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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三农”发展，在“三农”发展的同时，财政的扶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因此，如何提高农村

公共财政的支出效益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深入调查研究临沂市当前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农村公共财政支

出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解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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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priority is the "three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rur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financial
support is more and more big,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the rural public finance expenditure efficienc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is yi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rural public finance expenditure management, points out the rural public financial expenditure management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

[ Keywords ] Public finance; Performance statistic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1 　研究背景选择

“三农”问题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中之重。十三五时期山

东省“三农”项目总投资315亿元，形成项目资产233亿元；仅

2022年全省就安排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511亿元。面对如此庞

大的资金资产规模，各级各地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尝试，在资金管

控、资产运营、后续管护等方面进行试点创新。省级层面，山东

省先后制定出台了《省扶贫工作重点村产业发展项目管理办法》

等六个规范性文件，并在2020年出台了《扶贫资产管理办法（试

行）》，为扶贫资产健全完善了“四权分置”管理机制；市级层面，

临沂市从健全完善精细化核算、专业化指导、全程化监管、差异

化分配、制度化保障“五化”运行机制入手，推进资金、资产管

理更加规范、系统、长效；县区层面，沂源县探索将资产委托第

三方专业公司经营管理，使分散的资产得以集中管理、集中运营，

充分发挥专业公司的技术优势和经营能力，有效增强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东阿县按照县级公司统筹、镇街协调、村级借力的思路，

成立县、乡、村三级农业运营公司，由公司按照市场化模式统一

运营管理，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值。

以上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但同时

也必须承认农业农村的发展还缺乏系统性、综合性[1]。农村公共

财政支出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使得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难以发挥

杠杆的撬动作用，阻碍乡村振兴的进程[2]。截至2020 年末，全

国城镇居民的城市化水平为43.37%，城市居民的城市化水平为

59.58%，城市居民的城市化水平为全国平均水平[3]。但从整体

上来看，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根据2018-

2021年度我国人民的平均收入，这四年来，我国城市居民的平均

水平已经超过了农民的2.5个百分点。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导

致许多地区乡村陷入萧条，出现了许多“空心村”。

2 　临沂市农业产业发展及资金使用绩效管理现状

2.1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2.1.1农业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作为农业大市产业强市，发展乡村振兴基础深厚、优势明

显。多年来，坚持把发展农业产业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切前

提，大力发展规模化农业、标准化农业、生态化农业，农业

产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以板栗、蜜桃、中药材、

大樱桃种植等为主的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引进农业龙头企业，

大力发展蜜桃产业园，不断调整蜜桃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果品

深加工，果品产业形成了从品种培育、种植、销售、市场、

深加工等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2.1 . 2 一、二、三产业相互支撑、融合发展

作为革命老区，省委提出临沂“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中走在前列”的定位；市委也提出了“建设实力的乡村、农

民的乡村、活力的乡村、宜居的乡村、奋进的乡村”的目标。

近年来坚持围绕“做优一产、强化二产、壮大三产”的任务

目标，逐步了形成一、二、三产业相互支撑、融合发展的产

业体系创新建设模式，构建起了全新乡村产业体系，创新利益

联结模式，实现龙头企业、村集体、村民共同致富增收，推

动乡村振兴整治全域推进。

2.1.3示范区产业带动优势明显

作为沂蒙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以走在

前、作示范为使命担当，发挥优势，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

传承红色基因，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既为村党

组织发挥作用找到了用武之地和平台，使村党组织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得到彰显和提升，又为促进村集体增收提供了源头活

水，达到了村级班子加强、集体增收的双赢目的。

2.2 财政投入情况

2.2.1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

严格贯彻落实“四个优先”要求，对乡村振兴给予“优

先保障”，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一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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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级支持力度。持续深入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优化资金

支出结构，设立了 15 亿元的市级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增

长36.36%；二是指导县级加大投入。强化财政业务指导，督

促县级履行主体责任，推动整合县级涉农资金 32 亿元，增长

23%；三是全力争取上级支持。抓住中央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的机遇，争取上级在资金政策上对我市更大的支持，集中财

力保障“三农”领域硬任务的落实。

2.2.2强化资金引导带动作用

发挥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落实担保费补助，支持省农

担临沂管理中心在保余额突破35亿元。积极引导工商资本投资

农业农村，对2020年度工商资本新增投资1亿元以上的乡村振

兴项目，积极组织申报省级奖补支持。稳步提高关系国计民生

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保险覆盖面，探索水稻、小麦、

玉米3 大主粮作物基本险保险费财政全额补贴政策。

2.3财政绩效管理实践情况

 市财政制定了政府财政年度计划的指标体系，对各县区政

府的财政指标进行统一规范，将各单位的财政拨款纳入政府的

绩效指标体系中，2021 年，对5个列入了重点评估的专项项目

进行了全程追踪，对 13 个特别专项项目进行了重点考核。

2.3.1项目预算的绩效评价扎实推进

随着乡村振兴全面破题，项目预算的绩效评价也随之跟进，

逐步建立起了从立项、组织实施、绩效目标完成等一系列的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原则、评价方法，有针对性地实施绩效管

理。针对具体项目建设工程，从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决策、过程、

产出、效益等多个方面，全面评价项目绩效状况。通过实施绩效

管理工作，实现了较为客观公正地反映项目工程实际使用和产生

的绩效状况的目标，为今后该项目实施方向及管理方式的改进提

供指导，逐步树立起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观。同时促进项目实施

单位的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升，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为下

一步的预算资金安排和完善和评价提供参考。

2.3.2规范农村公共财政的管理

加强农村公共财政的预算编制管理和专项经费的使用；开展

镇街财政财务监督和乡镇财务工作，并根据存在的问题，制定相

应的改进办法：2021年，临沂市 全年开展镇街财务部门120

人次、农村财务人员2400人次的财务能力培训，提高农村财务

工作水平。

3 　存在问题及分析

3.1 乡村振兴扶贫衔接扶贫项目不够紧密，（1）一些项目

由于建设管理、审核程序不规范，导致实施进度缓慢，以致很多

项目基本没有实现收益分红，就已闲置，荒废，造成大量资金的

浪费。（2）产业项目前期申报、立项论证不充分、不精准，以致

先期规划扶贫项目没能实施，造成扶贫专项资金闲置过大。（3）

局限于“输血”式的帮扶式扶贫，项目缺乏自我增长的内生机制，

且各部门的数据采集、归纳和分析工作是“碎片化”“应急式”的，

数据共享程度不够，资金整合度不高，难以发挥整体效益，持续

增收能力不强，抵御风险能力脆弱。

3.2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完善，未将资金使用社会效

益指标、环境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纳入评价体系，或虽设

置了上述评价目标，在具体工作评价时往往予以忽略。评价过

程重视以项目体量、工程质量、完工及时性及工程成本等等可

量化，易度量的指标的考核上，而在群众满意度等难度量的指

标评价明显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预算绩

效评价结果的基础，绩效管理的目的是总结预算支出绩效的实

现情况，为今后的预算编制提供决策依据。在评价指标体系不

完善的情况下，部门预算的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参考性便会大

打折扣。

3.3绩效评价监测体系没有建立。绩效评价多是应要求而评

估，是被动评估。上级要求评估的才评估，没有要求的不会主动

评估，评估的目的仅限于完成上级的报表要求，缺乏为项目后续

监督、监管提供决策依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因此各地都没有建

立起用于绩效评估过程数据的收集，并记录绩效实现的监测机

制。且财政、统计、乡村振兴等部门相互协调不及时，之间的数

据共享程度不够，整合程度不高。

4 　对策建议

4.1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运行有效的内控制度是基本是农村公共财政的基本保障。

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会在一定程

度上保证国有资产的完整、安全。通过不相容岗位的设置，既

可以增强相互之间的约束力又可以提高内部监督效力。实施过

程监控、跟踪评价，及时系统地反映项目的运行情况和实施进

度；通过事后结果审查，突出重点，将评价结果及时充分利用。

4.2建立健全农村公共财政的绩效评价体系和奖惩问责机制

乡村振兴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性工作，要树立跨周期的

财政绩效观。为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全面、综合地反映整体

绩效情况，应按照一定周期对项目资金进行绩效评价[4]。财政

部等多部门共同制定印发了《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

价及考核办法》，针对乡村振兴的绩效考核的办法进行了明确规

定，特别是农村公共财政支出，同时也规定了将绩效评价纳入项

目建设的监督监测，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评价和奖惩问责。

4.3将农村公共支出财政纳入统计监测

借助统计部门的技术力量优势和完整的监测体系，来完成繁

杂的数据收集、信息分析、系统预警、综合核查等工作，财政监

控与统计监测信息共享、相互监督，实现绩效评价与统计监测的

有效衔接，相互支撑。及时将统计监测的结果反馈反映到绩效评

价的评价上来，对绩效评价开展评价后的评价。对于资金使用单

位可统筹协调财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及统计等部门，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共同研究制定出一套部门之间相互衔接运行的绩效

目标监测指标体系，为推动绩效目标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前

瞻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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