。评价工作客观、公正、透明，标准

统一，资料可靠，依法公开接受有关机构和公众的监督。 

（3）绩效相关原则。使用与绩效目标有直接联系，能够

恰当反映目标实现程度的绩效评价指标，针对具体支出及其

产出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能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

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评价方法 

（1）比较法。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完成情况进行比较，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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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析该项目的实施情况。 

（2）调查法。通过调查法掌握该项目的管理措施、监管

情况等。 

（3）因素分析法。通过因素分析法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

标实现、实施的内外因素。 

（4）专家评议法。通过专家评议法来全面评价项目绩效

目标的实现程度，确保每个评价结论均有支撑依据。 

3.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工作组结合项目的特点及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以

资金使用结果为导向，设定评价指标内容和权重，重点对资

金投入、资金管理、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表 3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资金

投入

情况 

资金到位 资金到位率（8分） 

17 
预算执行 预算执行率（9分） 

资金

管理

情况 

分配科学性 
方案编制合规性（1分） 

18 

资金分配科学性（2分） 

下达及时性 
方案报备及时性（1分） 

资金下达及时性（1分） 

拨付合规性 
政策信息公开度（1分） 

资金拨付合规性（1分） 

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规范性（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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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执行准确性 
预算偏差率（1分） 

数据材料准确性（2分） 

预算绩效管理 

绩效目标合理性（1分） 

绩效监控规范性（2分） 

绩效评价有效性（1分） 

支出责任履行 
管理制度健全性（1分） 

地方财政投入（1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面积 

30 

开展农膜残留监测点位 

实施渔业绿色发展项目 

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面积 

质量指标 

防控效果 

制定渔业绿色发展项目实施方

案 

培育全程机械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统防统治覆盖率 

测土配方施肥采集测试土壤样

品 

灾区生产能力恢复 

时效指标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组织实施时

效 

灾后生产恢复时效性 

资金下达到省级 6个月内预算

执行率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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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受灾地区主要农作物单产减幅 

35 

社会效益 

防灾措施保障粮食和农业生产安

全效果 

使用资金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灾区农业生产秩序恢复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有效保持重大病虫害疫情灾情监

测预警能力 

粮食播种面积 

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 

满意度 
受灾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满意度 

服务群众满意度  

合计 100 

4.评价标准 

以资金占比作为权重，计算绩效评价综合得分。绩效

评价结果分为 4 个等级。绩效等级根据资金投入、资金管

理、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得分确定，其绩效满分分别为 17

分、18 分、30 分和 35 分，总分为 100 分。绩效等级标准

为：90 分（含）以上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

-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5.评价依据 

（1）《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建议调整2022年渔业绿色

发展项目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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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调整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渔业绿色发展）

资金的通知》（吉财农指〔2022〕612号）； 

（3）《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通

知》（吉财农指〔2021〕1005号）； 

（4）《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试

点县统筹整合部分）的通知》（吉财农指〔2021〕1006号）； 

（5）《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省

级直达资金国家级脱贫县统筹整合部分）的通知》（吉财农

指〔2021〕1007号）； 

（6）《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省

级直达资金部分）的通知》（吉财农指〔2021〕1008号）； 

（7）《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上报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

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分配建议的函》（吉农计财函〔2021〕24

号）； 

（8）《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报送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

专项资金分配意见的函》（吉农计财函〔2022〕5号）； 

（9）《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通知》

（吉财农指〔2022〕159号）； 

（10）《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试点

县统筹整合部分）的通知》（吉财农指〔2022〕1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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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省级

直达资金部分）的通知》（吉财农指〔2022〕161号）； 

（12）《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省级

直达资金国家级脱贫县统筹整合部分）的通知》（吉财农指

〔2022〕162号）； 

（13）《关于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拟调整分配

意见的函》； 

（14）《关于调整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省级

直达资金国家级脱贫县统筹整合部分）的通知》（吉财农指

〔2022〕718号）； 

（15）《关于调整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省级

直达资金部分）的通知》（吉财农指〔2022〕719号）； 

（16）《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渔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

（吉财农指〔2022〕205号）； 

（17）《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

部分）的通知》（吉财农指〔2022〕294号）。 

（三）绩效评价过程 

1.前期准备 

一是组建评价工作组。安排具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经验

的人员参与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项目组组长具有专业胜任能

力，熟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执行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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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编制评价方案。了解项目实施背景、立项依据、绩

效目标、项目管理及完成绩效，确定评价工作重点和拟采用

的评价方法，并对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分析，结合绩效评价工

作要求合理安排评价工作进度，形成最终评价方案。 

三是开展工作培训。评价工作组结合项目具体情况，对

实施单位开展了针对性业务培训。 

2.绩效自评 

组织各评价对象围绕评价内容对参评的大专项资金及

其各支持方向资金绩效进行自评，提交自评表、自评报告及

相关佐证材料。 

3.延伸考核 

一是了解绩效目标设立及完成情况。评价工作组通过查

阅相关政策文件以及项目申报资料，了解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设立情况，并将反映项目完成结果的相关材料与各项预期绩

效目标进行比对，评价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二是了解项目效益实现情况。评价工作组深入评价对象

所在地，通过项目现场踏查、座谈、电话访询等方式，充分

了解该项目的实施方式、实施成本、实施质量、实施进度、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可持续影响力等情况。 

4.专家评价 

（1）制定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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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工作组结合项目情况,细化指标体系。充分听

取专家、项目单位的意见，确定绩效指标体系的最终内容。 

（2）召开专家预备会 

项目评价工作组与绩效评价 5 位专家召开专家预备会，

项目评价工作组汇报项目情况和资料收集情况，针对与会专

家提出的意见，进行补充完善。 

（3）召开专家绩效评价会 

一是进行资料信息汇总。评价工作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对项目资料逐一进行核实，并由相关各方进行签章确认。

工作组按照指标体系内容和评价重点，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形成专家资料手册，供专家审阅评议。 

二是召开专家评价会。根据项目特点，评价工作组遴选

5 位专家(含业务专家 2位，财务专家 1位，管理专家 2位)，

组成专家评价组，对项目资料进行审议。专家组经过问题质

疑、讨论，出具评价意见。 

5.评价报告 

评价工作组根据专家意见，形成评价报告终稿。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吉林省评价对象围绕下达的绩效目标，及时分解资金任

务，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健全高效运行机制，投入中央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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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积极推进任务建设，确保了绩效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

全部完成。 

表 4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资金名称 

省级乡村振兴专项

资金（农业部分）

项目 

省级财政主管部门 吉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资金投入情况 

全年预算数（万

元） 

262006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使用专项资金，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

障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完成 

具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完成值 

 

 

 

 

 

 

产

出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培育全程机械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 ≥42 42 

支持新建设施园艺规模园区面积（亩） ≥3000 ≥3000 

支持秋冬季“菜篮子”基地建设（个） 3 3 

支持棚室大县奖励（个） 2 2 

参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数量（个） ≥10 ≥10 

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重点项目数（个） ≥5 ≥5 

支持省级种子（苗）繁育基地（个） ≥7 7 

支持种质资源库开展扩繁、鉴评（个）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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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通过了农作物新品种（个） 180 180 

为吉林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发证的种子生产

企业贷款（家） 
8 8 

完成吉林省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万公

斤） 
100 100 

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面积（万亩） ≥200 232.68 

减量控害精准施药技术示范面积（万亩

次） 
≥600 626.3 

测土配方施肥采集测试土壤样品（个） ≥29400 27250 

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单位（个） 13 13 

示范推广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个） 3 0 

利用电视媒体采取公益性科普宣传讲座的

形式宣传推介吉林人参（次） 
≥30 ≥30 

人参及中药材产品质量监测（个） ≥400 ≥400 

实施渔业绿色发展项目（个） 25 24 

扶持农业领域短板项目（个） 11 9 

绿色有机地标和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

（登记）个数（个） 
192 192 

培育安全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个） ≥1 ≥1 

扶持县级及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农民

合作社联合社（个） 
≥80 ≥80 

推广种植业和渔业绿色高产高效技术

（个） 
≧8 26 

支持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建设（个） ≥10 10 

建设未来农场试点数量（个） 2 2 

开展土壤、农作物协同监测点位（个） 1510 1290 

开展农膜残留监测点位（个） 135 117 

PPC 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面积（亩） ≥4000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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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国家落实黑土地保护建设任务（万

亩） 
135 104.12 

质量

指标 

制定渔业绿色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经主管部

门批复 

多数经主

管部门批

复 

渔业绿色发展项目经主管部门验收 合格 多数合格 

小型农田水利任务完成比率（%） ≥40 ≥40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 ≥97 100 

时效

指标 

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采样监测任务 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完成我省食（药）用菌产业宣传 12 月末 12 月末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通过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动小农户

经济收入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社会

效益 

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无 

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及时有效 及时有效 

作物长势信息监测 及时有效 及时有效 

种植业和渔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

善 

进一步完

善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对象满意度（%） ≥95% ≥95%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推广服务对象满意

度 （%） 
≥80 ≥80 

受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满意度（%） ≥95 ≥95 

（二）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工作组认为，绩效评价对象按照《2022年吉林

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

的通知》（吉农计财发〔2022〕2 号）及 2022 年项目相关批

复文件的要求，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地方财政状况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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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良影响，积极投入资金，加强资金规范管理，着力推进

各项建设任务，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完成度均较

高，有效赋能全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加速农业农村现代

化。经评定，吉林省 2022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

分）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85.49 分，评定等级为“良”。 

表 5 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序

号 
项目名称 

资金投

入得分 

资金管

理得分 

产出指

标得分 

效益指

标得分 

评价

得分 

评价

结论 

1 
东北黑土地保护建设

项目 
8.96 17.13 24.80 35.00 85.88 良 

2 农产品质量安全 16.05 17.55 29.33 34.22 97.15 优 

3 
农产品质量安全(认

证补贴） 
14.29 17.67 26.99 34.67 93.62 优 

4 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 16.30 17.94 28.78 35.00 98.01 优 

5 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 0 16.00 24.00 35.00 75.00 中 

6 
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

范 
11.48 14.40 23.91 17.95 67.73 中 

7 
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

集成与示范项目 
0 0 0 0 0 差 

8 农业生产防灾减灾 11.52 16.80 27.51 34.68 90.51 优 

9 农机装备主体 10.48 15.85 26.03 23.80 76.17 中 

10 
乡村振兴农业领域补

短板项目 
7.70 17.42 24.58 21.91 71.62 中 

11 渔业绿色发展 15.06 17.20 28.00 30.23 90.50 优 

12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

范推广 
3.48 2.46 8.25 9.63 23.82 差 

13 农业环境监测 12.65 16.70 29.40 31.65 90.40 优 

14 省级现代产业园创建 9.99 13.20 28.36 35.00 86.56 良 



 

28 

序

号 
项目名称 

资金投

入得分 

资金管

理得分 

产出指

标得分 

效益指

标得分 

评价

得分 

评价

结论 

15 小型农田水利发展 6.05 14.82 24.70 28.88 74.45 中 

16 设施园艺发展 8.79 17.78 29.83 34.16 90.55 优 

17 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 8.58 13.97 24.03 27.89 74.47 中 

18 人参产业发展 17 18 30 35 100 优 

19 
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 
17 18 30 35 100 优 

20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13.75 16.39 27.31 31.86 89.31 良 

21 
食（药）用菌产业发

展 
17 18 30 35 100 优 

综合得分及结论 9.09 17.00 25.14 34.28 85.50 良 

注：“评价得分”是指指标区域评价得分；“综合得分”是指指

标按照资金占比，加权得分，下同。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投入指标包括 2个二级指标：资金到位、预算执行，

指标分值 17分，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9.09分。 

1.资金到位。吉林省 2022 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

业部分）项目预算资金 262006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240602.09

万元，资金到位率 91.83%，指标分值 8分，绩效评价综合得

分 7.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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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资金到位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全年预

算数 

实际到位资

金 
资金到位率 

评价 

得分 

1 
东北黑土地保护建设项

目 
219375 212941 97.07 7.77 

2 农产品质量安全 850 815.88 95.99 7.68 

3 
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

补贴） 
150 128.3 85.53 6.84 

4 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 1500 1475.42 98.36 7.87 

5 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 1500 0 0 0 

6 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 120 81 67.5 5.40 

7 
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集

成与示范项目 
80 0 0 0 

8 农业生产防灾减灾 7000 5303.56 75.77 6.06 

9 农机装备主体 4900 3358 68.53 5.48 

10 
乡村振兴农业领域补短

板项目 
4050 1850 45.68 3.65 

11 渔业绿色发展 841 700 83.23 6.66 

12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

推广 
400 55 13.75 1.10 

13 农业环境监测 251 201 80.08 6.41 

14 省级现代产业园创建 1918 1535.7 80.07 6.41 

15 小型农田水利发展 7376 3967 53.78 4.30 

16 设施园艺发展 7526 4223.24 56.12 4.49 

17 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 649 508 78.27 6.26 

18 人参产业发展 2140 2140 100 8 

19 
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建设

项目 
400 400 1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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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全年预

算数 

实际到位资

金 
资金到位率 

评价 

得分 

20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680 619 91.03 7.28 

21 食（药）用菌产业发展 300 300 100 8 

合计及综合得分 262006 240602.09 91.83 7.35 

2.预算执行。吉林省 2022 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

业部分）项目预算资金支出 50562.80 万元，资金执行率

19.30%，指标分值 9分，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1.74分。 

表 7 预算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评价 

得分 

1 
东北黑土地保护

建设项目 
219375 29017.07 13.23 1.19 

2 农产品质量安全 850 790.83 93.04 8.37 

3 
农产品质量安全

(认证补贴） 
150 124.16 82.77 7.45 

4 
现代农作物种业

发展 
1500 1405.32 93.69 8.43 

5 
农村改革试验区

建设 
1500 0 0 0 

6 
生物降解地膜试

验示范 
120 81 67.5 6.08 

7 

黑土地保护重大

技术集成与示范

项目 

80 0 0 0 

8 
农业生产防灾减

灾 
7000 4247.93 60.68 5.46 

9 农机装备主体 4900 2723.32 55.5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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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评价 

得分 

10 
乡村振兴农业领

域补短板项目 
4050 1822.2 44.99 4.05 

11 渔业绿色发展 841 784.78 93.32 8.40 

12 
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示范推广 
400 105.8 26.45 2.38 

13 农业环境监测 251 174.13 69.38 6.24 

14 
省级现代产业园

创建 
1918 763.7 39.82 3.58 

15 
小型农田水利发

展 
7376 1431.94 19.41 1.75 

16 设施园艺发展 7526 3594.20 47.76 4.30 

17 
支持农民合作社

发展 
649 167.43 25.80 2.32 

18 人参产业发展 2140 2140 100 9 

19 
智慧农业示范基

地建设项目 
400 400 100 9 

20 
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 
680 489 71.91 6.47 

21 
食（药）用菌产

业发展 
300 300 100 9 

合计及综合得分 262006 50562.80 19.30 1.74 

（二）资金管理情况 

资金管理指标包括 7个二级指标：分配科学性、下达及

时性、拨付合规性、使用规范性、执行准确性、预算绩效管

理、支出责任履行，指标分值 18分。根据吉林省 2022年省

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各项目实施方案或年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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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使用方案、相关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资金拨付凭

证等佐证材料，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17.00 分。 

1.分配科学性。除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推广项目之外，多数项目能够按照转

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

资金，指标分值 3 分，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2.97分。 

2.下达及时性。除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推广项目之外，多数项目能够按照预

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指标分值 2分，绩效评价综合

得分 1.95 分。 

3.拨付合规性。除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推广项目之外，多数各项目按照国库

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

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指标

分值 2分，绩效评价综合评价得分 1.97分。 

4.使用规范性。除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推广项目之外，多数项目能够按照下

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

调整等问题，指标分值 2 分，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1.98分。 

5.执行准确性。除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推广项目之外，多数项目能够按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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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

数较多的问题，指标分值 3分，绩效评价综合价得分 2.21分。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除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集成与示

范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推广项目之外，多数项目能

够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

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指标分值 4 分，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3.94分。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除黑土地保护重大技术集成与示

范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推广项目之外，多数项目对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

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指标分值 2 分，绩

效评价综合得分 1.98分。 

表 8 资金管理情况 

序

号 

项目名

称 

分配

科学

得分 

下达

及时

得分 

拨付

合规

得分 

使用

规范

得分 

执行

准确

得分 

预算

绩效

管理

得分 

支出

责任

履行

得分 

评价

得分 

1 

东北黑

土地保

护建设

项目 

3 2 2 2 2.13 4 2 17.13 

2 

农产品

质量安

全 

2.93 1.96 1.96 1.96 2.89 3.91 1.96 17.55 

3 

农产品

质量安

全(认证

补贴） 

2.97 1.98 1.98 1.98 2.81 3.96 1.98 17.67 



 

34 

序

号 

项目名

称 

分配

科学

得分 

下达

及时

得分 

拨付

合规

得分 

使用

规范

得分 

执行

准确

得分 

预算

绩效

管理

得分 

支出

责任

履行

得分 

评价

得分 

4 

现代农

作物种

业发展 

3 2 2 2 2.94 4 2 17.94 

5 

农村改

革试验

区建设 

3 1 2 2 2 4 2 16 

6 

生物降

解地膜

试验示

范 

2.48 1.5 1.5 1.65 2.33 3.3 1.65 14.4 

7 

黑土地

保护重

大技术

集成与

示范项

目 

0 0 0 0 0 0 0 0 

8 

农业生

产防灾

减灾 

2.96 1.59 1.92 1.92 2.64 3.84 1.92 16.8 

9 
农机装

备主体 
2.7 1.8 1.8 1.8 2.35 3.6 1.8 15.85 

10 

乡村振

兴农业

领域补

短板项

目 

3 1.97 2 2 2.45 4 2 17.42 

11 
渔业绿

色发展 
2.87 1.91 1.91 1.91 2.85 3.83 1.91 17.2 

12 

现代农

业产业

技术示

范推广 

0.41 0.28 0.28 0.28 0.4 0.55 0.28 2.48 

13 
农业环

境监测 
2.82 1.88 1.88 1.88 2.59 3.76 1.88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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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

称 

分配

科学

得分 

下达

及时

得分 

拨付

合规

得分 

使用

规范

得分 

执行

准确

得分 

预算

绩效

管理

得分 

支出

责任

履行

得分 

评价

得分 

14 

省级现

代产业

园创建 

3 0.4 1 1.9 2.8 2.1 2 13.2 

15 

小型农

田水利

发展 

2.48 1.63 1.64 1.65 2.48 3.3 1.65 14.82 

16 
设施园

艺发展 
2.98 1.99 1.98 1.99 2.87 3.98 1.99 17.78 

17 

支持农

民合作

社发展 

2.35 1.57 1.45 1.57 2.35 3.13 1.57 13.97 

18 
人参产

业发展 
3 2 2 2 3 4 2 18 

19 

智慧农

业示范

基地建

设项目 

3 2 2 2 3 4 2 18 

20 

农产品

加工业

发展 

2.73 1.82 1.82 1.82 2.73 3.64 1.82 16.39 

21 

食

（药）

用菌产

业发展 

3 2 2 2 3 4 2 18 

综合得分 2.97 1.95 1.97 1.98 2.21 3.94 1.98 17.00 

（三）产出指标情况 

产出指标包括 4 个二级指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

效指标、成本指标，指标分值 30分，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25.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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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产出指标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1 

东北黑土

地保护建

设项目 

1.数量指标：新建高标准

农田面积-135万亩 

2.质量指标：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率-≥95% 

3.时效指标：按进度计划

实施情况-按计划实施 

1.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104.12万亩 

2.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95% 

3.按进度计划实施情况

-按计划实施 

82.67 24.8 

2 
农产品质

量安全 

1.数量指标：完成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任务（次）

-4 

2.质量指标：农产品质量

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

97% 

3.时效指标：按时完成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任务-

按时完成 

1.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任务（次）-4 

2.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

监测合格率-100% 

3.按时完成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测任务-基本完

成 

97.77 29.33 

3 

农产品质

量安全

(认证补

贴） 

1.数量指标：补贴新认证

绿色食品数量（个）-148；

补贴新认证有机农产品

（个）-16；补贴新认定的

全国有机农业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园区（个）-1 

2.成本指标：补贴资金使

用符合实施方案标准-符

合 

1.补贴新认证绿色食品

数量（个）-139；补贴新

认证有机农产品（个）-

6；补贴新认定的全国有

机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园区（个）-1 

2.补贴资金使用符合实

施方案标准-基本符合 

89.97 26.99 

4 

现代农作

物种业发

展 

1.数量指标：省级救灾备

荒种子储备任务（公斤）

-100万；省级作物种质资

源保护单位扩繁鉴评

（个）-10；支持省级两种

繁育基地建设（个）-7 

2.质量指标：省级种子管

理能力技术支撑建设-实

施；开展新品种测试和成

果转化-实施；继续实施

“强种贷”业务-实施；开

1.省级救灾备荒种子储

备任务（公斤）-100

万；省级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单位扩繁鉴评

（个）-8；支持省级两

种繁育基地建设（个）

-7 

2.省级种子管理能力技

术支撑建设-实施；开

展新品种测试和成果转

化-实施；继续实施

95.93 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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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展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及

种业振兴宣传-完成 

“强种贷”业务-实施；

开展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及种业振兴宣传-完成 

5 

农村改革

试验区建

设 

1.数量指标：培育示范家

庭农场数量-≥8个；培育

示范合作社数量-≥2个 

2.质量指标：无人机操作

证培训考试合格率 -≥

95% 

3.时效指标：全年培训新

型经营主体带头人-≥80

个 

4.成本指标：开展整组全

程托管服务的农机服务

组织（合作社）个数-≥8

个 

1.培育示范家庭农场数

量-39个；培育示范合作

社数量-33个 

2.无人机操作证培训考

试合格率-100% 

3.全年培训新型经营主

体带头人-0个 

4.开展整组全程托管服

务的农机服务组织（合

作社）个数-17个 

80 24 

6 

生物降解

地膜试验

示范 

1.数量指标：PPC 生物降

解地膜试验示范县市

（个）-5；PPC生物降解地

膜试验示范面积-≥4000

亩 

2.质量指标：PPC 生物降

解地膜任务-按时完成 

3.时效指标：PPC 生物降

解地膜任务完成时限-12

月底前 

1.PPC 生物降解地膜试

验示范县市（个）-3；PPC

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

面积-3150亩 

2.PPC 生物降解地膜任

务-部分完成 

3.PPC 生物降解地膜任

务完成时限-部分完成 

79.7 23.91 

7 

黑土地保

护重大技

术集成与

示范项目 

1.数量指标：示范推广黑

土地保护重大技术-3个 

2.质量指标：示范区耕地

质量有所提升-提升 

未提交材料 0 0 

8 
农业生产

防灾减灾 

1.数量指标：绿色防控和

统防统治面积-≥242 万

亩；减量控害精准施药技

术示范面积-≥661 万亩

次；采集测试土样数量-

≥29400个 

1.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

面积-235.68万亩；减量

控害精准施药技术示范

面积-729.3万亩次；采

集测试土样数量-28306

个 

91.7 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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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2.时效指标：处置省内新

发疫情、突发检疫性有害

生物疫情-及时有效 

2.处置省内新发疫情、

突发检疫性有害生物疫

情-及时有效 

9 
农机装备

主体 

1.数量指标：培育全程机

械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42个左右 

1.培育全程机械化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42个 

【磐石市、辉南县、大安市

未提供自评材料】 

86.77 26.03 

10 

乡村振兴

农业领域

补短板项

目 

1.数量指标：扶持农业领

域短板项目（个）-11；提

供农产品储藏能力 -≥

500吨 

2.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

格率-100%；仓储设施使

用情况-良好；特色农产

品品质提升-明显提升；

项目建设完成时间-2023

年 7月前；农产品储运周

期延长-≥20% 

3.成本指标：每个扶持对

象累计财政补贴资金占

项目总投入比-≤30% 

1.扶持农业领域短板项

目（个）-9；提供农产品

储藏能力-≥500吨 

2.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仓储设施使用情

况-良好；特色农产品品

质提升-明显提升；项目

建设完成时间-多数在

2023年 7月前；农产品

储运周期延长-≥20% 

3.每个扶持对象累计财

政补贴资金占项目总投

入比-≤30% 

81.93 24.58 

11 
渔业绿色

发展 

1.数量指标：渔业绿色发

展项目（个）-25 

2.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

格率-100%；制定渔业绿

色发展项目实施方案-经

主管部门批复；渔业绿色

发展项目经主管部门验

收-合格 

3.时效指标：项目完成是

否及时-及时 

1.渔业绿色发展项目

（个）-24 

2.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制定渔业绿色发

展项目实施方案-大多

数经主管部门批复；渔

业绿色发展项目经主管

部门验收-大多数合格 

3.项目完成是否及时-

基本及时 

93.33 28 

12 

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

示范推广 

1.数量指标：支持种植业

和渔业产业技术体系建

设数量-≥10；推广种植

业和渔业绿色高产高效

技术-≥8 

1.支持种植业和渔业产

业技术体系建设数量-

2；推广种植业和渔业绿

色高产高效技术-2 

2.种植业和渔业产业技

27.5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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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2.质量指标：种植业和渔

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持

续完善 

术体系建设-持续完善 

13 
农业环境

监测 

1.数量指标：土壤和农作

物协同监测点位数量 -

1510；农膜残留监测点位

数-135 

2.质量指标：完成土壤和

农作物协同监测点位比

例-≥85%；完成农膜回收

利用监测点位比例 -≥

85% 

1.土壤和农作物协同监

测点位数量-1290；农膜

残留监测点位数量-117 

2.完成土壤和农作物协

同 监 测 点 位 比 例 -

96.7%；完成农膜回收利

用监测点位比例-92.6% 

98 29.4 

14 

省级现代

产业园创

建 

1.数量指标：续建、创建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数

量（个）-13 

2.质量指标：主导产业基

础-良好 

3.时效指标：项目建设完

成及时性-按计划进度完

成 

4.成本指标：项目资金控

制-执行不超出预算 

1.续建、创建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数量（个）-

13 

2.主导产业基础-良好 

3.项目建设完成及时性

-大多按计划进度完成 

4.项目资金控制-执行

不超出预算 

94.53 28.36 

15 
小型农田

水利发展 

1.数量指标：项目个数-

≥34；项目批复率-100%；

任务完成比率-≥40% 

2.质量指标：促进受益农

民增收-促进 

1.项目个数-27；项目批

复率-100%；任务完成比

率-≥40% 

2.促进受益农民增收-

促进 

82.33 24.7 

16 
设施园艺

发展 

1.数量指标：新建园区面

积-≥3000 亩；支持试点

县数量-4个 

2.质量指标：我省冬季蔬

菜自给率-提高 

1. 新 建 园 区 面 积 -

3247.186亩；支持试点

县数量-3个 

2.我省冬季蔬菜自给率

-提高 

99.43 29.83 

17 

支持农民

合作社发

展 

1.数量指标：扶持县级及

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农民合作社联合社-≥80

1.扶持县级及以上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农民合

作社联合社-66个；全国

80.1 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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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个；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

提升整县推进试点-10个 

2.质量指标：农民合作社

适度规模经营-提升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

县推进试点-10个 

2.农民合作社适度规模

经营-提升 

18 
人参产业

发展 

1.数量指标：利用电视媒

体采取公益性科普宣传

讲座的形式宣传推介吉

林人参次数-≥30；利用

各类媒体平台，发布吉林

人参文化相关宣传报道

篇数-≥50；人参及其他

中药材产品质量监测数

量-≥400个 

2.质量指标：完成项目内

容合格率-≥95% 

1.利用电视媒体采取公

益性科普宣传讲座的形

式宣传推介吉林人参次

数-≥30；利用各类媒体

平台，发布吉林人参文

化相关宣传报道篇数-

≥50；人参及其他中药

材产品质量监测数量-

≥400个 

2.完成项目内容合格率

-≥95% 

100 30 

19 

智慧农业

示范基地

建设项目 

1.数量指标：支持智慧农

业示范基地数量-≥10个 

2.质量指标：农业生产智

能化、管理数字化、指导

精准化水平-提升 

1.支持智慧农业示范基

地数量-≥10个 

2.农业生产智能化、管

理数字化、指导精准化

水平-提升 

100 30 

20 
农产品加

工业发展 

1.数量指标：支持农产品

加工业重点项目数-≥5

个 

2.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

格率-100% 

1.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重

点项目数-5个 

2.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 

【长岭县、图们市无佐证材

料】 

91.03 27.31 

21 

食（药）

用菌产业

发展 

1.质量指标：“吉林长白

山黑木耳”品牌知名度-

提高 

2.时效指标：完成任务及

时性-按时完成 

1.“吉林长白山黑木耳”

品牌知名度-提高 

2.完成任务及时性-按

时完成 

100 30 

综合得分 83.8 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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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指标情况 

效益指标包括 5 个二级指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分值 35 分，绩效评价综

合得分 34.28 分。 

表 10 效益指标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1 

东北黑土

地保护建

设项目 

1. 社会效益：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逐步提升 

2.生态效益：耕地质量-

逐步提升 

3.服务对象满意度：受

益群众和机构满意度-≥

80% 

1.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逐步提升 

2.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3.受益群众和机构满意

度-≥80% 

（农安县、公主岭市无

佐证材料） 

100 35 

2 
农产品质

量安全 

1.社会效益：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保障 

1.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保障 

（前郭县无佐证材料） 

97.77 34.22 

3 

农产品质

量 安 全

(认证补

贴） 

1.社会效益：推动人民

群众使用农产品消费安

全-推动 

1.推动人民群众使用农

产品消费安全-推动 

（公主岭市、永吉县、

前郭县、扶余市无佐证

材料） 

99.06 34.67 

4 

现代农作

物种业发

展 

1.社会效益：提高粮食

产量-提高；农民可选品

种增加-增加；推进绿色

种业发展-推进；农民满

意度-≥85%；种子企业

满意度-≥85% 

1.提高粮食产量-提

高；农民可选品种增加

-增加；推进绿色种业

发展-推进；农民满意

度-≥85%；种子企业满

意度-≥85% 

（公主岭市无佐证材

料） 

10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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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5 

农村改革

试验区建

设 

1.经济效益：参与评定授

信的农民合作社-≥1个 

2.社会效益：培育完成

“村党支部+合作社”模

式合作社-≥3个 

3.生态效益：打造符合

“梨树模式”、规模300公

顷以上、集中连片生产单

元-≥10个 

4.可持续影响：招录引进

大学生到合作社定向扶

持、专业服务人数-≥80

个 

5.服务对象满意度：参与

评定授信的农民合作社

对开展信用等级评定工

作机制满意度-≥95% 

1.参与评定授信的农民

合作社-≥1个 

2.培育完成“村党支部+

合作社”模式合作社-≥

3个 

3.打造符合“梨树模

式”、规模300公顷以上、

集中连片生产单元-≥

10个 

4.招录引进大学生到合

作社定向扶持、专业服

务人数-≥80个 

5.参与评定授信的农民

合作社对开展信用等级

评定工作机制满意度-

≥95% 

100 35 

6 

生物降解

地膜试验

示范 

1.经济效益：PPC生物降

解地膜的地块地膜回收

情况-降低地膜回收成本 

2.社会效益：农民“白色

污染”防控意识-明显提

高 

3.生态效益：农膜残留污

染情况-得到改善 

4.可持续影响：废旧农膜

回收氛围-日趋浓厚 

5.满意度：使用者满意度

-≥85% 

1.PPC生物降解地膜的

地块地膜回收情况-降

低地膜回收成本 

2.农民“白色污染”防控

意识-明显提高 

3.农膜残留污染情况-

得到改善 

4.废旧农膜回收氛围-

日趋浓厚 

5.使用者满意度-≥85% 

（洮南市、通榆县、前

郭县、乾安县无佐证材

料） 

51.29 17.95 

7 

黑土地保

护重大技

术集成与

示范项目 

1.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

满意度-≥85% 
无佐证材料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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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8 
农业生产

防灾减灾 

1.社会效益指标：农业灾

害预警监测-及时有效 

1.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及时有效 

（吉林省农科院、图们

市、和龙市佐证材料不

足） 

99.09 34.68 

9 
农机装备

主体 

1.经济效益：促进土地规

模经营-明显 

2.社会效益：高端智能农

机装备应用水平-明显提

高 

3.可持续发展：服务对象

农机装备水平-显著提高 

4.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

度-≥90% 

1.促进土地规模经营-

明显 

2.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应

用水平-明显提高 

3.服务对象农机装备水

平-显著提高 

4.服务对象满度度-≥

90% 

（德惠市、农安县、磐

石市、桦甸市、伊通

市、辉南县、大安市、

乾安县、扶余市无佐证

材料） 

68 23.8 

10 

乡村振兴

农业领域

补短板项

目 

1.经济效益指标：降低生

鲜农产品损耗-降低；撬

动社会资本投入比例-≥

70%；联农带农机制助农

增收-增收 

2.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

施对生态环境影响-无不

良影响；提高市场影响力

和竞争力-提高 

3.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

满意度-≥85% 

1.降低生鲜农产品损耗

-降低；撬动社会资本投

入比例-≥70%；联农带

农机制助农增收-增收 

2.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

影响-无不良影响；提高

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提高 

3.受益群众满意度-≥

85% 

（双阳区、德惠市、双辽

市、靖宇县、洮北区无佐

证材料） 

62.6 21.91 

11 
渔业绿色

发展 

1.社会效益指标：渔业绿

色发展水平-逐步提升 

1.渔业绿色发展水平-

多数市县发展水平提升 
86.37 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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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12 

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

示范推广 

1.社会效益指标：资金使

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无 

2.可持续影响指标：技术

推广-持续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80% 

1.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

纪问题-无 

2.技术推广-持续。 

3.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省农业科学院无佐证

材料） 

27.51 9.63 

13 
农业环境

监测 

1.生态效益：农业环境监

测数据-逐步完善 

1.农业环境监测数据-

多数市县完成 
90.43 31.65 

14 

省级现代

产业园创

建 

1.经济效益：推进园区全

产业链融合发展-推进 

2.社会效益：联农带农能

力-增强 

3.满意度：服务对象满

意度（%）-≥80 

1.推进园区全产业链融

合发展-推进 

2.联农带农能力-增强 

3.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100 35 

15 
小型农田

水利发展 

1.经济效益：促进受益农

民增收-促进 

2.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无不良

影响 

3.可持续影响：（1）工程

服务年限-≥15；（2）落

实建立管护制度-落实 

4.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

满意度-≥90% 

1.促进受益农民增收-

促进 

2.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无不良影响 

3.（1）工程服务年限-≥

15；（2）落实建立管护

制度-落实 

4.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农安县、长岭县无自评

材料） 

82.51 28.88 

16 
设施园艺

发展 

1.经济效益：受益农民增

收-促进 

2.社会效益：本地蔬菜自

给能力-提升 

3.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无不良

影响 

1.受益农民增收-促进 

2.本地蔬菜自给能力-

提升 

3.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无不良影响 

4.促进蔬菜产业发展-

面积持续增加 

97.6 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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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4.可持续影响：促进蔬菜

产业发展-面积持续增加 

5.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

满意度-≥90% 

5.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农安县、长白县无自评

材料） 

17 

支持农民

合作社发

展 

1.经济效益：农民合作社

经济效益-增长 

2.社会效益：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 

3.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无不良

影响 

4.可持续影响：项目带动

周边农民合作社发展能

力-提升 

5.满意度指标：扶持对象

满意度-≥90% 

1.农民合作社经济效益

-增长 

2.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助力乡村振兴-促进 

3.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无不良影响 

4.项目带动周边农民合

作社发展能力-提升 

5.扶持对象满意度-≥

90% 

（农安县、柳河县、靖

宇县、长岭县、图们县

无自评材料） 

79.69 27.89 

18 
人参产业

发展 

1.社会效益：提高人参研

发水平-提高 

2.可持续影响：（1）质量

安全水平-提升（2）品牌

带动作用-增强 

1.提高人参研发水平-

提高 

2.（1）质量安全水平-

提升（2）品牌带动作

用-增强 

100 35 

19 

智慧农业

示范基地

建设项目 

1.经济效益：是否撬动社

会资本投入-是 

2.社会效益：引领智慧农

业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增强 

3.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无不良

影响 

4.可持续影响：改造传统

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

方式，实现管理数字化、

生产智能化、指导精准化

1.是否撬动社会资本投

入-是 

2.引领智慧农业发展，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增

强 

3.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无不良影响 

4.改造传统农业农村生

产经营管理方式，实现

管理数字化、生产智能

化、指导精准化及数据

归集-加快 

100 35 



 

46 

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 

评价

得分 

及数据归集-加快 

5.满意度指标：受益主体

满意度-≥80% 

5.受益主体满意度-≥

80% 

20 
农产品加

工业发展 

1.经济效益：带动农民增

收作用-提升 

2.社会效益：资金使用有

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无 

3.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无不良

影响 

4.可持续影响：推动农产

品加工业发展作用-提升 

5.满意度指标：扶持对象

满意度-≥95% 

1.带动农民增收作用-

提升 

2.资金使用有无重大违

规违纪问题-无 

3.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无不良影响 

4.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作用-提升 

5.扶持对象满意度-≥

95% 

（长岭县、图们市无佐

证材料） 

91.03 31.86 

21 

食（药）用

菌产业发

展 

1.经济效益：带动农民增

收作用-增强 

2.社会效益：促进食药用

菌产业发展-持续促进 

3.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无不良

影响 

4.可持续影响：“吉林长

白山黑木耳”品牌价值-

持续增加 

5.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

满意度-≥90% 

1.带动农民增收作用-

增强 

2.促进食药用菌产业发

展-持续促进 

3.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无不良影响 

4.“吉林长白山黑木耳”

品牌价值-持续增加 

5.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100 35 

综合得分 97.94 34.28 

五、存在问题 

1.个别评价对象资金到位率和执行率偏低。受各种主客

观因素的影响，财政补助资金无法按期拨付，项目无法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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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资金管理的下达及时性与执行准确性有待改善。 

2.个别评价对象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未达标，项目验收

合格率较低，完成时间较晚。 

3.个别评价对象缺少效益指标佐证材料，暂时无法判断

是否产生了既定的效益目标。尤其是一些定性指标难以提供

精准的佐证材料。 

六、有关建议 

1.及时兑付专项资金。严格预算执行，按照制度规定及

时兑付资金。对于财政资金到位不及时的情况，各市县要及

时监控资金支付进度，积极请拨财政资金。 

2.加快项目建设和验收进度，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督

促各项目单位抢抓有效工期，提升工作效率，提前开工建设，

避免冬季气候影响。 

3.强化工作责任制，提升绩效评估工作的主动性和专业

性，提高各市县各单位对于财政农业资金绩效评价的重视程

度，更高质量、更加完整地提供自评材料及配套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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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指标解释与评价要点 

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1 资

金

投

入

情

况 

资金到

位 

资金到位

率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

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

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

度。 

（1）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

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

（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到

具体项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

度或项目期）内预算安排到

具体项目的资金。 

2 
预算执

行 

预算执行

率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

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

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

况。 

（2）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

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

（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

际支出的资金。 

3 

资

金

管

理

情

况 

分配科

学性 

方案编制

合规性 

实施方案或年度资金使

用方案内容是否清晰明

确合规，用以反映和考

核实施方案编制的完整

规范情况。 

（3）是否制定印发专项和具体

政策任务实施方案或年度资

金使用方案。 

4 
资金分配

科学性 

按照相关管理制度以及

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

围和标准分配资金，用以

反映和考核资金分配安

排的科学合规情况。 

（4）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

分。 

（5）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

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

是否相适应。 

5 

下达及

时性 

方案报备

及时性 

按时报送实施方案，用

以反映专项实施方案报

备的及时情况。 

（6）实施方案报送是否及

时。 

6 
资金下达

及时性 

按照相关管理制度以及

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

限要求分解下达资金，

用以反映和考核专项资

金下达的及时情况。 

（7）按照相关管理制度以及资

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是否

及时分解下达资金。 

7 

拨付合

规性 

政策信息

公开度 

按要求组织开展政策信

息公开工作，涉农主体

知情权和选择权得到有

效保障，用以反映和考

核专项资金安排、兑付

等信息公示公开情况。 

（8）财政支农政策和实施方案

是否向社会发布，是否督促指

导基层按程序做好涉农补贴

申报、补助对象、资金安排等

信息公示公开工作。 

8 
资金拨付

合规性 

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

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

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

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

等问题，用以反映和考

（9）专项资金拨付是否符合国

库集中支付制度等相关规定。 



 

49 

 

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核专项资金拨付程序的

合法合规情况。 

9 
使用规

范性 

资金使用

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

目和项目执行，资金使

用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

核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

情况。 

（10）县级统筹使用涉农资金

是否符合中央政策规定。 

（11）是否出现截留、挤占、挪

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10 

执行准

确性 

预算偏差

率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

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

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

较多的问题，用以反映

和考核专项资金使用与

预算安排的相符情况。 

（12）预算偏差率=实际支出资

金与预算安排资金的差额数/

预算安排资金×100%。 

11 
数据材料

准确性 

统计数据和相关佐证材

料能够真实客观反映项

目实施和资金分配使用

状况，用以反映和考核

资金执行管理工作的准

确情况。 

（13）是否通过平台“资金分

配”模块准确填报政策任务

资金使用主体信息及相关支

出明细。 

（14）通过现场抽查核查，是否

存在平台数据不实、佐证材料

造假和文件材料失真等情况。 

12 

预算绩

效管理 

绩效目标

合理性 

在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

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和

指标符合客观实际，用

以反映和考核专项绩效

目标和指标与实际实施

相符情况。 

（15）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

下达绩效目标，是否将下达的

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细化分

解到具体项目承接单位。 

13 
绩效监控

规范性 

按要求组织实施绩效监

控，平台数据及时规范

填报，用以反映和考核

绩效监控工作完成的效

率和质量情况。 

（16）部署开展绩效监控工作，

是否通过平台及时规范填报

资金分配、绩效分解等模块信

息。 

（17）实施总结报告是否报送

且通过平台备案。 

14 
绩效评价

有效性 

将有关资金纳入绩效管

理，组织开展绩效自评

或评价，用以反映和考

核绩效评价工作的规范

和有效情况。 

（18）部署开展绩效自评或绩

效评价工作，是否将评价结果

（含往年）作为资金分配的重

要依据。 

15 
支出责

任履行 

管理制度

健全性 

按要求细化制定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用以反映

和考核对专项支出履行

的制度保障情况。 

（19）是否制定专项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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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16 
地方资金

投入 

积极争取财政资金，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用以

反映和考核地方对专项

实施的资金保障情况。 

（20）资金分配文件中是否有

明确的地方财政资金投入或

社会资本投入安排。 

17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政策目

标实现 

政策落实

有效性 

对照下达年度总体目

标，填报全年实际完成

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

专项总体目标落实情

况。 

（21）是否全面完成专项总体

目标和各项政策任务目标。 

18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

标 

实际完成

率 

按批复下达的专项区域

绩效目标表中数量指

标、质量指标、时效指

标、成本指标三级指标

考核产出指标实现程

度。 

（22）实际完成率=全年实际完

成值/指标值。实际完成率超

过 100%的，按 100%计算。 

注:定性指标的完成情况分为

好、较好、一般、较差四档，

在相应档次内按照 90%（含）

—100%、80%（含）—90%、60%

（含）—80%、0—60%合理填写

实际完成值。对于定性指标和

不能采用区域或整体统计数

据的定量指标，主管部门汇总

时，应以区域或项目（政策任

务）的资金量为权重加权平均

计算。 

质量指

标 

时效指

标 

成本指

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

益 按批复下达的专项区域

绩效目标表中经济效益

指标、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

影响指标考核效益指标

实现程度。 

社会效

益 

生态效

益 

可持续

影响 

服务对

象满意

度 

按批复下达的专项区域

绩效目标表中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三级指标考

核受益主体满意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