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度乡村振兴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 项目概况。

为助力乡村振兴，保障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设立了

乡村振兴经费项目。项目立项文件依据充分，方案符合现行

规定和发展规划，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项目年初预算 66

万元，实际资金执行 66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完成预期

目标。

（二）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总体目标：确保资金支出科学、合理，加快推进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

乡村振兴及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有效运转，有力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增加农民收入。

阶段性目标：对监测户进行全面摸排，统筹好相关资金

安排，强化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

户的动态监测帮扶工作；做好外出务工的组织，积极拓宽就

近就地就业渠道；健全扶贫公益岗位管理机制，按需设岗、

以岗聘任；强化扶贫项目资产管理监督；完善落实扶贫资产

管理制度，落实管护责任，确保效益最大化；加强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实施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主要是了解 2023 年乡村振兴经费项



目专项资金的使用所产生的效益情况，为今后该项目的预算

编制及实施提供有益参考。

评价对象为乡村振兴资金项目。

评价范围：本次绩效评价由我部门自行组织开展对本项

目的绩效评价，项目的评价阶段为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从项目执行、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和项目满意度四个维

度进行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等。

(1)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

规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职责明

确，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单位自评应由项目单位自主实施，

即“谁支出、谁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在单位自评

的基础上开展，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

改进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

要安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

(2) 指标评价体系

该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评价指标、年度指标值、实

际完成值、分值、得分、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评价指



标体系权重分值为 100 分。

(3) 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采用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历史比较法、

目标评价法等。

(4) 评价标准

该项目评价标准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项。对于定

性指标，通过采集相关数据，在实施过程中运用等级描述法

进行考核。对于定量指标，一般通过公式等方式予以量化，

可以准确数量定义、精确衡量并能设定目标值的考核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绩效评价的原则及方法，对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

整理、分类并分析，运用评分标准，对本项目进行客观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从项目的预算执行看，该项目

全年预算数 66 万元，资金执行 66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完成预期目标。从项目的效果看，项目的实施提升乡村人居

环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能力，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

（二）综合评价结论

该项目完成各项年度指标要求，项目支出综合得分 100

分，保障乡村振兴及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有效运转。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项目预算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全年预算数 66 万元，资金执行 66 万元，

预算资金按项目计划进度执行，预算执行率 100%，该指标评

价得分 10 分。

（二）项目产出情况

产出指标总权重分值为 50 分，评价总得分为 50 分。产

出指标从数量、质量、时效和成本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产出

数量三级指标共计 1 个，年度指标值为等于 660000 元，实

际完成值为 660000 元，完成预期目标，根据评分规则，该

指标评价得分 10 分。产出质量三级指标共计 1 个，年度指标

值为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实际完成值为达成预期指标，根据

评分规则，该指标评价得分 20 分。产出时效三级指标共计 1

个，年度指标值为等于 1 年，实际完成值为 1 年，根据评分

规则，该指标评价得分 10 分。产出成本三级指标共计 1 个，

年度指标值为等于 660000，实际完成值为 660000 元，根据

评分规则，该指标评价得分 10 分。

（三）项目效益情况

效益指标总权重分值为 30 分，评价总得分为 30 分。效

益指标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三个方面进

行考察。社会效益三级指标共计 1 个，年度指标值为改善，

实际完成值为达成预期指标，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评价得

分 10 分。生态效益三级指标共计 1 个，年度指标值为改善，

实际完成值为达成预期指标，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评价得



分 0 分。可持续影响三级指标共计 1 个，年度指标值为改善，

实际完成值为达成预期指标，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评价得

分 20 分。

（四）项目满意度情况

项目满意度指标总权重分值为 10 分，评价总得分为 10

分。满意度指标从满意度一个方面进行考察。满意度三级指

标共计 1 个，年度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95%，实际完成值为

100%，，完成预期目标，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评价得分 10

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四个不摘”，

全面巩固“三保障一安全”成效，加强动态监测帮扶，牢牢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2.不断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做好外出务工的组织，

积极拓宽就近就地就业渠道;健全扶贫公益岗位管理机制，按

需设岗、以岗聘任。

3.不断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注重产业后续长期

培育，加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实施特色种养业提

升行动，推进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4.强化扶贫项目资产管理监督。继续完善落实扶贫资产

管理制度，落实管护责任，确保效益最大化；进一步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六、有关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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