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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统计监测机制研究
──以蒙阴县乡村振兴建设为例

刘民玲
垛庄镇财经服务中心，中国·山东　临沂　276225

【摘　要】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各级财政对乡村振兴领域的资金投入逐年加大，如何全面完成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是

各级各部门持续关注的重点领域。本文在对蒙阴县孟良崮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过去五年的建设发展及绩效管理统计监测的基础

上，分析了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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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atistical Monitoring Mechanism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 A case stud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Mengyi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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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the fiel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all levels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How to complet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key area of continuous attention of all levels and
department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monitoring of th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Qilu Model Zone of rural
vitalization in Mengyin Count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vitaliz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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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蒙阴县作为首批确立的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县，从2018年开始
连续五年对孟良崮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进行接续连片集中打
造，走出了一条“生态好、乡村兴、群众富、可持续”的

“两山”转化之路。但还存在资金使用单位绩效意识不强，自
我评价积极主动性不高，资金供应面窄，农业产业融资有待改
善等一系列问题。作为乡村振兴资金的重要承接载体，乡村振
兴示范区既面临着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也肩负着走出一条乡
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历史重任。

1 　示范区的主要建设内容及投资概况
1.1主要建设项目

（1）产业振兴项目 9 个：石马庄萌乐世界项目、椿树沟
田园综合体项目、欢乐家无菌灌装果汁项目、金葵现代桃产业
园二期项目、雅库特农业产业园项目、中运菌业项目、万亩
标准化金银花种植基地项目、孟良崮纪念馆提升项目、发展壮
大镇党委领办合作社联合社项目。（2）生态振兴项目 13 个：
石路改造提升项目、干线道路建设项目、小微湿地治理项目、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农业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村庄
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村庄提升项目、民
宿聚集区周边村提升项目、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石马庄河生态
治理项目、黄仁河生态治理项目、镇驻地雨污分流项目。

（3 ）人才振兴项目 3 个：“归雁”工程项目、实用技术培
训项目、公益岗位安置项目。（4 ）组织振兴项目 2 个：村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农村干部培训项目。（5）文化振兴
项目 1 个：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配套项目。

1.2资金投入分布情况
项目总投资156480万元，其中财政投入资金共计15420万

元，用于产业振兴项目4000 万、生态振兴项目10650 万、人
才振兴项目80万、组织振兴项目440万、文化振兴项目250万；
带动吸引社会投资141060 万元，其中产业振兴项目140200 万
元、生态振兴项目 86 0 万元。

从统计分析可以得出：生态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
文化振兴四个具有较强公共产品属性的领域，存在建设期长、
经济收益较低的特点，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明显不足，主要是
靠政府投资来完成；相较于其他四大振兴，产业振兴既是政府
投资的主阵地，更是社会资本投入的主要方向，有数倍于财政
资金的社会资本投入产业振兴项目。

2 　示范区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为加强乡村振兴资金的绩效管理，蒙阴县制定出台了《蒙

阴县县级财政支出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并制定了乡
村振兴资金的评价和考核办法，先后对示范区的28个主要建设
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

2.1评价依据
中央、省、市、县有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方针政策文件；相关部门制定印发的有关乡村资金
管理办法、规范性文件；统计部门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各
级有关乡村振兴的情况总结；下达资金的文件及相关资料；项
目实施方案、经验总结、检查分析报告等。

2.2评价指标体系
（1 ）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项目决策、项目管

理、项目绩效三个指标，下设二、三级指标进行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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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经济效益
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可持续性指标等，总分值设
定为100分。（2）评价级次和标准。评价分为4个等级：综合得分
在90分（含）-100分为优；综合得分在80分（含）-90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60分（含）-80分为中；综合得分在60分以下为差。

2.3评价得分
28个重点项目的综合得分在90分（含）-100分的为23个；

80 分（含）-90 分为 5 个，80 分以下为 0 个。项目总体得分
较高，综合得分为“优”的项目占比为 82%。其中资金管理、
资金分配、资金使用、项目完成数量、质量等指标，由于各
级监管程序严格，操作规范，资料保存完善，指标得分相对
较高；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性及群众满意度等指标
可供参考的资料相对缺乏，指标得分相对较低。

3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3.1资金使用单位主动自觉性不高，评价结果不能完全反映

绩效目标
（1）目前示范区的项目绩效主要是由财政部门牵头在做，

县财政局根据乡镇提供的资料和数据，按照年初绩效目标和指
标体系形成评价结果，这一过程中乡镇的主动性不高、积极性缺
乏[1]。这样会造成在评价过程中对项目的合规性过于侧重，对
效益性过分忽略的情况存在。在对待需要专业判断和复杂分析的
定性指标上面，或是选择人为放弃，或是凭主观印象直接打分。

（2）绩效评价内容多针对单项资金，综合评价较少。从上述28个
重点项目评价情况来看，评价都是针对单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
的，考核结果只体现单项资金的绩效情况，没有一个结合整个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总成果的综合性、整体性评价。但乡村振
兴是一个连续性、持久性的建设实践过程，项目建设具有一定周
期性，只有按照一定周期对项目资金进行评价，才可以全面、综
合地反映整体绩效情况，也才能保证财政政策和财政资金的连
续、完整[2 ]。（3）评价指标针对性不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
得性，评价单位在指标选择上多选取计划性、短期性指标作为评
估指标，体现区域特色的长期性、根本性指标不多，这既违背了
绩效评价的初衷，也不能完全体现绩效结果；项目决策、项目实
施的评价不足，评价指标侧重结果评价，从已完成的孟良崮乡村
振兴齐鲁示范样板区绩效评价结果看，绩效评价指标设置基本都
是对项目结果的评价，这样就只能起到事后监督的作用，无法发
挥事前、事中的控制约束作用，也不符合绩效指标设置相关性、
系统性的原则。（4）评价结果应用不被重视，还存在有传统的“重
支出，轻绩效”思想，评价结果多停留在反映情况、找问题、提
建议的层面，并没有真正与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相结合，导致绩
效结果得不到预算单位的重视，形不成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硬约
束机制，这样既不利于提高支出绩效水平，也不利于推动预算绩
效管理的提质增效，并且还会容易造成财政资金的闲置和浪费，
使评价结果流于形式。

3.2 资金供应面窄，农业产业融资有待改善
（1）从蒙阴县孟良崮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实施情况中

可以看到，在五大振兴投入中各类项目总投资156480万元，其
中财政投入资金共计15420万元，社会投资141060万元，社会
投资主要集中在产业振兴的旅游开发方面，而在生态振兴、人
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方面带动吸引社会投资的动力明
显不足，项目投资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财政专项资金，五大
振兴过度依赖于上级投资和公司企业投资的现象说明，政策吸
引的活力还远远没有得到足够释放。（2）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存在较大短板。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县农产品加工企业
年固定资产投入和流动资金需求远超银信部门的年放贷额度，
但由于县域小微企业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高风险、低回报的服
务对象，普遍具有收入较低、盈利不稳、信息不透明、账务

不规范等特征，降低了银行机构对其放贷的积极性；县域农村
支付服务环境差，农村居民对电子支付结算工具认知不足，农
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缺乏，限制了现代化支付工具的推广使用；
县域金融素养偏低，地方部门间协调机制不畅等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普惠工作的展开。

4 　对策建议
4.1健全完善绩效奖惩问责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

（1 ）按照“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评价要求，
将绩效评价纳入项目建设的监督考核，进行全方位评价、全过
程考核。进行全方位评价，不只是对建设项目进行评价，对
所有需要监测的预算项目都要进行评价，强化绩效目标管理，
规范绩效填报，及时组织竣工验收，严格控制绩效目标、严
格落实绩效监控。全过程评价，评价过程不仅要涵盖项目立
项、组织实施、资金拨付等过程，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在兼
顾经济性、效率性的基础上，按照科学规范、简洁实用的原则，
进行可持续影响评价。同步建立健全绩效奖惩问责机制，用绩效
问责倒逼资金使用单位重视绩效评价，通过全面树立“花钱必问
效、无效必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强化部门和预算单位的
主体责任，建立绩效责任追究机制。（2）完善健全事前、事中、
事后评价的指标体系建设，统筹协调财政、乡村振兴、统计、审
计等有关部门，通过调查研究、专家访谈等形式完善充实指标体
系库，并且制定指标权重和赋值标准的指导意见。绩效评价可自
行开展，也可委托第三方或聘请行业专家进行评价，但首先要开
展绩效自评，使评价结果真正与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有效结合，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推动绩效目标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具前瞻性的依据。

4.2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挥财政资金挤出效应
（1）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银行类金融机构服务下

沉，引导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倡建立互助社等新
的农村融资组织，扩大农村融资的覆盖范围。一是要充分发挥邮储
银行、农商行等银行在乡村的分行多、分布密、储户多的优势，鼓
励这些银行开发适应当地产业发展周期特点的短期金融产品。二
是要实行对农村金融组织有针对性的成本补助，把信用保证服务
扩展到各个乡镇，增加贷款的利息。三是积极做好地方财政支持普
惠金融发展的“创新动作”，率先探索开展财政金融政策融合支持
乡村振兴，出台供应链金融财政支持政策，建立全民性保险救助体
系，推动普惠金融健康、高质量发展。（2）通过绩效评价强化各级
联动，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和倍数效应。一是通过政府的引
导，调动更多的金融、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形式，
积极参与到农村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投资和运营管理中来：因地制
宜实行一事一议、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按进度拨款等管理模式
[3]，对点多面广、财政补助需要受益对象投资投劳的项目、不
需要专业施工的项目，深化项目建设“放管服”改革，按照有关规
定不强制实行招投标，发挥村集体自治作用，节约时间和经济成
本。二是创新农业资金筹集方式，将 PPP模式引进到农业公共服
务，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休闲农业，现代示范区农业
中来，完善农业公共服务供应，促进农业的供给。三是重视发挥财
政资金和金融对乡村振兴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深化农村“三变”
改革，以股权交易平台为基础，探索“生态资源”股权质押融资业
务创新，将股权变为资本，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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