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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及目的

祁连县隶属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因地处祁连山中段腹地而得名，北邻古

丝绸之路的首要通道甘肃河西走廊。

祁连县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 41%。辖 4乡 3镇 45 个行政村，有汉、藏、蒙、

回等 15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 79.2%。境内平均海拔 3169 米，县城海拔 2787

米，年平均气温 1℃，年降水量约在 420 毫米之间，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

2019 年 5 月 15 日，青海省政府发布公告，包括祁连县在内的 12 县（市）

退出贫困县序列。2019 年 9 月，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祁连县共有 7个乡镇，所处地理位置较分散，农牧业的生产和发展比较困难，

各乡镇村委会、合作社责任压较大，费用高，多年来，农牧业依靠财政支农专项

资金在进一步向理想的状态发展。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1）项目主要内容及完成情况

评价组经梳理项目相关资料，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

发展建设项目由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负责实施，涉及 7个乡镇。主

要包括祁连有机产品价格补贴、祁连县农牧业产业品牌宣传推介、祁连县电商维

护及产品推介、金融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建设、祁连县农村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大厅

基础建设、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补助、祁连县八宝镇黄藏寺村产业扶

持、祁连县默勒镇才什土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等 24 个项目。

其中祁连县阿柔乡青阳沟森宝麝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扶持项目、

祁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焚烧炉采购安装项目、金融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建设

项目未实施。

（2）项目组织管理机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8C%97%E8%97%8F%E6%97%8F%E8%87%AA%E6%B2%BB%E5%B7%9E/23966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D%E7%BB%B8%E4%B9%8B%E8%B7%AF/4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8%A5%BF%E8%B5%B0%E5%BB%8A/97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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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县财政局：负责安排项目财政资金预算、下达及日常监督和管理。

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负责项目的监督检查和项目资金使用的

日常监督，建立并完善项目档案，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审核报账资料的真实性

和合规性。

各乡镇村委会、合作社：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

（3）项目管理流程

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农牧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遵循统一计划、

集中管理、分工负责、责权一致、相互衔接、互相监督、分类实施的原则。

项目管理分以下几个方面：①项目库建设；②项目前期工作；③项目实施与

施工管理；④项目自查验收与审计；⑤竣工验收与项目评估；⑥项目资料归档管

理。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1）预算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祁连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部门预算指标的通知》（祁财字

[2019]244 号），祁连县财政局下达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

发展建设项目资金 1,000.00 万元。

（2）预算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支付凭证，

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专项补助资金共计支

出 8,636,487.00 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88.13%，余额 1,363,513.00 元，其中

祁连县阿柔乡青阳沟森宝麝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扶持项目预算资金

200,000.00 元未到位；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建设项目预算资金 800,000.00 元未发

生支出；祁连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预算 600,000.00 元，结余资金 1,213.00

元；祁连县优良畜种展示推介项目预算资金350,000.00元，结余资金321,900.00

元；祁连县规范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补助项目预算资金

1,800,000.00 元，结余资金 40,400.00 元；结余资金总计 1,163,513.00 元，上

缴财政 1,162,300.00 元，余额 1,213.00 未上缴财政。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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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责

任单位
建设内容及规模

实际收

到金额

支出

金额

结余

金额

调整

金额

调整对

方项目

1

祁连有机产

品收购价格

补贴

县农牧

局
有机畜产品价格补贴 40.00 40.00 0.00

2

祁连县农牧

业产业品牌

宣传推介费

县农牧

局

产品包装设计、制作，宣

传彩页，农畜产品宣传推

介，品牌打造，电视影视

制作等

100.00 100.00 0.00

3

祁连县电商

维护及产品

推介项目

县农牧

局
电商维护及产品推介 30.00 30.00 0.00

4

金融支农风

险补偿基金

建设项目

县经营

管理站

对家庭农牧场、专业合作

社等进行贷款贴息补助
80.00 0.00 80.00

5

祁连县农村

土地纠纷调

解仲裁大厅

基础建设项

目县级配套

资金

县经营

管理站

农村土地纠纷调解仲裁

大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县级配套

30.00 230.00 0.00 200.00

祁连县

病死畜

无害化

处理设

备（焚

烧炉）

采购安

装项目

6

祁连县兽药

包装废弃物

回收和集中

处置补助项

目

县畜牧

兽医站

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兽

药包装废弃物处置、购置

防护用品、包装垃圾袋、

兽药包装废弃物运输

14.00 14.00 0.00

7

祁连县农药

包装废弃物

回收和集中

处置补助项

目

县农业

技术推

广中心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农

药包装废弃物处置、购置

防护用品、包装垃圾袋、

农药包装废弃物运输

6.00 6.00 0.00

8

祁连县病死

畜无尸体害

化处理补助

项目

县畜牧

兽医站

租用车辆并雇佣劳务无

害化处理病死畜、购置用

于无害化处理的消毒药

品、一次性防护用品等

20.00 20.00 0.00

9

祁连县八宝

镇黄藏寺村

产业扶持项

目

县农牧

局
粉条机设备购置补助 10.00 10.00 0.00

zhang
按调整后表格列示

暖暖 小新
支出金额就是调整后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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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责

任单位
建设内容及规模

实际收

到金额

支出

金额

结余

金额

调整

金额

调整对

方项目

10

扎麻什乡棉

纱湾村集体

经济建设项

目

县农牧

局

购置 1周岁西门塔尔奶

牛 10 头
10.00 10.00 0.00

11

祁连县默勒

镇才什土集

体经济发展

项目

县农牧

局
购买母羊精料 30 吨 10.00 10.00 0.00

12

祁连县农牧

业生产防灾

救灾资金

县农牧

局

用于农牧业生产自然灾

害、基础设施应急救灾等
60.00 59.88 0.12

13

祁连县野牛

沟乡边麻梅

龙掌畜牧业

经营专业合

作社农畜产

品推介费

县农牧

局

用于特色农畜产品生产、

加工及农畜产品宣传推

介

20.00 20.00 0.00

14

祁连县阿柔

乡青阳沟森

宝麝业养殖

专业合作社

特色产业发

展扶持资金

县农牧

局

用于特色养殖及特色农

畜产品宣传推介，主要是

自主研发麝香和保健酒，

包括包装设计、商标注册

等

0.00 0.00 0.00

15

祁连县峨堡

镇黑沟滩家

庭牧场旅游

产业补助资

金

县农牧

局

峨堡镇黑沟滩家庭牧场

打造生态草原体验基地

给予产业资金扶持

20.00 20.00 0.00

16

祁连县阿柔

乡杨吉卓玛

家庭牧场产

业扶持项目

县农牧

局

建设青贮窖 1处、围墙修

建等
10.00 10.00 0.00

17

祁连县合作

社能力提升

项目

县农牧

局

空壳合作社清理、扎麻什

乡地盘子汇生特色农牧

业合作社能力提升、地盘

子村尕大板拆迁补助

10.00 1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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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责

任单位
建设内容及规模

实际收

到金额

支出

金额

结余

金额

调整

金额

调整对

方项目

18

祁连县病死

畜无害化处

理设备（焚烧

炉）采购安装

项目

县农牧

局

祁连县默勒镇、峨堡镇 2

个乡镇采购安装无害化

焚烧炉 2套

240.00 40.00 0.00 -200.00

19

祁连县规范

化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

社能力提升

建设补助项

目

县农牧

局

全县 9个规范化生态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能力提

升及后续产业发展，根据

合作社评估排序进行补

助，主要建设内容为合作

社生产设备购置、基础设

施建设等

180.00 175.96 4.04

20

祁连县八宝

镇麻拉河村

乡村振兴战

略产业奖补

项目

祁连县

八宝镇

人民政

府

在州级乡村振兴战略示

范试点村八宝镇麻拉河

村油菜种植及村级后续

产业发展

20.00 20.00 0.00

21

祁连县优良

畜种展示推

介项目

县农牧

局

祁连县各乡镇优良畜种

展示、宣传推介
35.00 2.81 32.19

22

祁连县白藏

羊本品种选

育及品质提

升项目

县农牧

局

在全县 7个乡镇淘汰杂

色羊，提升白藏羊品质
20.00 20.00 0.00

23

祁连县高原

型藏羊多胎

品系选育项

目

县畜牧

兽医站

主要是鉴定培育多胎藏

羊种公羊，建立种公羊及

其组建母羊的系谱档案

10.00 10.00 0.00

24

祁连县高原

型牦牛高效

繁育项目

县畜牧

兽医站

主要是选育祁连牦牛优

良畜种，提高祁连牦牛繁

育率等

5.00 5.00 0.00

合 计 980.00 863.65 116.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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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目标 1：祁连县有机产品进行价格补贴；目标 2：祁连县农牧业灾害进行应

急救灾；目标 3：祁连县电商维护及产品推介项目；目标 4：对祁连县农畜产品

进行宣传推介；目标 5：金融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建设项目；目标 6：祁连县农村

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大厅基础建设项目县级配套资金；目标 7：祁连县兽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补助项目；目标 8：祁连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

补助项；目标 9： 祁连县病死畜无尸体害化处理补助项目；目标 10：祁连县八

宝镇黄藏寺村产业扶持项目；目标 11：扎麻什乡棉纱湾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

目标 12：祁连县央隆乡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启动资金；目标 13：祁连

县默勒镇才什土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目标 14：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梅龙掌畜牧

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畜产品推介费；目标 15：祁连县阿柔乡青阳沟森宝麝业养

殖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目标 16：祁连县峨堡镇黑沟滩家庭牧场

旅游产业补助资金；目标 17：祁连县阿柔乡杨吉卓玛家庭牧场产业扶持项目；

目标 18：祁连县合作社能力提升项目；目标 19：祁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

（焚烧炉）采购安装项目；目标 20：祁连县规范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能力

提升建设补助项目；目标 21：祁连县八宝镇麻拉河村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奖补项

目；目标 22：祁连县优良畜种展示推介项目；目标 23：祁连县白藏羊本品种选

育及品质提升项目。

2.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对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年度计划、项目实施方案、绩效

目标等相关材料梳理汇总，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

设项目具体绩效目标详见表 1-5 所示。

表 1-1 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祁连县有机产品进行价格补贴 200 吨

祁连县农牧业灾害进行应急救灾 7 个

祁连县电商维护及产品推介项目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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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对祁连县农畜产品进行宣传推介 1 家

金融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建设项目 54 家

祁连县农村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大厅基础

建设项目县级配套资金
1 个

祁连县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

补助项目
7 个

祁连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

补助项
2 个

祁连县病死畜无尸体害化处理补助项目 7 个

祁连县村集体经济产业扶持项目 4 个

祁连县合作社特色产业扶持项目 3 个

祁连县家庭牧场产业扶持项目 2 个

祁连县合作社能力提升项目 3 个

祁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焚烧炉）

采购安装项目
3 套

祁连县规范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能

力提升建设补助项目
9 个

祁连县优良畜种展示推介项目 1 个

祁连县白藏羊本品种选育及品质提升淘

汰杂色羊涉及乡镇
7 个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补助率 100%

基础设施建设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0 年

成本指标

祁连县有机产品进行价格补贴 40

祁连县农牧业灾害进行应急救灾 60

祁连县电商维护及产品推介项目 30

对祁连县农畜产品进行宣传推介 100

金融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建设项目 80

祁连县农村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大厅基础

建设项目县级配套资金
30

祁连县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

补助项目
14

祁连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

补助项
6

祁连县病死畜无尸体害化处理补助项目 20

祁连县村集体经济产业扶持项目 50

祁连县合作社特色产业扶持项目 50

祁连县家庭牧场产业扶持项目 30

祁连县合作社能力提升项目 10

祁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焚烧炉）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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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采购安装项目

祁连县规范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能

力提升建设补助项目
180

祁连县优良畜种展示推介项目 40

祁连县白藏羊本品种选育及品质提升淘

汰杂色羊涉及乡镇
20

社会效益

指标

群众收益率 ≥95%

村集体经济稳步提升 逐年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祁连县农牧业生产条件和

基础设施条件可得到明显改善，农牧业生

产结构得到优化调整，特色农业经济加快

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逐步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兽药包装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降低 ≥5年

对农牧业生产发展的可持续影响 5年以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农牧民满意度 95%

村委会、合作社满意度 100%

（三）项目立项依据

1.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祁连县人民政府同意《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

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祁政[2019]143 号）。

2.关于下达 2020 年部门预算指标的通知

2019 年初祁连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部门预算指标的通知》（祁财字

[2019]769 号）。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对象、范围和时间段

1.评价对象与范围

本次评价对象为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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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1,000.00 万元。评价范围涉及祁连县财政局、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

振兴局等单位部门。

2.评价时间段

本次绩效评价时间为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1 月。

（二）绩效评价原则和方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

1.评价原则和方法

本次对该项目的绩效评价，坚持定量优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始终

遵循科学规范、全面系统、公正客观、合规合法、绩效相关的基本原则。评价实

施过程中，将综合使用文献研究法、社会调查法、因素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

种方法。

社会调查法主要通过问卷调研、访谈等形式实现，比较法则是通过对绩效目

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同时通过

文献资料搜索、多因素分析来支撑评价的逻辑紧密性与客观性。

2.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 号）要求，对共性指标进行设计。个性指标结合项目自身特点，针对性进行

设计。

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本次评价按照逻辑分析法进行指标设计，以科学

性、可操作性、有用性等为基本原则，按照“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的逻辑路

径进行绩效指标设计。围绕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等四个维

度，对每个维度下的重点内容和要素进行了提炼，指标设置有效遵从 SMART 原则，

综合历史标准、行业标准和计划标准科学设置指标目标值。评价指标内在逻辑的

一致性增强了评估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行性。

zhang
按最后时间，实际执行时间也算，应为11月

暖暖 小新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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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标准

（1）指标评定标准

本报告的评价标准是依据绩效评价基本原理，分别按照国家标准、计划标准、

通用标准、历史标准等制定。

对于定性指标，一般通过制度文献、记录、社会调查等途径采集相关数据。

对于定量指标，在评价过程中主要采用线性判断为主、区间范围判断为辅的

方式进行考核。通过参照国家标准、计划标准或通用标准设定目标值或目标区间

范围，再通过线性判断或范围判断，明确指标得分情况。

（2）绩效等级划分标准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绩效评价结果

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一般设置为 100 分，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

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

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实施分为前期准备、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及报告撰写

三个阶段，评价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5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各阶段工作内容

如下：

1.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时间：2022 年 1 月 5 日—1月 10 日。

工作：一是成立绩效评价小组，搜集项目资料及相关政策文件，全面了解项

目、资金基本情况。二是工作方案制定及论证。根据项目特点形成评价工作方案、

实地调研方案，准备部署现场调研工作。

2.评价实施

评价实施时间：2022 年 1 月 11 日—2月 20 日。

工作：一是基础数据采集及复核。通过基础表等形式对项目、资金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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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容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判断，主要包括项目建设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管理制度与执行情况等，并对基础数据与项目资料进行复核。二是访谈调研。

对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祁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兽医站相关负

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和考察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

实施管理情况，发现资金使用和管理中的问题。三是问卷调研。对项目受益对象

开展问卷调查。

3.形成评价结果及报告

形成评价结果及报告时间：2022 年 2 月 21 日—2月 28 日。

工作：一是数据整理和分析。针对实地调研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初步整理，对

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对满意度问卷进行分析。二是报告撰写、论证及修改。对指

标体系进行打分，撰写绩效评价报告。总结项目经验、分析不足，针对所存在的

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进行公司内部质量控制。结合相关评审意见，对评价报告

进行修改、完善，形成终稿。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总体评价得分

依据项目基础信息统计，结合现场调研情况，按照评价组研制的评价指标

体系，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绩效评价综合

得分 76.41 分，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绩效

评价等级标准相关规定，该项目绩效评价级别为“中”。具体得分情况见表 3-1。

表 3-1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权重分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00 11.67 77.80%

过程 25.00 17.14 68.56%

产出 40.00 36.34 90.85%

效益 20.00 11.26 56.30%

总计 100.00 76.41 76.41%

分数如下图：

暖暖 小新
已修改

zhang
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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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率如下图：

（二）综合评价结论

从项目决策方面来看，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项目

按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立项程序规范。从项目过程方面来看，祁连县农牧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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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实际到位资金 9,800,000.00 元，其中下拨到祁连县农牧水利

科技和乡村振兴局账户 9,250,000.00 元；直接下拨到预算执行单位祁连县畜牧

兽医站 490,000.00 元，祁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60,000.00 元。祁连县阿柔乡

清阳沟森宝麝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200,000.00 元资金未到

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采购安装

项目未实施，将其资金 2,000,000.00 元调整至农村土地纠纷仲裁大厅建设项目。

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

设项目，全年支付额 8,676,887.00 元；未采取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

施或手段，收集了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支出的凭证；合同签订不规

范，祁连县扎麻什乡地盘子汇生特色养殖专业合作社提升能力补助项目批复内容

购置肉鸡全价颗粒饲料 12 吨，在签订采购合同是误将数量写成 130000 公斤（130

吨）；项目完工，部分项目无验收单，如：有机产品价格补贴项目、农牧业产业

品牌宣传推介项目、电商维护及产品推介项目、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

补助项目、八宝镇麻拉河村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奖补项目。从项目产出方面来看，

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共有 24 项内容，其中

共实施 21 项，3 项未实施。从项目效益来看，该项目效益完成情况较好，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有较大提升；项目档案管理机制不健全，档案归档较

为不齐全、规范，部分项目无验收资料。

但评价组经分析发现，项目也存在以下问题：预算编制科学性存在不足，个

别预算内容未实施，预算投资金额与工作任务不匹配；资金分配不合理，其中祁

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焚烧炉）采购安装项目未实施，将预算资金

2,000,000.00 元调整至仲裁大厅建设项目（经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

局党组会议纪要 6 号文审批同意）；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其中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采购安装项目未实施，将其资金 2,000,000.00 元调

整至农村土地纠纷仲裁大厅建设项目；财务监控不全面的情况；合同签订不规范；

项目完工，部分项目无验收单，如：有机产品价格补贴项目、农牧业产业品牌宣

传推介项目、电商维护及产品推介项目、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补助项

目、八宝镇麻拉河村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奖补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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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类指标共包含 3 个二级指标，6 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15.00 分，

得分 11.67 分，得分率为 77.80％。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但存

在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量不对应的情况（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不匹配

的情况；预算确定的投资额与实际工作所需资金存在差异）。

表 4-1 决策类指标得分情况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1.1 项目立项 5.00 5.00 100.00%

1.1.1 立项依据充分性 2.50 2.50 100.00%

1.1.2 立项程序规范性 2.50 2.50 100.00%

1.2 绩效目标 5.00 4.17 83.40%

1.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2.50 2.50 100.00%

1.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2.50 1.67 100.00%

1.3 资金投入 5.00 2.50 50.00%

1.3.1 预算编制科学性 2.50 1.25 50.00%

1.3.2 资金分配合理性 2.50 1.25 50.00%

合计 15.00 11.67 77.80%

1.1 项目立项

1.1.1 立项依据充分性

该项权重分为 2.50 分，实际得分 2.50 分。具体依据为：

①祁连县人民政府同意《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祁政[2019]143 号），项目立项符合国家、青海省、

海北州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符合青海省农牧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与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

门履职所需；

④该项目资金为预算内资金，祁连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县级支农配

套资金的通知》（祁财字[2019]769 号），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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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

⑤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得满分权重分。

1.1.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该项权重分为 2.50 分，实际得分 2.50 分。具体依据为：

①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提交《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

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祁连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祁连县财政

局下达预算批复，该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提供了项目审批文件即预算指标下达的通知，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权重分。

1.2 绩效目标

1.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该项权重分为 2.50 分，实际得分 2.50 分。具体依据为：

①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提交《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有绩效

目标；

②不存在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性不高的情况；

③该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项目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权重分。

1.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该项权重分为 2.50 分，实际得分 1.67 分。具体依据为：

①项目绩效目标不存在未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的情况；

②项目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存在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不对应的情况，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

村振兴局年初《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的总体项目目标数量共 23 项，其中祁连县

央隆乡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启动资金未在实施方案里体现，而祁连县

2019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建设内容一共2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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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原型牦牛高效繁育项目和高原型藏羊多胎品系选育项目未在年初《绩效目

标申报表》里体现。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③项指标权重，该指得 2/3 权重分。

1.3 资金投入

1.3.1 预算编制科学性

该项权重分为 2.50 分，实际得分 1.25 分。具体依据为：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祁连县财政局年初下达部门预算；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存在不匹配的情况，其中祁连县阿柔乡青阳沟森宝麝

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扶持项目、祁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焚烧炉

采购安装项目、金融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建设项目未实施；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存在差异，预算确定的金额为

10,000,000.00 元，实际需要的资金为 8,636,487.00 元，余额 1,363,513.00 元，

其中祁连县阿柔乡青阳沟森宝麝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扶持项目预算

资金 200,000.00 元未到位；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建设项目预算资金 800,000.00

元未发生支出；祁连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预算 600,000.00 元，结余资金

1,213.00 元；祁连县优良畜种展示推介项目预算资金 350,000.00 元，结余资金

321,900.00 元；祁连县规范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补助项目预算资

金 1,800,000.00 元，结余资金 40,400.00 元；结余资金总计 1,163,513.00 元，

上缴财政 1,162,300.00 元，余额 1,213.00 未上缴财政。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②④项指标权重分，该指标得 2/4 权重分。

1.3.2 资金分配合理性

该项权重分为 2.50 分，实际得分 1.25 分。具体依据为：

①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提交《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

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经祁连县人民政府同意，预算资

金分配依据充分；

②资金分配不合理，其中祁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焚烧炉）采购安装

项目未实施，将预算资金 2,000,000.00 元调整至仲裁大厅建设项目（经祁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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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党组会议纪要 6号文审批同意）。《祁连县农牧水利科

技和乡村振兴局财务管理制度》预算管理第九条：“……专项资金应实行项目管

理。专款专用，不得虚列项目支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浪费、套取、转移

专项资金，不得进行二次分配”。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②项指标权重分，该指得 1/2 权重分。

2.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类指标共包含 2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25.00 分，得

分 17.14 分，得分率为 68.56％。该项目资金支出合规，组织实施制度健全，但

存在监控不全面、项目实施条件配备不全的情况。

表 4-2 过程类指标得分情况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2.1 资金管理 14.00 10.47 74.79%

2.1.1 资金到位率 3.00 2.94 98.00%

2.1.2 预算执行率 4.00 3.54 88.54%

2.1.3 资金使用合规性 4.00 3.00 75.00%

2.1.4 财务监控有效性 3.00 1.00 33.33%

2.2 组织实施 11.00 6.67 60.64%

2.2.1 方案健全性 4.00 2.67 66.75%

2.2.2 政府采购规范性 3.00 2.00 66.67%

2.2.3 项目验收规范性 4.00 2.00 50.00%

合计 25.00 17.14 68.56%

2.1 资金管理

2.1.1 资金到位率

该项权重分为 3.00 分，实际得分 2.94 分。具体依据为：

资金到位率=（9,800,000.00/10,000,000.00）×100%=98%。

实际到位资金：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实际到位资金

9,800,000.00 元，其中下拨到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账户

9,250,000.00 元；直接下拨到预算执行单位祁连县畜牧兽医站 490,000.00 元，

祁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60,000.00 元。祁连县阿柔乡清阳沟森宝麝业养殖专业

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200,000.00 元资金未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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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资金：2019 年初祁连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部门预算指标的通知》

（祁财字[2019]244 号）预算批复，项目资金 10,000,000.00 元。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98%权重分。

2.1.2 预算执行率

该项权重分为 4.00 分，实际得分 3.54 分。具体依据为：

预算执行率=（8,636,487.00/9,800,000.00）×100%=88.13%

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

展建设项目，全年支付额 8,636,487.00 元。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88.13%权重分。

2.1.3 资金使用合规性

该项权重分为 4.00 分，实际得分 3.00 分。具体依据为：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其中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采

购安装项目未实施，将其资金 2,000,000.00 元调整至农村土地纠纷仲裁大厅建

设项目。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④项指标权重分，该指标得 3/4 权重分。

2.1.4 财务监控有效性

该项权重分为 3.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①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制定了财务制度；

②未采取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未对项目实施单位资金运行采取监控措施。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②③项指标分值，该指标得 1/3 权重分。

2.2 组织实施

2.2.1 方案健全性

该项权重分为 4.00 分，实际得分 2.67 分。具体依据为：

①项目制定相应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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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该项目实施方案不完整，不具体，提供了明细项目实施方案，但未经过审

批；

③项目实施方案经过审批，文号《祁连县人民政府同意祁连县 2019 年县级

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祁政［2019］143 号）。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②项指标权重分，该指标得 2/3 权重分。

2.2.2 政府采购规范性

该项权重分为 3.00 分，实际得分 2.00 分。具体依据为：

①不存在采购活动未按照政府采购相关限额标准采用合适的采购方式；

②合同内容全面，对实施期限、实施内容、双方职责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③合同签订不规范，祁连县扎麻什乡地盘子汇生特色养殖专业合作社提升能

力补助项目批复内容购置肉鸡全价颗粒饲料 12 吨，在签订采购合同是误将数量

写成 130000 公斤（130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③项指标权重分，该指标得 2/3 权重分。

2.2.3 项目验收规范性

该项权重分为 4.00 分，实际得分 2.00 分。具体依据为：

①项目完工，部分项目无验收单，如：有机产品价格补贴项目、农牧业产业

品牌宣传推介项目、电商维护及产品推介项目、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

补助项目、八宝镇麻拉河村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奖补项目等；

②已验收项目验收资料内容全面、规范，如祁连县规范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

作社能力提升建设补助项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补助项目、阿柔乡

杨吉卓玛家庭牧场产业扶持项目等。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①项指标分值，该项指标得 1／2权重分。

3.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类指标共包含 3个二级指标，44 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40.00 分，

得分 36.34 分，得分率为 90.85％。项目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完成情况较好，但

项目未及时完工。

表 4-3 产出类指标得分情况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3.1 产出数量 17.00 14.57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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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3.1.1 四乡镇 9个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完成率 3.00 3.00 100.00%

3.1.2 有机畜产品价格补贴完成率 0.50 0.50 100.00%

3.1.3 产品品牌建设项目完成率 1.00 1.00 100.00%

3.1.4 特色农畜商品宣传册完成率 0.50 0.50 100.00%

3.1.5 奶牛购置完成率 0.50 0.50 100.00%

3.1.6 饲料购买完成率 0.50 0.50 100.00%

3.1.7 救灾饲料采购完成率 0.50 0.50 100.00%

3.1.8 农畜产品研发宣传完成率 1.00 0.88 88.00%

3.1.9 家庭牧场完成率 1.00 0.86 86.00%

3.1.10 饲料采购完成率 0.50 0.50 100.00%

3.1.11 油菜花种植完成率 0.50 0.50 100.00%

3.1.12 地膜回收完成率 0.50 0.35 70.00%

3.1.13 饲草、料采购完成率 1.00 0.99 99.00%

3.1.14 高原型藏羊多胎物、料采购完成率 1.00 0.99 99.00%

3.1.15 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完成率 1.00 1.00 100.00%

3.1.16 牲畜无害化物、工完成率 0.50 0.50 100.00%

3.1.17 贷款贴息补助完成率 0.50 0.00 0.00%

3.1.18 粉条机采购完成率 0.50 0.50 100.00%

3.1.19 黑沟滩家庭牧场完成率 1.00 1.00 100.00%

3.1.20 麝业扶持项目完成率 1.00 0.00 0.00%

3.1.21 焚烧炉完成率 0.50 0.00 0.00%

3.2 产出质量 22.00 21.00 95.45%

3.2.1 冷库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2 运输、生产设备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3 商品房质量达标率 1.00 0.00 0.00%

3.2.4 养殖场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5 火焰蔘种子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6 牛羊肉收购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7 有机畜产品价格补贴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8 产品包装设计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9 特色农畜商品宣传册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10 奶牛购置采购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11 母羊精料采购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12 玉米、青稞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13 包装瓶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14 场地硬化、围墙、铁扇门建设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15 肉鸡全价颗粒饲料采购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16 地膜回收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17 饲草料采购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18 取料机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19 饲料、营养舔砖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20 藏式小屋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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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3.2.21 环保集成房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2.22 中心广场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00%

3.3 产出时效 1.00 0.77 77.00%

3.3.1 项目完工及时性 1.00 0.77 77.00%

合计 40.00 36.34 90.85%

3.1 产出数量

3.1.1 四乡镇 9个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3.00 分，实际得分 3.00 分。具体依据为：

①默勒镇老日根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实际完成率=（1/1）×100%=100%。

实际产出数：默勒镇老日根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构建组装式冷库 1组。

计划产出数：1座。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②野牛沟乡大泉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实际完成率=1/1）×100%=100%。

实际产出数：野牛沟乡大泉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购置运输车 1辆。

计划产出数：1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③野牛沟乡达玉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实际完成率=（2/2）×100%=100%。

实际产出数：野牛沟乡达玉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购置装卸式运输车 2辆。

计划产出数：2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④默勒镇多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实际完成率=（87.5/87.5）×100%=100%。

实际产出数：默勒镇多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购买瑞瑶商场第三层楼 625

平方米，项目资金 31.50 万元用于垫付 87.5 平方米商场款，不足部分由合作社

自筹。

计划产出数：87.50 平方米。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⑤阿柔乡青阳沟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实际完成率=6/6）×100%=100%。

实际产出数：6项，为阿柔乡青阳沟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建设养殖场围墙

55 米、净污道 700 平方米、堆粪场 162 平方米、办公室地坪 320 平方米、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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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取暖设施 1套、环保厕所 1座。

计划产出数：6项，为阿柔乡青阳沟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建设养殖场围墙

55 米、净污道 700 平方米、堆粪场 162 平方米、办公室地坪 320 平方米、办公

区取暖设施 1套、环保厕所 1座。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⑥峨堡镇黄草沟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实际完成率=4/4）×100%=100%。

实际产出数：峨堡镇黄草沟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购置牛羊肉烘干机 2台、

真空包装机 1台、牛羊肉切片机 1台。

计划产出数：4台。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⑦扎麻什乡河东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实际完成率=（240/240）×100%=100%。

实际产出数：扎麻什乡河东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购置补贴 240 公斤火焰蔘

种子。

计划产出数：240 公斤。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⑧野牛沟乡大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实际完成率=（1/1）×100%=100%。

实际产出数：野牛沟乡大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组织举行野血牦牛观摩

推介会一次。

计划产出数：1次。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⑨峨堡镇白石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实际完成率=（1/1）×100%=100%。

实际产出数：峨堡镇白石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购置装载机 1台。

计划产出数：1台。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2 有机畜产品价格补贴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5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200/200）×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有机畜产品价格补贴项目有机牛羊肉收购 200 吨。

计划产出数：2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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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3 产品品牌建设项目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①产品包装设计、制作实际完成率=（21000/21000）×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农牧业产业品牌宣传推介制

作产品包装设计 10000 个、宣传彩页 11000 张。

计划产出数：21000。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②有机绿色农产品展博会实际完成率=（5/5）×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农牧业产业品牌宣传推介有

机绿色农产品展博会 5次。

计划产出数：5次。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③食用黄菊、花菇实验种植实际完成率=（2/2）×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农牧业产业品牌宣传推介食

用黄菊、花菇实验种植 2亩。

计划产出数：2亩。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④营销体验中心免费体验产品实际完成率=（0.75/0.75）×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农牧业产业品牌宣传推介营

销中心免费体验产品 0.75 吨。

计划产出数：0.75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4 特色农畜商品宣传册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5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2500/2500）×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电商维护及产品推介项目制作特色农畜商品宣传册

2500 册。

计划产出数：2500 册。



24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5 奶牛购置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5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10/10）×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扎麻什乡棉沙湾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以入股方式投资

10 万元购买 1周岁奶牛 10 头。

计划产出数：10 头。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6 饲料购买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5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30/30）×100%=100.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默勒镇才什土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购买 30 吨母羊精料。

计划产出数：30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7 救灾饲料采购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5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134/134）×100%=100%。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农牧业生产防灾救灾采购饲料 134 吨。

计划采购数：134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8 农畜产品研发宣传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0.88 分。具体依据为：

①特色农畜产品研发实际完成率=（2/2）×100%=100%。

实际研发数：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梅龙掌畜牧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畜产品研

发新品 2种。

计划研发数：2种。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新品订做实际完成率=（51000/51000）×100%=100%。

实际采订做数：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梅龙掌畜牧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畜产



25

品订做牦牛酥油 500g 独立小包装 1000 套、脱脂牦牛酸奶 110g 小瓶装 50000 瓶。

计划订做数：51000。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②收购牦牛奶实际完成率=（2/2）×100%=100%。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梅龙掌畜牧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畜产品推

介项目收购牦牛奶 2吨。

计划采购数：2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③宣传册实际完成率=（5000/10000）×100%=50%。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梅龙掌畜牧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畜产品推

介项目制作宣传册 5000 册。

计划制作数：10000 册。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50%权重分。

3.1.9 家庭牧场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0.86 分。具体依据为：

①道路硬化实际完成率=（600/800）×100%=75%。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阿柔乡杨吉卓玛家庭牧场产业扶持项目道路硬化 600

平方米。

计划产出数：800 平方米。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75%权重分。

②围墙实际完成率=（107/132）×100%=81.06%。

实际建设数：祁连县阿柔乡杨吉卓玛家庭牧场产业扶持项目新建围墙 107

米。

计划建设数：132 米。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81.06%权重分。

③铁扇门实际完成率=（14/14）×100%=100%。

实际建设数：祁连县阿柔乡杨吉卓玛家庭牧场产业扶持项目安装铁扇门 14

扇。

计划安装数：14 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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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0 饲料采购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5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13/12）×100%=162.5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扎麻什乡地盘子汇生特色养殖专业合作社采购肉鸡颗粒

饲料 13 吨。

计划产出数：12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00%权重分。

3.1.11 油菜花种植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5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600/600）×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八宝镇麻拉河村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奖补项目种植油菜花

600 亩。

计划产出数：600 亩。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2 地膜回收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35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210/300）×100%=7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回收种植火焰蔘地膜 210 亩。

计划产出数：300 亩。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70%权重分。

3.1.13 饲草、料采购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0.99 分。具体依据为：

①母牛饲料采购实际完成率=（7.8/8）×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高原型牦牛高效繁育项目饲料采购 7.80 吨。

计划采购数：8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98%权重分。

②青贮草采购实际完成率=（34/34）×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高原型牦牛高效繁育项目青贮草采购 34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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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采购数：34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4 高原型藏羊多胎物、料采购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0.99 分。具体依据为：

①青贮取料机采购实际完成率=（1/1）×100%=100%。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高原型藏羊多胎品系选育项目采购青贮取料机 1架。

计划采购数：1架。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②母羊饲料采购实际完成率=（14.5/14.9）×100%=97%。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高原型藏羊多胎品系选育项目采购母羊饲料 14.5 吨。

计划采购数：14.9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97%权重分。

③牛羊营养舔砖采购实际完成率=（2/2）×100%=100%。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高原型藏羊多胎品系选育项目采购牛羊营养舔砖 2吨。

计划采购数：2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5 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①一次性防护用品、废弃物包装袋、消毒用品采购实际完成率=（8140/8140）

×100%=100%。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置补助项目采购一次性防护用

品、废弃物包装袋、消毒用品 8140 项。

计划采购数：8140 项。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②宣传材料实际完成率=（5900/5900）×100%=100%。

实际制作数量：祁连县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置补助项目制作宣传单、海

报 5900 张。

计划制作数量：5900 张。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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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牲畜无害化物、工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5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2532/2532）×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牲畜无害化处理采购一次性防护用品、消毒用品 2532

项。

计划产出数：2532 项。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7 贷款贴息补助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0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0/54）×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金融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建设项目补助家庭农牧场、合作

社 0家。

计划产出数：54 家。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不得分。

3.1.18 粉条机采购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5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1/1）×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八宝镇黄藏寺产业扶持项目采购粉条机 1台。

计划产出数：1台。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9 黑沟滩家庭牧场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①藏式小屋实际完成率=（36/36）×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峨堡镇黑沟滩家庭牧场建设藏式小屋 36 幢。

计划产出数：36 幢。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②环保集成房实际完成率=（1/1）×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峨堡镇黑沟滩家庭牧场建设环保集成房 1 幢，共 2 层

6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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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数：1幢。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③中心广场实际完成率=（154/154）×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峨堡镇黑沟滩家庭牧场建设中心广场 154 ㎡。

计划产出数：1座共 154 ㎡。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④藏式帐篷实际完成率=（27/27）×100%=1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峨堡镇黑沟滩家庭牧场建设藏式帐篷 27 顶。

计划产出数：27 顶。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20 麝业扶持项目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0.00 分。具体依据为：

①保健酒生产实际完成率=（0/2000）×10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麝业扶持项目生产保健酒 0瓶。

计划产出数：2000 瓶。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0权重分。

②麝香饲料购置实际完成率=（0/1714.29）×10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麝业扶持项目采购麝香 0公斤。

计划产出数：1714.29 公斤。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0权重分。

3.1.21 焚烧炉完成率

该项权重分为 0.50 分，实际得分 0.00 分。具体依据为：

实际完成率=（0/2）×100%=0。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焚烧炉）采购 0套。

计划产出数：2套。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0权重分。

3.2 产出质量

3.2.1 冷库质量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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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1/1）×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共计 1座。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2 运输、生产设备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8/8）×100%。

质量达标购买数：共计 8项。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3 商品房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0.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0/87.5）×100%。

质量达标购买数：共计 87.5 平方米，项目未完工。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不得分。

3.2.4 养殖场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6/6）×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共 6项，其中围墙 55 米、净污道 700 平方米、堆粪场 162

平方米、办公室地坪 320 平方米、办公区取暖设施 1套、环保厕所 1座。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5 火焰蔘种子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240/240）×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24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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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6 牛羊肉收购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质量达标率=（200/200）×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200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7 有机畜产品价格补贴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质量达标率=（400000/400000）×100%。

质量达标金额：共计 200 吨 400,000.00 元。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8 产品包装设计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质量达标率=（21000/21000）×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21000 项。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9 特色农畜商品宣传册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2500/2500）×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2500 册。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0 奶牛购置采购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质量达标率=（10/10）×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10 头。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1 母羊精料采购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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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达标率=（30/30）×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30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2 玉米、青稞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134/134）×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134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3 包装瓶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47416/47416）×100%。

质量达标奶瓶包装袋产出数：共计 47416 个。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4 场地硬化、围墙、铁扇门建设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3/3）×100%。

质量达标建设项目：共计 3项。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5 肉鸡全价颗粒饲料采购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13/13）×100%。

质量达标饲料采购数：肉鸡饲料 13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6 地膜回收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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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210/210）×100%。

质量达标回收地膜亩数：共计 210 亩。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7 饲草料采购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42/42）×100%。

质量达标饲料采购数：母牛饲料 8吨、青贮草 34 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8 取料机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质量达标率=（1/1）×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1架。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9 饲料、营养舔砖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16.9/16.9）×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母羊饲料 14.9 吨、营养舔砖 2吨。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20 藏式小屋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36/36）×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36 间。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21 环保集成房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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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1/1）×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1幢。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22 中心广场质量达标率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1.00 分。具体依据为：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质量达标率=（1/1）×100%。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1座。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3 产出时效

3.3.1 项目完工及时性

该项权重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 0.77 分。具体依据为：

项目计划时间为 2019 年 8 月-2020 年 8 月（共计 13 个月），实际完成时间

为 2019 年 8 月-2020 年 11 月（共计 16 个月）。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77%权重分，具体得分=1*[1-（16-13）

/13]=0.77。

4.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类指标共包含 5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20,00 分，得

分 11.26 分，得分率为 56.30％。该项目经济效益完成情况良好，受益对象对项

目实施后效果满意程度一般。

表 4-4 效益类指标得分情况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4.1 生态效益 3.00 2.61 87.00%

4.1.1 环境效益改善情况 3.00 2.61 87.00%

4.2 经济效益 2.00 1.71 85.50%

4.2.1 经济效益提升情况 2.00 1.71 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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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会效益 2.00 1.02 51.00%

4.3.1 社会效益提升情况 2.00 1.02 51.00%

4.4 可持续影响 3.00 0.00 0.00%

4.4.1 档案管理机制健全性 3.00 0.00 0.00%

4.5 满意度 10.00 5.92 59.20%

4.5.1 村委会、合作社满意度 5.00 2.82 56.40%

4.5.2 农牧户满意度 5.00 3.10 62.00%

合计 20.00 11.26 56.30%

4.1 生态效益

4.1.1 环境效益改善情况

该项权重分为 3.00 分，实际得分 2.61 分。具体依据为：

①农业废弃污染物集中回收处理，大幅度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

②建立合作社，采购生产设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③通过农牧民问卷调查第⑤个问题，社会调查共 105 份，满意度为 57.50%，

较目标值 95%降低 37.50%，扣除 39.47%的权重分。得分=1*（1-39.47%）=0.61。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①+②+③合计得分。得分=1+1+0.61=2.61。

4.2 经济效益

4.2.1 经济效益提升情况

该项权重分为 2.00 分，实际得分 1.71 分。具体依据为：

①通过村委会、合作社问卷调查第⑤个问题，社会调查 21 份，满意度为

71.44%，较目标值 100%降低 28.56%，扣除 28.56%的权重分。得分=2*（1-28.56%）

=0.71；

②扎麻什棉沙湾村每年实现分红增收 6,000.00 元。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①+②合计得分。得分=0.71+1=1.71。

4.3 社会效益

4.3.1 社会效益提升情况

该项权重分为 2.00 分，实际得分 1.02 分。具体依据为：

①通过农牧民和村委会、合作社问卷调查第①个问题，本次社会调查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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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满意度为 52.18%，较目标值 100%降低 47.82%，扣除 47.82 的权重分。得分

=1*（1-47.82）=0.52；

②通过农牧民和村委会、合作社问卷调查第②个问题，本次社会调查 126

份，满意度为 47.82%，较目标值 95%降低 47.18%，扣除 49.66%的权重分。得分

=1*（1-49.66%）=0.50。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①+②合计得分。得分=0.52+0.50=1.02。

4.4 可持续影响

4.4.1 档案管理机制健全性

该项权重分为 3.00 分，实际得分 0.00 分。具体依据为：

①未建立相应的项目档案管理制度；

②项目档案资料不齐全、不规范，部分项目无项目申报、项目采购合同、项

目实施等相关资料。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不得分。

4.5 满意度

4.5.1 村委会、合作社满意度

社会调查共21份，均为现场调，满意度为56.38%，较目标值100%降低 43.62%，

扣除 43.62%的权重分。

得分=5*（1-43.62%）=2.82 分。

4.5.2 农牧民满意度

社会调查共 105 份，均为现场调查，满意度为 58.90%，较目标值 95%降低

36.10%，扣除 38.00%的权重分。

得分=5*（1-38%）=3.10 分。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实施方案设计不具体

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 2019 年县级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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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总实施方案设计不具体，未细化具体项目内容，提供了各明细项目实施方

案，但未经过审批。

2.项目批复和实际执行存在差异

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 2019 年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

目批复共 24 项内容，实际执行时只执行 21 项内容，其中祁连县阿柔乡青阳沟森

宝麝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扶持项目、祁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焚

烧炉采购安装项目、金融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建设项目未实施。

预算确定的金额为 10,000,000.00 元，实际需要的资金为 8,636,487.00 元，

预算多 1,363,513.00 元。

3.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与工作任务不匹配（上缴存量资金）

祁连县 2019 年县级支农财政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其中金融风险补

偿基金建设项目预算资金 800,000.00 元未发生支出；祁连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

资金预算 600,000.00 元，结余资金 1,213.00 元；祁连县优良畜种展示推介项目

预算资金 350,000.00 元，结余资金 321,900.00 元；祁连县规范化生态畜牧业专

业合作社能力提升补助项目预算资金 1,800,000.00 元，结余资金 40,400.00 元；

结余资金总计 1,163,513.00 元，上缴财政 1,162,300.00 元，余额 1,213.00 未

上缴财政。

4.财务监督力度不足

存在监控不全面的情况，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制定了财务制度，

但未采取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未对项目实施单位资金运行

采取监控措施。

六、有关建议

1.加强监管力度，提高服务质量

建议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加强对各项目具体实施单位的监管

力度，建立项目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按年进行评价，督促其提高服务质量。

2.加强预算管理工作

建议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加强严格预算支出，降低财务风险，



38

提高预算支出的准确性预算作为一种科学预测，应建立在客观可靠的数据基础上。

财务部门在编制部门预算时，一定要做好编制预算的准备工作，预算支出要细化

到项目财务部门应会同项目支出申请部门及单位主管部门根据单位事业发展规

划，认真审核项目支出预算，根据项目发展的重要性、可行性和效益，分轻重缓

急，合理安排项目资金。

3.强化绩效导向意识，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一是建议主管部门根据绩效目标设置原则，合理设置绩效指标，从产出（产

出数量、质量、成本、时效）、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

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细化。同时，定量指标尽量精准、量化衡量，

定性指标应充分结合地方实际与项目特点细化、分解为多个考核维度，充分发挥

绩效目标对于实际工作组织开展的指导、督促作用，强化绩效导向意识。

二是建议财政、项目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有关绩效目标申报和绩效评价工作

方面的学习培训。采取集中学习、进修培训、专题会议等方式，开展多方交流，

进一步统一认识、充实业务知识，全面提高业务人员预算绩效管理综合素质。同

时，牢固树立绩效理念。围绕“科学规范、公开公正、效益优先”的基本原则，

将绩效理念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结果的全过程。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 1指标体系

附件 2满意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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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单位：甘肃中恒安创科技有限公司

评价时间：2022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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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指标体系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1

决

策

1.1

项

目

立

项

1.1.1

立项依

据充分

性

2.5 充分

通

用

标

准

项目立项是否符

合法律法规、相关

政策、发展规划以

及部门职责，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

立项依据情况。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青海省、

海北州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

①祁连县人民政府同意《祁连县 2019 年县级

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实施

方案》的批复（祁政[2019]143 号），项目立

项符合国家、青海省、海北州相关法律法规、

相关政策；

2.50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青海省农牧行业

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②项目立项符合青海省农牧行业发展规划和

政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

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③项目立项与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

兴局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

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

分原则；

④该项目资金为预算内资金，祁连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县级支农配套资金的通

知》（祁财字[2019]769 号），属于公共财政

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

原则；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

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⑤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

项目不重复。

注：以上要素各占 1/5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得满分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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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1.1.2

立项程

序规范

性

2.5 规范

通

用

标

准

项目申请、设立过

程是否符合相关

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

规范情况。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

立；

①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提交《祁

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

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祁连县人民政府批复

同意，祁连县财政局《关于下达预 2019 年部

门预算指标的通知》（祁财字[2019]244 号），

该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2.50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②提供了项目审批文件即预算指标下达的通

知，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

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

集体决策。

③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注：以上要素各占 1/3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权重分。

1.2

绩

效

目

标

1.2.1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2.5 合理

通

用

标

准

项目所设定的绩

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

观实际，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

目标与项目实施

的相符情况。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①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提交《绩

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有绩效目标；

2.50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

具有相关性；

②不存在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

性不高的情况；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

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该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

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

金量相匹配。

④项目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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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注：以上要素各占 1/4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权重分。

1.2.2

绩效指

标明确

性

2.5 明确

通

用

标

准

依据绩效目标设

定的绩效指标是

否清晰、细化、可

衡量等，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

目标的明细化情

况。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

体的绩效指标；

①项目绩效目标不存在未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的情况；

1.67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

以体现；

②项目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

对应。

③存在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不对应的

情况，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年初

《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的总体项目目标数量共

23 项，其中祁连县央隆乡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规范化建设启动资金未在实施方案里体现，而

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

发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建设内容一共 24 项，

其中高原型牦牛高效繁育项目和高原型藏羊

多胎品系选育项目未在年初《绩效目标申报

表》里体现。

注：以上要素各占 1/3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③项指标权重，该

指得 2/3 权重分。

1.3

资

1.3.1

预算编
2.5 明确

通

用

项目预算编制是

否经过科学论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祁连县财政局

年初下达部门预算；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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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金

投

入

制科学

性

标

准

证、有明确标准，

资金额度与年度

目标是否相适

应，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合

理性情况。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存在不匹配的情

况，其中祁连县阿柔乡青阳沟森宝麝业养

殖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扶持项目、祁

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焚烧炉采购

安装项目、金融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建设项

目未实施；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

否按照标准编制；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

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

作任务存在差异，预算确定的金额为

10,000,000.00 元，实际需要的资金为

8,636,487.00 元，余额 1,363,513.00 元，

其中祁连县阿柔乡青阳沟森宝麝业养殖

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扶持项目预算

资金 200,000.00 元未到位；金融风险补

偿基金建设项目预算资金 800,000.00 元

未发生支出；祁连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

金预算600,000.00元，结余资金1,213.00

元；祁连县优良畜种展示推介项目预算资

金 350,000.00 元，结余资金 321,900.00

元；祁连县规范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能力提升补助项目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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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1,800,000.00元，结余资金40,400.00元；

结余资金总计 1,163,513.00 元，上缴财

政 1,162,300.00 元，余额 1,213.00 未上

缴财政。

注：以上要素各占 1/4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②④项指标权重分，

该指标得 2/4 权重分。

1.3.2

资金分

配合理

性

2.5 合理

通

用

标

准

项目预算资金分

配是否有测算依

据，与补助单位或

地方实际是否相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①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提交《祁

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

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经祁连县人民

政府同意，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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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适应，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预算资

金分配的科学性、

合理性情况。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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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资金分配不合理，其中祁连县病死畜无害化

处理设备（焚烧炉）采购安装项目未实施，将

预算资金 2,000,000.00 元调整至仲裁大厅建

设项目（经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

党组会议纪要 6 号文审批同意）。《祁连县农

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财务管理制度》预算

管理第九条：“……专项资金应实行项目管理。

专款专用，不得虚列项目支出，不得截留、挤

占、挪用、浪费、套取、转移专项资金，不得

进行二次分配”。

注：以上要素各占 1/2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②项指标权重分，

该指得 1/2 权重分。

小计 15 11.67

2

过

程

2.1

资

金

管

理

2.1.1

资金到

位率

3 100%

计

划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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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

金）×100%。

资金到位率=（9,800,000.00/10,000,000.00）

×100%=98%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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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到位资金：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

兴局实际到位资金 9,800,000.00 元，其中下

拨到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账户

9,250,000.00 元；直接下拨到预算执行单位

祁连县畜牧兽医站 490,000.00 元，祁连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 60,000.00 元。祁连县阿柔乡

清阳沟森宝麝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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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展扶持资金 200,000.00 元资金未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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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资金：2019 年初祁连县财政局《关于下

达 2019 年部门预算指标的通知》（祁财字

[2019]244 号）预算批复，项目资金

10,000,000.00 元。

注：得分=指标分值*资金到位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98%权重分。

2.1.2

预算执

行率

4 100%

计

划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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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

位资金）×100%。

预算执行率=（8,636,487.00/9,800,000.00）

×100%=88.13%

3.53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

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

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 2019 年县

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全

年支付额 8,636,487.00 元。

注：得分=指标分值*预算执行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88.13%权重

分。

2.1.3

资金使

用合规

性

4 合规

通

用

标

准

项目资金使用是

否符合相关的财

务管理制度规定，

用以反映和考核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

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

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3.00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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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项目资金的规范

运行情况。

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

的用途；

③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

④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其中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采购安装项目未

实施，将其资金 2,000,000.00 元调整至农村

土地纠纷仲裁大厅建设项目。

注：以上要素各占 1/4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④项指标权重分，

该指标得 3/4 权重分。

2.1.4

财务监

控有效

性

3 有效

通

用

标

准

项目单位是否为

保障资金的安全、

规范运行而采取

了必要的监控措

施，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

制情况。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

制；

①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制定了

财务制度；

1.00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

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②未采取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

或手段；

③监控措施是否有效。 ③未对项目实施单位资金运行采取监控措施。

注：以上要素各占 1/3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②③项指标分值，

该指标得 1/3 权重分。

2.2

组

织

2.2.1

方案

健全

4
健

全

行

业

标

考察项目主管部

门、实施单位是否

制定或具有相实

①是否制定或具有项目实施方案； ①项目制定相应实施方案；

2.67②项目实施方案是否完整、合理； ②该项目实施方案不完整，不具体，提供了

明细项目实施方案，但未经过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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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实

施

性 准 施方案，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实施

方案对项目顺利

实施的保障情况。

③项目实施方案是否经过审批。 ③项目实施方案经过审批，文号《祁连县人

民政府同意祁连县 2019 年县级财政支农专

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

复》（祁政［2019］143 号）。

①②③各占 1／3 权重，符合则得对

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②项指标权重分，

该指标得 2/3 权重分。

2.2.2

政府采

购规范

性

3
规

范

通

用

标

准

考察项目采购流

程是否合规，合同

签订内容、签订流

程等相关内容是

否规范、合理。

①采购活动是否按照政府采购相关

限额标准采用合适的采购方式；

①不存在采购活动未按照政府采购相关限

额标准采用合适的采购方式；

2.00

②合同内容是否全面，是否对实施

期限、实施内容、双方职责等内容

进行了明确规定；

②合同内容全面，对实施期限、实施内容、

双方职责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③合同签订过程中审批程序、签订

形式是否规范，是否及时完成合同

的签订。

③合同签订不规范，祁连县扎麻什乡地盘子

汇生特色养殖专业合作社提升能力补助项

目批复内容购置肉鸡全价颗粒饲料 12 吨，

在签订采购合同是误将数量写成 130000 公

斤（130 吨）。

①②③各占 1／3 权重分，符合则得

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③项指标权重分，

该指标得 2/3 权重分。

2.2.3

项目验

收规范

4 规范

通

用

标

考察项目主管部

门、实施单位是否

按照项目方案规

①项目完工后，是否组织验收； ①项目完工，部分项目无验收单，如：有机产

品价格补贴项目、农牧业产业品牌宣传推介项

目、电商维护及产品推介项目、兽药包装废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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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性 准 定对项目进行验

收，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验收的规

范性情况。

物回收和集中处置补助项目、八宝镇麻拉河村

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奖补项目等；

②验收资料内容是否全面、规范，包

括工程名称、施工时间、建设单位、

验收意见、验收时间等相关信息。

②已验收项目验收资料内容全面、规范，如祁

连县规范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

建设补助项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

置补助项目、阿柔乡杨吉卓玛家庭牧场产业扶

持项目等。

①②各占 1／2 权重分，符合则得对应

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扣除①项指标分值，该

项指标得 1／2权重分。

小计 25 17.14

3

产

出

3.1

产

出

数

量

3.1.1

四乡镇

9个村

生态畜

牧业专

业合作

社完成

率

3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四乡镇9个村

生态畜牧业专业

合作社完成情况。

①默勒镇老日根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

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1/1）×100%=100%。

0.33

祁连

县规

范化

生态

畜牧

业专

业合

作社

能力

提升

实际产出数：实际建设数量； 实际产出数：默勒镇老日根生态畜牧业专业合

作社构建组装式冷库 1 组。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

划建设数量。

计划产出数：1 座。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3）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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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建设

补助

项目

②野牛沟乡大泉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

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1/1）×100%=100%。

0.33

实际产出数：实际购买数量； 实际产出数：野牛沟乡大泉生态畜牧业专业合

作社购置运输车 1辆。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

划购买数量。

计划产出数：1 辆。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3）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③野牛沟乡达玉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

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2/2）×100%=100%。

0.34

实际产出数：实际购买数量； 实际产出数：野牛沟乡达玉生态畜牧业专业合

作社购置装卸式运输车 2辆。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

划购买数量。

计划产出数：2 辆。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4）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④默勒镇多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实际完成率=（87.5/87.5）×100%=10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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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100%。

实际产出数：实际购买数量； 实际产出数：默勒镇多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购买瑞瑶商场第三层楼 625 平方米，项目资

金 31.50 万元用于垫付 87.5 平方米商场款，

不足部分由合作社自筹。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

划购买数量。

计划产出数：87.50 平方米。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3）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⑤阿柔乡青阳沟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

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6/6）×100%=100%。

0.33

实际产出数：实际建设数量； 实际产出数：6 项，为阿柔乡青阳沟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建设养殖场围墙 55 米、净污道

700 平方米、堆粪场 162 平方米、办公室地坪

320 平方米、办公区取暖设施 1 套、环保厕所

1 座。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

划建设数量。

计划产出数：6 项，为阿柔乡青阳沟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建设养殖场围墙 55 米、净污道

700 平方米、堆粪场 162 平方米、办公室地坪



52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320 平方米、办公区取暖设施 1 套、环保厕所

1 座。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3）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⑥峨堡镇黄草沟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

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4/4）×100%=100%。

0.34

实际产出数：实际购买数量； 实际产出数：峨堡镇黄草沟生态畜牧业专业合

作社购置牛羊肉烘干机2台、真空包装机1台、

牛羊肉切片机 1 台。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

划购买数量。

计划产出数：4 台。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4）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⑦扎麻什乡河东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

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240/240）×100%=100%。

0.33

实际产出数：实际购买数量； 实际产出数：扎麻什乡河东生态畜牧业专业合

作社购置补贴 240 公斤火焰蔘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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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

划购买数量。

计划产出数：240 公斤。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3）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⑧野牛沟乡大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

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1/1）×100%=100%。

0.33

实际产出数：实际建设数量； 实际产出数：野牛沟乡大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

作社组织举行野血牦牛观摩推介会一次。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

划建设数量。

计划产出数：1 次。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3）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⑨峨堡镇白石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

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1/1）×100%=100%。

0.34实际产出数：实际购买数量； 实际产出数：峨堡镇白石崖生态畜牧业专业合

作社购置装载机 1台。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

划购买数量。

计划产出数：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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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4）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2

有机畜

产品价

格补贴

完成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有机畜产品

补助数量完成情

况。

有机牛羊肉收购实际完成率=（实际产

出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200/200）×100%=100%。

0.50

祁连

县有

机产

品收

购价

格补

贴

实际产出数：实际收购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有机畜产品价格补贴项目

有机牛羊肉收购 200 吨。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收购数量。

计划产出数：200 吨。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2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3

产品品

牌建设

项目完

成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产品品牌建

设数量完成情况。

①产品包装设计、制作实际完成率=

（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21000/21000）×100%=100%。

0.25

祁连

县农

牧业

产业

品牌

宣传

推介

费

实际产出数：实际制作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

局农牧业产业品牌宣传推介制作产品包装设

计 10000 个、宣传彩页 11000 张。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制作数量。

计划产出数：21000。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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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机绿色农产品展博会实际完成率

=（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5/5）×100%=100%。

0.25

实际产出数：实际举行次数；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

局农牧业产业品牌宣传推介有机绿色农产品

展博会 5 次。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举行次数。

计划产出数：5 次。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③食用黄菊、花菇实验种植实际完成

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

100%。

实际完成率=（2/2）×100%=100%。

0.25

实际产出数：实际种植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

局农牧业产业品牌宣传推介食用黄菊、花菇实

验种植 2 亩。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种植数量。

计划产出数：2 亩。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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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营销体验中心免费体验产品实际完

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

100%。

实际完成率=（0.75/0.75）×100%=100%。

0.25

实际产出数：实际体验产品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

局农牧业产业品牌宣传推介营销中心免费体

验产品 0.75 吨。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体验产品数量。

计划产出数：0.75 吨。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4

特色农

畜商品

宣传册

完成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特色农畜商

品宣传册数量完

成情况。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数）×100%。

实际完成率=（2500/2500）×100%=100%。

0.50

实际产出数：实际制作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电商维护及产品推介项目

制作特色农畜商品宣传册 2500 册。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制作数量。

计划产出数：2500 册。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5

奶牛购
0.5 100%

计

划

考察奶牛购置数

量完成情况。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数）×100%。

实际完成率=（10/10）×100%=100%。
0.50

祁连

县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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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完成

率

标

准

麻什

乡棉

沙湾

村集

体经

济建

设项

目

实际产出数：实际购买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扎麻什乡棉沙湾村集体经

济建设项目以入股方式投资 10 万元购买 1周

岁奶牛 10 头。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购买数量。

计划产出数：10 头。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6

饲料购

买完成

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饲料购买数

量完成情况。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数）×100%。

实际完成率=（30/30）×100%=0.00%。

0.50

祁连

县默

勒镇

才什

土村

集体

经济

发展

项目

实际产出数：实际购买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默勒镇才什土村集体经济

发展项目购买 30 吨母羊精料。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购买数量。

计划产出数：30 吨。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7

救灾饲

料采购

完成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救灾饲料采

购数量完成情况。

实际完成率=（实际采购数/计划采购

数）×100%。

实际完成率=（134/134）×100%=100%。

0.50

祁连

县农

牧业

生产

防灾

实际采购数：实际购买数量；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农牧业生产防灾救灾采购

饲料 134 吨。

计划采购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计划采购数：134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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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

资金

项目

购买数量。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8

农畜产

品研发

宣传完

成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特色农畜产

品研发宣传数量

完成情况。

①特色农畜产品研发实际完成率=（实

际研发数/计划研发数）×100%。

实际完成率=（2/2）×100%=100%。

0.25

祁连

县野

牛沟

乡边

麻梅

龙掌

畜牧

业经

营专

业合

作社

农畜

产品

推介

项目

实际研发数：实际研发数量； 实际研发数：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梅龙掌畜牧

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畜产品研发新品 2种。

计划研发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研发数量。

计划研发数：2 种。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2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新品订做实际完成率=（实际订做数

/计划订做数）×100%。

实际完成率=（51000/51000）×100%=100%。

0.25

实际订做数：实际订做数量； 实际采订做数：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梅龙掌畜

牧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畜产品订做牦牛酥油

500g 独立小包装 1000 套、脱脂牦牛酸奶 110g

小瓶装 50000 瓶。

计划订做数：明细实施方案计划订做

数量。

计划订做数：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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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2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②收购牦牛奶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

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2/2）×100%=100%。

0.25

实际产出数：实际收购数量；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梅龙掌畜牧

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畜产品推介项目收购牦

牛奶 2吨。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收购数量。

计划采购数：2 吨。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2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③宣传册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

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5000/10000）×100%=50%。

0.13

实际产出数：实际制作数量；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梅龙掌畜牧

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畜产品推介项目制作宣

传册 5000 册。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制作数量。

计划制作数：10000 册。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25）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5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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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完成率。

3.1.9

家庭牧

场完成

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家庭牧场完

成情况。

①道路硬化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

/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600/800）×100%=75%。

0.25

祁连

县阿

柔乡

杨吉

卓玛

家庭

牧场

产业

扶持

项目

实际产出数：实际建设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阿柔乡杨吉卓玛家庭牧场

产业扶持项目道路硬化 600 平方米。

计划产出数：明细实施方案计划建设

数量。

计划产出数：800 平方米。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3）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75%权重分。

②围墙实际完成率=（实际建设数/计

划建设数）×100%。

实际完成率=（107/132）×100%=81.06%。

0.27

实际建设数：实际建设数量； 实际建设数：祁连县阿柔乡杨吉卓玛家庭牧场

产业扶持项目新建围墙 107 米。

计划建设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建设数量。

计划建设数：132 米。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3）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81.06%权重

分。

③铁扇门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

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14/14）×100%=10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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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产出数：实际安装数量； 实际建设数：祁连县阿柔乡杨吉卓玛家庭牧场

产业扶持项目安装铁扇门 14 扇。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安装数量。

计划安装数：14 扇。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4）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0

饲料采

购完成

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饲料采购数

量完成情况。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数）×100%。

实际完成率=（13/12）×100%=162.50%。

0.50

祁连

县扎

麻什

乡地

盘子

汇生

特色

养殖

专业

合作

社能

力提

升补

助项

目

实际产出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扎麻什乡地盘子汇生特色

养殖专业合作社采购肉鸡颗粒饲料 13 吨。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产出数：12 吨。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00%权重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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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油菜花

种植完

成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油菜花种植

数量完成情况。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数）×100%。

实际完成率=（600/600）×100%=100%。

0.50

祁连

县八

宝镇

麻拉

河村

乡村

振兴

战略

产业

奖补

项目

实际产出数：实际种植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八宝镇麻拉河村乡村振兴

战略产业奖补项目种植油菜花 600 亩。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种植数量。

计划产出数：600 亩。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2

地膜回

收完成

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地膜回收数

量完成情况。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数）×100%。

实际完成率=（210/300）×100%=70%。

0.35

祁连

县农

药地

膜包

装废

弃物

回收

和集

中处

置补

助项

实际产出数：实际回收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回收种

植火焰蔘地膜 210 亩。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回收数量。

计划产出数：300 亩。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7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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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祁

连县

农业

技术

推广

中心

3.1.13

饲草、

料采购

完成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饲草、料采购

数量完成情况。

①母牛饲料采购实际完成率=（实际采

购数/计划采购数）×100%。

实际完成率=（7.8/8）×100%=100%。

0.49

祁连

县高

原型

牦牛

高效

繁育

项目-

兽医

站

实际采购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高原型牦牛高效繁育项目

饲料采购 7.80 吨。

计划采购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采购数：8 吨。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98%权重分。

②青贮草采购实际完成率=（实际采购

数/计划采购数）×100%。

实际完成率=（34/34）×100%=100%。

0.50
实际采购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高原型牦牛高效繁育项目

青贮草采购 34 吨。

计划采购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采购数：34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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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4

高原型

藏羊多

胎物、

料采购

完成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高原型藏羊

多胎物、料采购数

量完成情况。

①青贮取料机采购实际完成率=（实际

采购数/计划采购数）×100%。

实际完成率=（1/1）×100%=100%。

0.33 祁连

县高

原型

藏羊

多胎

品系

选育

项目-

兽医

站

实际采购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高原型藏羊多胎品系选育

项目采购青贮取料机 1 架。

计划采购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采购数：1 架。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3）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②母羊饲料采购实际完成率=（实际采

购数/计划采购数）×100%。

实际完成率=（14.5/14.9）×100%=97%。

0.32

实际采购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高原型藏羊多胎品系选育

项目采购母羊饲料 14.5 吨。

计划采购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采购数：14.9 吨。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3）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97%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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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牛羊营养舔砖采购实际完成率=（实

际采购数/计划采购数）×100%。

实际完成率=（2/2）×100%=100%。

0.34

实际采购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高原型藏羊多胎品系选育

项目采购牛羊营养舔砖 2吨。

计划采购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采购数：2 吨。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34）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5

兽药包

装废弃

物回收

完成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兽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数量完

成情况。

①一次性防护用品、废弃物包装袋、

消毒用品采购实际完成率=（实际采购

数/计划采购数）×100%。

实际完成率=（8140/8140）×100%=100%。

0.50

祁连

县兽

药包

装废

弃物

回收

和处

置补

助项

目-兽

医站

实际采购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采购数：祁连县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

置补助项目采购一次性防护用品、废弃物包装

袋、消毒用品 8140 项。

计划采购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采购数：8140 项。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②宣传材料实际完成率=（实际制作数

量/实际制作数量）×100%。

实际完成率=（5900/5900）×100%=1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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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制作数：实际制作数量； 实际制作数量：祁连县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

处置补助项目制作宣传单、海报 5900 张。

计划制作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制作数量。

计划制作数量：5900 张。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6

牲畜无

害化

物、工

完成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牲畜无害化

处理物、工采购数

量完成情况。

一次性防护用品、消毒用品实际完成

率=（实际采购数/计划采购数）×

100%。

实际完成率=（2532/2532）×100%=100%。

0.50

祁连

县牲

畜无

害化

处理

补助

项目-

兽医

站

实际采购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牲畜无害化处理采购一次

性防护用品、消毒用品 2532 项。

计划采购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产出数：2532 项。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2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7

贷款贴

息补助

完成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贷款贴息补

助家庭农牧场、合

作社数量完成情

况。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数）×100%。

实际完成率=（0/54）×100%=100%。

0.00

祁连

县金

融支

农风

险补

实际产出数：实际补助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金融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建

设项目补助家庭农牧场、合作社 0家。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计划产出数：5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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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基

金建

设项

目

补助数量。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不得分。

3.1.18

粉条机

采购完

成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粉条机采购

数量完成情况。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数）×100%。

实际完成率=（1/1）×100%=100%。

0.50

祁连

县八

宝镇

黄藏

寺产

业扶

持项

目

实际产出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八宝镇黄藏寺产业扶持项

目采购粉条机 1 台。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产出数：1 台。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19

黑沟滩

家庭牧

场完成

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黑沟滩家庭

牧场数量完成情

况。

①藏式小屋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

/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36/36）×100%=100%。

0.25

祁连

县峨

堡镇

黑沟

滩家

庭牧

场旅

游产

业补

实际产出数：实际建设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峨堡镇黑沟滩家庭牧场建

设藏式小屋 36 幢。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建设数量。

计划产出数：36 幢。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2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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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项

目

②环保集成房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

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1/1）×100%=100%。

0.25

实际产出数：实际建设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峨堡镇黑沟滩家庭牧场建

设环保集成房 1 幢，共 2层 608 ㎡。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建设数量。

计划产出数：1 幢。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2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③中心广场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

/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154/154）×100%=100%。

0.25

实际产出数：实际建设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峨堡镇黑沟滩家庭牧场建

设中心广场 154 ㎡。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建设数量。

计划产出数：1 座共 154 ㎡。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2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④藏式帐篷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

/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27/27）×100%=100%。

0.25
实际产出数：实际建设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峨堡镇黑沟滩家庭牧场建

设藏式帐篷 27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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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建设数量。

计划产出数：27 顶。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0.25）

*实际完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1.20

麝业扶

持项目

完成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麝香和保健

酒数量完成情况。

①保健酒生产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

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0/2000）×100%=0。

0.00

祁连

县阿

柔乡

青阳

沟森

宝麝

业养

殖专

业合

作社

特色

产业

发展

扶持

项目

实际产出数：实际生产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麝业扶持项目生产保健酒

0 瓶。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生产数量。

计划产出数：2000 瓶。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0权重分。

②麝香饲料购置实际完成率=（实际产

出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0/1714.29）×100%=0。

0.00

实际产出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麝业扶持项目采购麝香 0

公斤。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产出数：1714.29 公斤。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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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率。

3.1.21

焚烧炉

完成率

0.5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焚烧炉采购

数量完成情况。

焚烧炉购置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

/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0/2）×100%=0。

0.00

祁连

县病

死畜

无害

化处

理设

备（焚

烧炉）

采购

安装

项目

实际产出数：实际采购数量； 实际产出数：祁连县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

（焚烧炉）采购 0套。

计划产出数：明细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采购数量。

计划产出数：2 套。

注：实际完成率≥100%得满分；实际

完成率<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

成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0权重分。

3.2

产

出

质

量

3.2.1

冷库质

量达标

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冷库产出数/

实际冷库产出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祁连

县规

范化

生态

畜牧

业专

业合

作社

能力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1/1）×100%。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质量达标产出数：共计 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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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建设

补助

项目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2

运输、

生产设

备质量

达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运输、生产设

备购买数/实际运输、生产设备购买总

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8/8）×100%。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质量达标购买数：共计 8项。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3

商品房

质量达

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商品房购买数

/实际商品房购买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0.00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0/8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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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质量达标购买数：未完工，共计 0平方米。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不得分。

3.2.4

养殖场

质量达

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

产出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6/6）×100%。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质量达标产出数：共 6 项，其中围墙 55 米、

净污道 700 平方米、堆粪场 162 平方米、办公

室地坪 320 平方米、办公区取暖设施 1套、环

保厕所 1 座。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5

火焰蔘

种子质

1 100%

计

划

标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火焰蔘种子采

购数/实际火焰蔘种子采购数）×

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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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标

率

准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240/240）×100%。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240 公斤。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6

牛羊肉

收购质

量达标

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牛羊肉采购数

/实际牛羊肉采购总数）×100%。

质量达标率=（200/200）×100%。

1.00

祁连

县有

机产

品收

购价

格补

贴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200 吨。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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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有机畜

产品价

格补贴

质量达

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补贴金额/实

际补助总金额）×100%。

质量达标率=（400000/400000）×100%。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金额：共计 200 吨 400,000.00 元。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8

产品包

装设计

质量达

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宣传彩页和包

装设计制作数量/实际宣传彩页和包

装设计数量）×100%。

质量达标率=（21000/21000）×100%。

1.00

祁连

县农

牧业

产业

品牌

宣传

推介

费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21000 项。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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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9

特色农

畜商品

宣传册

质量达

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采购数/实际

采购总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祁连

县电

商维

护及

产品

推介

项目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2500/2500）×100%。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2500 册。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0

奶牛购

置采购

质量达

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采购数/实际

采购总数）×100%。

1.00

祁连

县扎

麻什

乡棉

沙湾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10/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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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村集

体经

济建

设项

目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10 头。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1

母羊精

料采购

质量达

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采购数/实际

采购总数）×100%。

质量达标率=（30/30）×100%。

1.00

祁连

县默

勒镇

才什

土村

集体

经济

发展

项目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30 吨。

既定质量标准：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

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

标值。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2

玉米、
1 100%

计

划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采购数/实际

采购总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祁连

县农



77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青稞质

量达标

率

标

准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牧业

生产

防灾

救灾

资金

项目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134/134）×100%。

既定质量标准：玉米饲料 40kg/袋，

共计 2500 袋；青稞饲料 40kg/袋，共

计 850 袋。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134 吨。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3

包装瓶

质量达

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

产出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祁连

县野

牛沟

乡边

麻梅

龙掌

畜牧

业经

营专

业合

作社

农畜

产品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47416/47416）×100%。

既定质量标准：牦牛酥油 500g 包装袋

2000 套；脱脂酸奶小瓶 50000 个。

质量达标奶瓶包装袋产出数：共计 47416 个。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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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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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

项目

3.2.14

场地硬

化、围

墙、铁

扇门建

设质量

达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

产出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祁连

县阿

柔乡

杨吉

卓玛

家庭

牧场

产业

扶持

项目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3/3）×100%。

既定质量标准：C25 商砼，厚度≥

20cm；围墙高 1.5m，厚 0.24m；铁扇

门管材直径 4cm，壁厚 0.5cm。

质量达标建设项目：共计 3项。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5

肉鸡全

价颗粒

饲料采

购质量

达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采购数/实际

采购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祁连

县扎

麻什

乡地

盘子

汇生

特色

养殖

专业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13/13）×100%。

既定质量标准：明细实施方案购置肉

鸡饲料 12 吨，实际采购 13 吨。

质量达标饲料采购数：肉鸡饲料 13 吨。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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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社能

力提

升补

助项

目

标率。

3.2.16

地膜回

收质量

达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

产出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祁连

县农

药地

膜包

装废

弃物

回收

和集

中处

置补

助项

目-祁

连县

农业

技术

推广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210/210）×100%。

既定质量标准：回收地膜 300 亩。 质量达标回收地膜亩数：共计 210 亩。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80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目标

值

评

价

依

据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备注

中心

3.2.17

饲草料

采购质

量达标

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采购数/实际

采购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祁连

县高

原型

牦牛

高效

繁育

项目-

兽医

站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42/42）×100%。

既定质量标准：购置母牛饲料 8 吨，

购置青贮草 34 吨。

质量达标饲料采购数：母牛饲料 8 吨、青贮草

34 吨。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18

取料机

质量达

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

产出数）×100%。

1.00

祁连

县高

原型

藏羊

多胎

品系

选育

项目-

兽医

站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1/1）×100%。

既定质量标准：购置青贮取料机 1架，

型号 JRD1600-5。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1架。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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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

饲料、

营养舔

砖质量

达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采购数/实际

采购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16.9/16.9）×100%。

既定质量标准：购置母羊饲料 14.9

吨、营养舔砖 2吨。

质量达标采购数：母羊饲料 14.9 吨、营养舔

砖 2吨。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20

藏式小

屋质量

达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

产出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祁连

县峨

堡镇

黑沟

滩家

庭牧

场旅

游产

业补

助项

目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36/36）×100%。

既定质量标准：藏式小屋 36 间 720

㎡，户外设台阶，房屋离地面 300mm。

质量达标采购数：36 间。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21

环保集
1 100%

计

划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

产出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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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房质

量达标

率

标

准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1/1）×100%。

既定质量标准：一幢 2层 608 ㎡，木

质结构，户外设台阶，房屋离地面

300mm，建筑外边界尺寸 22m*27m，走

廊宽 1.8m，内部房间实际尺寸

18m*13m。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1幢。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3.2.22

中心广

场质量

达标率

1 100%

计

划

标

准

考察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质

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

产出数）×100%。

根据项目验收资料及基础数据表：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质量达标率=（1/1）×100%。

既定质量标准：占地面积 154 ㎡，半

径 7m。

质量达标采购数：共计 1座。

注：质量达标率≥100%得满分；质量

达标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质量达

标率。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100%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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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

出

时

效

3.3.1

项目完

工及时

性

1 100%

计

划

标

准

项目实际完成时

间与计划完成时

间的比较，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产

出时效目标的实

现程度。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

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实际完成时间：2019 年 8 月-2020 年 11 月,

共计 16 个月

0.77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

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2019 年 8 月-2020 年 8 月，共

计 13 个月

注：实际完成时间少于等于计划完成

时间得满分；实际完成时间大于计划

完成时间，得分=指标分值*(1-(实际

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计划完成

时间)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77%权重分，

具体得分=1*[1-（16-13）/13]=0.77。

小计 40 36.34

4

效

益

4.1

生

态

效

益

4.1.1

环境效

益改善

情况

3 提升

通

用

标

准

人们在使用环境

资源的过程中，环

境的各种功能给

人们带来的效益

①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是否降低； ①农业废弃污染物集中回收处理，大幅度降低

了对环境的影响；

2.61

②农牧业基本生产条件和生产设施是

否得到改善；

②建立合作社，采购生产设备，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③农牧业生产结构是否得到优化调

整，是否杜绝过度放牧；

③通过农牧民问卷调查第⑤个问题，社会调查

共 105 份，满意度为 57.50%，较目标值 95%

降低 37.50%，扣除 39.47%的权重分。 得分

=1*（1-39.47%）=0.61。

注：以上要素各占 1/3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①+②+③合计

得分. 得分=1+1+0.6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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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经

济

效

益

4.2.1

经济效

益提升

情况

2 提升

通

用

标

准

项目实施所产生

的经济效益。

①特色农牧业发展是否大幅度提高； ①通过村委会、合作社问卷调查第⑤个问题，

社会调查 21 份，满意度为 71.44%，较目标值

100%降低 28.56%，扣除 28.56%的权重分。

得分=2*（1-28.56%）=0.71；

1.71②是否有产生收益。 ②扎麻什棉沙湾村每年实现分红增收

6,000.00 元。

注：以上要素各占 1/2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①+②合计得

分。

得分=0.71+1=1.71。

4.3

社

会

效

益

4.3.1

社会效

益提升

情况

2 提升

通

用

标

准

项目区内人与自

然是否趋于和谐，

人员生活水平、生

活质量是否得到

提高。

①村集体经济是否有效提升； ①通过农牧民和村委会、合作社问卷调查第①

个问题，本次社会调查 126 份，满意度为

52.18%，较目标值 100%降低 47.82%，扣除

47.82 的权重分。

得分 =1*（1-47.82）=0.52；

1.02

②是否增加人民群众的就业和收入，

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②通过农牧民和村委会、合作社问卷调查第②

个问题，本次社会调查 126 份，满意度为

47.82%，较目标值 95%降低 47.18%，扣除

49.66%的权重分。

得分=1*（1-49.66%）=0.50。

注：以上要素各占 1/2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①+②合计得

分。

得分=0.52+0.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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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可

持

续

影

响

4.4.1

档案管

理机制

健全性

3 健全

通

用

标

准

项目档案管理机

制是否健全，项目

档案资料是否规

范。

①建立有相应的项目档案管理制度； ①未建立相应的项目档案管理制度；

0.00

②项目档案资料归档齐全、规范，包

括项目申报、项目采购、项目实施、

项目验收等相关资料。

②项目档案资料不齐全、不规范，部分项目无

验收的相关资料。

注：以上要素各占 1/2 权重，符合则

得对应权重分，不符合不得分。

综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不得分。

4.5

满

意

度

4.5.1

村委

会、合

作社满

意度

5 100%

计

划

标

准

受益单位对象对

项目实施效果的

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

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满

意度达到 100%得权重分，每降低 1%

扣除权重分的 1%，扣完为止。

社会调查共 21 份，均为现场调，满意度为

56.38%，较目标值 100%降低 43.62%，扣除

43.62%的权重分。

得分=5*（1-43.62%）=2.82 分。

2.82

4.5.2

农牧户

满意度

5 95%

计

划

标

准

受益农户群众对

项目实施效果的

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

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满

意度达到 95%得权重分，每降低 1%扣

除权重分的 1.05%，扣完为止。

社会调查共 105 份，均为现场调查，满意度为

58.90%，较目标值 95%降低 36.10%，扣除

38.00%的权重分。

得分=5*（1-38%）=3.10 分。

3.10

小计 20 11.26

合计 100 76.41



86

附件 2 满意度报告

祁连县 2019 年县级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满意度

调查问卷报告（村委会、合作社）

一、调研对象与调研内容

(一)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对象为实施项目的各乡镇村委会、合作社工作人员。

(二)调研内容

满意度问题：您对项目对推动当地养殖业、种植业、旅游业发展而带动当地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满意度、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农牧民就业和收入、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满意度、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废弃物（包括农药地膜、兽医药包装物）

回收、减少环境污染的满意度等。

二、调研方法与样本选取方式

针对上述问卷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在全面调研开展之前先进行论证，根据论

证结果对问卷和抽样方式进行一次修改调整。本次问卷调查选取了部分对象。

三、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为了给调研对象营造良好的作答环境，保证调研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由我司

工作人员现场调查 21 份，到目前为止共回收问卷 21 份，其中有效问卷 21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这表明本次调研的有效问卷回收率较高，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和可信度，可作为研究报告的依据。

四、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本次问卷调

在运用克朗巴哈信度系数法(Cronbacha)来测量满意度问题的信度，其计算公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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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1 − �=1

� ��
2�

��
2

其中 K 表示问卷中问题的数目，σi
2为第 i 个问题得分的方差， σT

2 为总得

分的方差。

通常，克朗巴哈系数的值在 0和 1之问。通常情况下，克朗巴哈系数在 0.9

以上，则认为量表的内在信度高；克朗巴哈系数在 0.8～0.9 之间，则表示量表

信度较高；克朗巴哈系数在 0.7～0.8 之间，表示量表具有相当的信度；实务中，

克朗巴哈系数达到 0.6 即可；克朗巴哈系数不超过 0.6，一般认为内部一致信度

不足。

分析结果显示，本次祁连县 2019 年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绩效

评价的信度为 0.85。

2.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用于评价量表的准确度、有效性和正确性，即检验问卷是否

能简洁、准确地描述抽样数据的属性和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次问卷

调查运用相关系数来估算满意度问题的效度。其计算公式为：

� =
���

�2� �2�

其中，x＝xi-x�表示题目得分偏差； y＝yi-y�，表示问卷得分偏差。

通常，相关系数的值介于-1 与＋1之间。即-1≤r≤＋1。其中， r ＞0表示

两变量正相关；r ＜0表示两变量负相关：r =0 表示两变量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

系；r ＜1表示两变量为完全线性相关；0< r <1 表示两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线性

相关，其中 0< r <0.3 为微弱相关，0.3< r <0.5 为低度相关，0.5< r <0.8 为显著

相关，0.8< r <1 为高度相关。

调查数据计算结果表明，此次问卷效度较高，因此能够很好地反映祁连县

2019 年县级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

表 1 祁连县 2019 年县级支农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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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汇总（村委会、合作社）

序号 题目 效度得分 相关性

1
您对项目对推动当地养殖业、种植业、旅游业发展而带动当

地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满意度
0.74 显著相关

2
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农牧民就业和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的满意度
0.69 显著相关

3
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废弃物（包括农药地膜、兽医药包装物）

回收、减少环境污染的满意度
0.52 显著相关

4 您对通过项目实施建设和补助内容以调整产业结构的满意度 0.62 显著相关

5 您对特色农牧业、畜牧业发展的满意度 0.67 显著相关

6 您对项目实施前宣传、沟通工作的满意度 0.85 高度相关

7 您对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在项目行政村信息公示的满意度 0.62 显著相关

8

您对在财政支农资金的契机下，创新投入方式（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

府购买服务、信贷担保、贴息等方式）的满意度

0.56 显著相关

9
您对项目落实工作责任（县级责任主体承担整合具体工作和

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的具体责任）的满意度
0.64 显著相关

10 您对县级统筹整合使用资金工作监督执纪问责的满意度 0.57 显著相关

11 您对工作落实到位、助农脱贫攻坚取得实效的满意度 0.52 显著相关

五、调查问卷的分析

（一）单选题

1.您的身份？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为管理层的比例为 52.38%，一般工作人员

的比例为 47.62%。

2.调查对象的年龄？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年龄为 26-35 岁之间，比例为 38.10%,年

龄 36-45 岁之间，比例为 23.80%，年龄 46 岁以上，比例为 38.10%。

3. 当地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认为当地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占比

28.57%，认为当地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好，占比 66.67%，认为当地农牧业基础

设施建设一般，占比 4.76%。

4. 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对当地合作社、农牧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大多数认为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对当地合作

社、农牧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显著，比例为 80.95%，认为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对

zhang
合计不等于100%

暖暖 小新
已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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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合作社、农牧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一般，比例为 19.05%。

（二）满意度题

1.您对项目对推动当地养殖业、种植业、旅游业发展而带动当地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38.10％，选满意比

例为 47.62%,选一般比例为 14.28%，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2.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农牧民就业和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23.81％，选满意比

例为 47.62%,选一般比例为 28.57%，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3.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废弃物（包括农药地膜、兽医药包装物）回收、减少

环境污染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23.81％，选满意比

例为 47.62%,选一般比例为 28.57%，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4.您对通过项目实施建设和补助内容以调整产业结构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33.33％，选满意比

例为 38.10%,选一般比例为 28.57%，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5 您对特色农牧业、畜牧业发展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28.57％，选满意比

例为 57.14%,选一般比例为 14.29%，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6.您对项目实施前宣传、沟通工作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33.33％，选满意比

例为 42.86%,选一般比例为 19.05%，选不满意比例为 4.76%。

7.您对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在项目行政村信息公示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42.86％，选满意比

例为 57.14%，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8.您对在财政支农资金的契机下，创新投入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和杠杆效应，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信贷担保、贴息等方

式）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38.10％，选满意比

zhang
答复为0%的也注明

暖暖 小新
已补充

zhang
合计不等于100%

暖暖 小新
已调整

zhang
合计不等于100%

暖暖 小新
已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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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52.38%,选一般比例为 9.52%，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9.您对项目落实工作责任（县级责任主体承担整合具体工作和资金安全规范

有效使用的具体责任）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33.33％，选满意比

例为 57.14%,选一般比例为 9.53%，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10.您对县级统筹整合使用资金工作监督执纪问责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33.33％，选满意比

例为 52.38%,选一般比例为 14.29%，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11.您对工作落实到位、助农脱贫攻坚取得实效的满意度？

在 21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47.62％，选满意比

例为 52.38%，选一般比例为 0.00%，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根据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受益对象的整体满意度为 73.52%，满意度水平一

般。

表 2 祁连县 2019 年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满意度汇总

（村委会、合作社）

序号 题目 满意度

1
您对项目对推动当地养殖业、种植业、旅游业发展而带动当地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满意度
74.56%

2 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农牧民就业和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满意度 65.11%

3
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废弃物（包括农药地膜、兽医药包装物）回收、减少环

境污染的满意度
65.11%

4 您对通过项目实施建设和补助内容以调整产业结构的满意度 68.22%

5 您对特色农牧业、畜牧业发展的满意度 71.44%

6 您对项目实施前宣传、沟通工作的满意度 68.22%

7 您对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在项目行政村信息公示的满意度 81.00%

8

您对在财政支农资金的契机下，创新投入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和杠杆效应，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信贷担保、贴息等

方式）的满意度

76.22%

9
您对项目落实工作责任（县级责任主体承担整合具体工作和资金安全规范有

效使用的具体责任）的满意度
74.56%

10 您对县级统筹整合使用资金工作监督执纪问责的满意度 73.00%

11 您对工作落实到位、助农脱贫攻坚取得实效的满意度 89.50%

六、意见及建议

无。

zhang
合计不等于100%

暖暖 小新
已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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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县 2019 年县级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满意度

调查问卷报告（农牧民）

一、调研对象与调研内容

(一)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对象为实施项目的各乡镇农牧民。

(二)调研内容

满意度问题：您对项目对推动当地养殖业、种植业、旅游业发展而带动当地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满意度、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农牧民就业和收入、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满意度、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废弃物（包括农药地膜、兽医药包装物）

回收、减少环境污染的满意度等。

二、调研方法与样本选取方式

针对上述问卷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在全面调研开展之前先进行论证，根据论

证结果对问卷和抽样方式进行一次修改调整。本次问卷调查选取了部分对象。

三、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为了给调研对象营造良好的作答环境，保证调研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由我司

工作人员现场调查 105 份，到目前为止共回收问卷 105 份，其中有效问卷 105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这表明本次调研的有效问卷回收率较高，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和可信度，可作为研究报告的依据。

四、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本次问卷调

在运用克朗巴哈信度系数法(Cronbacha)来测量满意度问题的信度，其计算公式

为：

� =
�

� − 1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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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表示问卷中问题的数目，σi
2为第 i 个问题得分的方差， σT

2 为总得

分的方差。

通常，克朗巴哈系数的值在 0和 1之问。通常情况下，克朗巴哈系数在 0.9

以上，则认为量表的内在信度高；克朗巴哈系数在 0.8～0.9 之间，则表示量表

信度较高；克朗巴哈系数在 0.7～0.8 之间，表示量表具有相当的信度；实务中，

克朗巴哈系数达到 0.6 即可；克朗巴哈系数不超过 0.6，一般认为内部一致信度

不足。

分析结果显示，本次祁连县 2019 年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绩效

评价的信度为 0.80。

2.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用于评价量表的准确度、有效性和正确性，即检验问卷是否

能简洁、准确地描述抽样数据的属性和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次问卷

调查运用相关系数来估算满意度问题的效度。其计算公式为：

� =
���

�2� �2�

其中，x＝xi-x�表示题目得分偏差； y＝yi-y�，表示问卷得分偏差。

通常，相关系数的值介于-1 与＋1之间。即-1≤r≤＋1。其中， r ＞0表示

两变量正相关；r ＜0表示两变量负相关：r =0 表示两变量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

系；r ＜1表示两变量为完全线性相关；0< r <1 表示两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线性

相关，其中 0< r <0.3 为微弱相关，0.3< r <0.5 为低度相关，0.5< r <0.8 为显著

相关，0.8< r <1 为高度相关。

调查数据计算结果表明，此次问卷效度较高，因此能够很好地反映祁连县

2019 年县级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

表 1 祁连县 2019 年县级支农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绩效评价

调查问卷汇总（农牧民）

序号 题目 效度得分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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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目 效度得分 相关性

1
您对项目对推动当地养殖业、种植业、旅游业发展而带动当

地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满意度
0.54 显著相关

2
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农牧民就业和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的满意度
0.71 显著相关

3
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废弃物（包括农药地膜、兽医药包装物）

回收、减少环境污染的满意度
0.58 显著相关

4 您对通过项目实施建设和补助内容以调整产业结构的满意度 0.61 显著相关

5 您对特色农牧业、畜牧业发展的满意度 0.69 显著相关

6 您对项目实施前宣传、沟通工作的满意度 0.74 高度相关

7 您对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在项目行政村信息公示的满意度 0.55 显著相关

8

您对在财政支农资金的契机下，创新投入方式（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

府购买服务、信贷担保、贴息等方式）的满意度

0.73 显著相关

五、调查问卷的分析

（一）单选题

1.您的身份？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农民的比例为 41.90%，牧民的比例为

55.24%，其他人员比例为 2.86%。

2.调查对象的年龄？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大多数年龄为 25 岁以下，比例为 3.81%，

26-35 岁之间，比例为 26.67%，36-45 岁之间，比例为 40.95%，46 岁以上，比

例为 28.57%。

3.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业，比例为

21.90%畜牧业，比例为 43.81%，养殖业，比例为 25.71%，外出打工，比例为 7.62%，

其他，比例为 0.96%。

4.您认为补贴政策对您有没有提高养殖生产的积极性？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认为补贴政策提高了养殖生产的积极性，

比例为 28.57%，部分提高，比例为 67.62%，没有提高，比例为 3.81%。

5.您对当地农牧业政策的了解程度？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非常了解当地农牧业政策，比例为 6.67%，

了解农牧业政策，比例为 72.38%，不了解，比例为 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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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意度题

1.您对项目对推动当地养殖业、种植业、旅游业发展而带动当地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满意度？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9.52％，选满意比

例为 69.52%,选一般比例为 20.95%，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2.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农牧民就业和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满意度？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8.57％，选满意比

例为 60.00%,选一般比例为 29.52%，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3.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废弃物（包括农药地膜、兽医药包装物）回收、减少

环境污染的满意度？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12.38％，选满意比

例为 56.19%,选一般比例为 31.43%，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4.您对通过项目实施建设和补助内容的满意度？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10.48％，选满意比

例为 55.24%,选一般比例为 32.38%，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5 您对通过项目补助，实现草畜平衡，降低草场压力和放牧次数的满意度？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7.62％，选满意比

例为 57.14%,选一般比例为 33.33%，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6.您对项目实施前宣传、沟通工作的满意度？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7.62％，选满意比

例为 40.00%,选一般比例为 50.48%，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7.您对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在项目行政村信息公示的满意度？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6.67％，选满意比

例为 63.81%,选一般比例为 28.57%，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8. 您对支农项目落实到位、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扶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

满意度？

在 105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满意比例为 12.38％，选满意比

例为 63.81%,选一般比例为 21.90%，选不满意比例为 0.00%。

根据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受益对象的整体满意度为 58.90%，满意度水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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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表 2祁连县 2019 年支农专项资金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满意度汇总（农牧民）

序号 题目 满意度

1
您对项目对推动当地养殖业、种植业、旅游业发展而带动当地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满意度？
62.83%

2 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农牧民就业和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满意度？ 59.08%

3
您对项目实施对增加废弃物（包括农药地膜、兽医药包装物）回收、减少

环境污染的满意度？
60.33%

4 您对通过项目实施建设和补助内容的满意度？ 58.75%

5 您对通过项目补助，实现草畜平衡，降低草场压力和放牧次数的满意度？ 57.50%

6 您对项目实施前宣传、沟通工作的满意度？ 51.75%

7 您对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在项目行政村信息公示的满意度？ 59.08%

8
您对支农项目落实到位、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扶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满

意度？
61.19%

六、意见及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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