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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高标准农田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立项

为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

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

办发〔2019〕50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

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

（鲁政办发〔2020〕12 号）等文件,济南市农业农村局设立

高标准农田专项资金，加快推进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二）项目内容和实施情况

济南市 2019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29 万亩，项目总

投资 43119.24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9274.2 万元、

市级财政资金 13068.4 万元、县级自筹资金 776.64 万元；

2020 年建设面积 29 万亩，项目总投资 43680 万元，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29407 万元、市级财政资金 14273 万元，全部

为财政资金。具体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

和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

科技推广措施等。共建设 48 个项目区，涉及 45 个乡镇（街

道）600 多个村庄，惠及 32 万余人，建设高标准农田 58 万

亩，其中节水灌溉面积 26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群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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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的工作机制，主管部门为济南市和各区县农业农

村局，农田建设项目推行项目法人制,项目法人单位为县级

农业农村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各区县政府明确的农田建设管

理机构或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项目建设已在规定的建设工期内按照项目计

划完工，其中：2019 年项目建设任务全面完成验收；2020

年项目建设工程已完工，建设单位组织农技、水利、财政等

专业技术人员及施工、监理人员对项目建设质量正在进行竣

工验收。

（三）项目预算及支出情况

项目按照济南市农业农村局、济南市财政局《关于加快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济农财〔2019〕

22 号）要求，济南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标准为 1500 元/

亩，其中：省以上补贴资金 1000 元/亩，市级配套 500 元/

亩。2020 年高标准农田项目预算资金共计 15108 万元，其中：

补助 2019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6168.4 万元、补助 2020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8789.6 万元、项目工作经费（审计、

绩效评价、验收等）150 万元。

项目资金使用范围包括：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费、工程

招投标费、工程监理费以及项目所需材料费、设备购置费、

施工支出以及必要的项目管理费等。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农

田建设项目评审、实地考察、检查验收、工程实施监管、绩

效评价、资金和项目公示等管理方面的支出。根据专项资金

明细账、支付凭证等，2020 年度项目管理费实际使用 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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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各区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资金 14958 万元，合计

15038.56 万元。

（四）项目组织管理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负责指导本省农田建设工作，牵头拟

订本地区农田建设政策和规划，组织完成中央下达的建设任

务，提出本地区农田建设年度任务方案。济南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指导本市农田建设工作，承担省级下放或委托的项目初

步设计审批、竣工验收等职责，对本市农田建设项目进行监

督检查和统计汇总等。区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县农田

建设工作，制定县域农田建设规划，建立项目库，组织编制

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申报项目，组织开展项目实施和初步验

收，落实监管责任，开展日常监管。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总体绩效目标

到 2020 年，全市建成 470 万亩高标准农田；到 2022 年，

建成 500 万亩以上高标准农田，稳定保障 56 亿斤以上粮食

产能；到 2025 年，力争建成 530 万亩高标准农田；到 2035

年，全市高标准农田数量、质量进一步提高，粮食安全保障

基础更加坚实。

（二）2020 年度绩效目标

数量指标：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29 万亩、新增高效节

水面积 14 万亩;时效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及项目计划完成

率达到 100%;成本指标：财政资金亩均补助标准 1500 元;效

益指标：田间道路通达度平原达到 100%、丘陵≥90%,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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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耕地质量、水资源利用率

逐步提升,健全建后管护机制，受益群众满意率≥95%。

三、评价基本情况

（一）绩效评价思路

本次绩效评价以结果为导向，重点围绕项目预算执行情

况、产出情况、效益情况及满意度四方面设计指标体系，进

行评价分析。结合项目实际情况，通过对比项目绩效目标，

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项目效果的内外因素。同时运

用数据分析法，对 11 个区县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评价，分

析各区县目前对资金的投入利用情况及财政支出效率变化

趋势，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并为以后项目的

实施提供相应建议。

（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对市级主管部门和各区县项目建设单位

分别设置了指标体系，指标总标准分值为 100 分，包括项目

决策（14 分）、项目过程（16 分）、项目产出（35 分）、项目

效益（35 分）四个一级指标，其中市级主管部门指标体系包

含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

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 14

个二级指标，28 个三级指标；各区县项目建设单位指标体系

包含项目立项、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数量、产出质量、

产出时效、产出成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

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 12 个二级指标，23 个三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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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三）评价方法及评价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总体采用

目标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根据本次绩

效评价工作需要，我们成立了由行业专家、财务专家组成的

绩效评价工作组，分别对项目涉及到的 11 个区县进行了现

场调研。在对每个区县的现场工作中又分成两个项目组：一

组负责内业资料检查，主要对项目决策、项目过程管理和资

金使用及项目产出中涉及的案卷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提取

相关的数据，通过查阅整理项目建设基本情况资料、决策资

料、过程管理资料及成果资料，对项目预期任务目标与实际

完成情况进行比较、对项目实施情况、建设内容、预算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另一组负责外业建设工程勘察和社会调

查，形成现场勘察记录并发放调查问卷，共收回有效调查问

卷 664 份。通过对取得的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分析，形成

最终绩效评价结果。

四、评价结论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1.市级主管部门评价结论

市级主管部门得分为 90.51 分，等级为优。各指标得分

情况见表 1。
表 1 市级主管部门得分情况表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分值 14 16 35 35

得分 13 14.99 30.42 32.10

得分率 92.86% 93.69% 86.91% 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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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县评价结论

区县平均得分为 88.74 分，等级为良。各指标得分情况

见表 2。
表 2 区县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及分值

平均

得分

得分

率%

莱芜

区

天桥

区

长清

区

历城

区

钢城

区

槐荫

区

章丘

区

商河

县

先行

区

济阳

区

平阴

县

项目决策

（10 分）
9.73 97.30 10 10 10 10 10 9 10 10 10 9 9

项目过程

（20 分）
16.49 82.45 18.76 16.85 17.27 17.62 17.07 17.77 16.33 15.08 15.73 16.3 16.25

项目产出

（35 分）
30.42 86.91 30.92 31.92 31.42 25.04 24.85 28 30.51 31.5 30.78 29.02 26.39

项目效益

（35 分）
32.1 91.71 32.1 32.1 32.1 32.1 32.1 32.1 32.1 32.1 32.1 32.1 32.1

合计 88.74 88.74 91.78 90.87 90.79 84.76 84.02 86.87 88.94 88.68 88.61 86.42 83.74

最终得分 88.74 88.74 91.78 90.87 90.79 90.36 90.23 89.37 88.94 88.68 88.61 86.42 83.74

注：历城区、钢城区、槐荫区因存在合理缺项，换算为百分制得分。

（二）绩效指标分析

市级指标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一级指标得

分率分别为 92.86%、93.69%、86.91%和 91.71%；区县指标

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一级指标得分率分别为

97.3%、82.45%、86.91%和 91.71%。

综合各项指标得分情况看，决策指标得分率较高，主要

原因是项目立项依据充分，项目申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从项目选择及论证分析、方案设计和规划等均按照相关手续

和程序办理，但存在绩效目标设置不够明确、细化、量化的

问题；过程管理方面，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成立督导检查组，实行分片包挂制督导方式，并建立激

励机制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按计划目标顺利完成，但区

县存在项目预算执行率低、工程款支付不及时、未按合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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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度付款等问题；在项目产出方面，顺利完成项目预定的

建设任务目标，但项目建设工程质量需进一步加强、存在项

目实施结果与初步设计方案存在差异等问题，影响了产出指

标得分；在项目效益方面，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

了项目区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群众的生产条件明显得到改

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

但项目区后期管护机制不健全。

（三）取得的成效

1.项目完成情况较好

顺利完成项目预定的建设任务目标，2019、2020 年度完

成 48 个项目区建设，项目总投资 86799.24 万元，新增高标

准农田面积 58 万亩，新增高效节水面积 26 万亩，涉及 600

多个村庄，惠及 32 万余人。2020 年，在省农业农村厅对高

标农田建设综合评价中，位列全省第三，获得专项奖励资金

3000 万元。

2.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内的耕地实现了旱能

浇、涝能排，改善了农田排灌、道路、生态等基础设施和装

备条件；项目区农田灌溉系数提高 25%以上，使灌溉成本降

低，促进粮食生产发展。据专家论证，项目实施前小麦亩产

约为 420 公斤/亩、玉米亩产约为 450 公斤/亩，项目实施后

小麦亩产约为 460 公斤/亩、玉米亩产约为 490 公斤/亩，粮

食亩产增加 5%-10%，新增粮食产量 6000 余万公斤,新增产值

9000 余万元，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群众满意度较高，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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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3.项目组织开展程序较好

在组织领导方面：市级主管部门专门成立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指挥部，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报、半年一检查、

一年一考核”工作机制，切实压实责任，落实任务；监督检

查方面：成立了督导检查组，由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实行分

片包挂制加强督导，采取现场检查及查阅资料结合的方式进

行督导检查,通过细化评价考核，建立激励机制，确保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顺利完成。

（四）存在的问题

1.绩效目标设置不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

现

绩效目标设置不够明确、细化、量化，未将绩效目标形

成全面、明晰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如：主管部门绩效目标表

中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标值设为“明显提升”；耕地质量、

水资源利用率指标值设为“逐步提升”，不能通过清晰、可

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2.未按照规划设计实施项目建设，后期项目变更较大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周期较短，但项目程序复杂，包含

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和农田输配电等多项单项工程，再加

上项目本身流程复杂，项目立项和审查批复耗费了较多时间，

紧迫的项目建设工期使许多前期工作不够细致和全面，工程

前期设计与后期具体实施内容相差较大。

3.区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在项目管理上存在招投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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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欠规范、档案资料不齐全等问题。如：项目建设单

位招投标不规范，对不同建设项目合并招标，项目具体建设

内容与资金使用情况区分不清，导致决算报表中各项工程建

设内容数据来源不清晰；档案资料不齐全、合同签订不规范，

对项目原计划数变更口头商定未形成变更文件资料、对财务

决算通过协商达成未形成书面合同；由于项目工程款支付不

及时、未按合同进度付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进度。

4.项目建设工程质量需进一步提升

评价组通过核查项目验收资料结合现场查看，部分工程

项目验收时存在工程质量、农田林网植树成活率较低及使用

安全等问题，项目建设工程质量需进一步提升。

5.项目区后期管护机制不健全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田间工程等设施置于户外，比较分散，

在缺少管理的情况下，易造成损失。评价组抽取现场评价点

进行现场查看了解到，项目区内配套基础设施由于工程后期

的管护不到位存在渠道杂草丛生、淤泥较多，闸阀井无井盖、

出水口防护设施被损坏，建筑物附近土地有塌陷、桥面硬化

有裂纹，标示牌损坏、项目蓄水池旁有较多杂物堆积等问题。

由于项目区内配套基础设施建后管护力度不够，影响了项目

整体效益。

六、意见建议

（一）建议主管部门强化绩效目标设置工作

为提升项目绩效目标质量，建议绩效目标设置应遵循全

面性、合理性、可衡量性原则。针对项目特点制定全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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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绩效目标，使之能够清晰的反映出项目的预期产出和效

益，增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目标导向作用。

（二）建议项目建设单位做好项目规划设计工作，减少项

目变更

高质量高标准地做好项目规划设计工作，是实施高标准

农田项目工程建设的前提和技术保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1）科学安排规划设计工期，对规划设计前期准备工

作早落实,确保其工作期限充足、合理；规范方案评审程序，

在评审前深入实地查看，为项目区规划方案提出准确、合理

的建议和意见；建立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单位考核制度，强

化对其设计方案的后评估，完善质量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其

自我提高和改进,不断提高专业规划设计水平。（2）充分提

高群众的参与度，项目入库时要向拟定项目区群众告知项目

的具体范围、性质和实施时间；项目单位规划设计时通过各

种渠道听取群众建议和意见，规划方案要尽量与群众利益相

一致，合理安排建设内容。（3）项目区规划设计要深入田间

地头，在全面掌握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交通、水源等情况

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标准《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

—2014）的要求，并结合实际科学地进行系统规划。

（三）建议区县主管部门强化和规范项目管理

严格按照《山东省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要求，规范

项目过程管理，按照规定开展招投标工作和财务核算，提高

基建财务管理水平；对项目实施期间各环节索要证明材料，

确保有据可依；对项目合同实施登记、审查等监督管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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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同台帐,并定期进行统计、检查，按照政府采购合同约

定支付工程款，对于存在因工程质量问题等未按约定支付的

情况，可在合同签订时加上相应约束条款。

（四）建议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加强工程实施项目检

查

建议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中加强多方面的监督，保证

工程质量，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对项目实施具体所在

村庄，安排专门监督管理人员，负责监督每一项内容建设，

督促监理单位尽职尽责，对工程每项实施内容详细检验和监

督。（2）项目建设单位建立健全制度，严格执行公示公告制、

合同制、招投标制、监理制、结算审核制；择优选择具有相

应资质要求、施工水平高、信誉较好的施工单位参与项目建

设和管理；严格执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等，以制度管人，

以制度管事，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高质量如期完工。（3）

项目建设单位优化过程管理，提高建设效率。高标准农田建

设时令性较强，一般在农闲时进行，应结合农村实际，适当

优化管理程序，提高建设效率。

（五）建议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农田基础

设施后期管护和监督

高标准农田项目农田基础设施维护是确保高标准农田长久

发挥功效的重要保障，农田水利和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正

常运行，是高标准农田项目长期效益的重要保证。在项目建

成后的管理上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基础设施的管护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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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重于治的原则，积极向群众宣传，拓宽宣传渠道，利用各

种形式进行宣传，如：标语、条幅、黑板报、发送公开信息

等，使群众认识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重要性，充分调

动群众参与基础设施管护的积极性。（2）加强经常性的管理

和养护工作，本着养重于修的原则，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明

确管护组织，成立管护单位，彻底落实管护责任。（3）建立

完善的管护制度，落实管护经费渠道，完善资金使用、监督

管理机制，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和使用安全，保证管护经费专

款专用。（4）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督机制，促进农田基础设施

管护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确保项目基础设施正常运行，

发挥长久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