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上海市农业委员会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

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5-2017年度动物无害化处理补贴专项

决算金额 11223.22万元

评价分值 92.76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2015年至2017年度，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户）

和市定点屠宰厂（场）经无害化处理的病死（害）

猪共计2,099,161头，做到了应补尽补；补贴发放

符合政策规定标准；补贴由市、区财政部门直接

发放至发放各区县上报数据准确；养殖场月报数

据及屠宰厂上报数据真实。本项目实施效果显著，

根据对14户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户）和市定

点屠宰厂（场）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2015年

至2017年间，企业所有病死（害）猪均进行了无

害化处理；补贴对象满意度达到90.48%；项目数

据采集、统计、汇总、上报职责明确、质量控制



有效。项目实施期间，在食品监督性抽检、投诉

举报受理及处置情况相关信息中，没有销售病死

（害）猪产品的报告，总体成效显著

存在问题
（1）补贴发放时间较晚。

（2）公示程序不规范。

整改建议
（1）制定资金拨付时间计划。

（2）规范公示程序。

整改情况

针对报告中反映“补贴发放时间较晚”的情况，

市农业农村委将梳理2015-2017年补贴资金发放

情况，在后续项目实施过程中关注资金发放时间

节点，确保后续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到企业。

针对“公示程序不规范”的情况，将按照信息公

开要求做好相关的信息公开、公示工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5-2017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建设专项

决算金额 3608.374万元

评价分值 89.05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项目经过 3年的持续开展，目前各个条线农

产品追溯档案追溯工作稳步推进，市区镇各级政

府主管部门均有专门的部门和机构负责推进项目

实施，责任落实到人。通过相关机构及责任人的

工作，目前全市范围内大中型农业生产组织已形

成自觉进行追溯档案工作记录的意识，其内部正

逐步建立相关制度，保证档案记录工作的时效性

和真实性；中小农业生产者记录工作档案的意识

也在不断提升，培养农业生产者记录生产工作及

农资使用形成追溯档案意识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档案记录内容及形式不断完善，目前正由纸

质档案向电子档案形式过渡，整体质量逐步提升，

追溯档案未来可以从数量及质量方面成为追溯体

系数据来源的保证。

存在问题 （1）中小农业生产者建档质量需提高。



（2）档案设计工作需加强。

（3）信息应用需加强。

整改建议

（1）培训与奖励并举，提升档案质量。

（2）加强设计，统一档案样式。

（3）加强运用，逐步宣传推广。

整改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5-2017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

决算金额 3756.32万元

评价分值 89.42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2015-2017 年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考核均按

计划完成，其中 2015年考核设施菜田面积 18.850

万亩，合格面积 15.70万亩，共发放考核奖励资金

1220.43万元。2016年考核设施菜田面积 18.18万

亩，合格面积 15.44 万亩，发放考核奖励资金

1251.46万元；2017年考核设施菜田面积 18.20万

亩，合格面积 14.67 万亩，共发放考核奖励金

1284.43万元。

存在问题

（1）项目绩效目标不够明确细化，考核资金使用

监管有待加强。

（2）缺乏老旧设施菜田退出机制，不利于项目的

长效管理。

整改建议

（1）完善项目绩效目标，加强考核奖励资金监管。

（2）健全考核后续管理制度，加强对不合格设施

基地的督导。

整改情况 针对评价报告中关于绩效目标不够明确细化，考



核资金使用监管有待加强等问题，项目单位在以

后年度申报预算时将进一步参考以往年度的预算

编制及支出情况，同时结合近年来该项工作的整

体实施及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目标。

另外，项目单位以后年度将要求各区县上报每年

考核奖励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加强考核奖励资金

监管。

针对缺乏老旧设施菜田退出机制，不利于项目的

长效管理健全考核的情况，项目单位将全面考察

区域内设施菜田现行情况，一方面对老旧设施菜

田应出台相应的退出机制或提升改造措施，使得

设施菜田的发展符合生产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

将从考核结果应用、以及对于不合格设施菜田基

地所在地的主管部门的相关督促等方面进一步完

善相关制度，以加强长效管理。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5-2017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专项

决算金额 3299.5万元

评价分值 90.41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共培育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

型新型职业农民超过 10000 人，培养了一批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存在问题

新型职业农民专项培训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工

程，从实地调研来看，依然存在主要以完成农民

培训任务为目的，对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后的管理，

未能持续性进行跟踪服务，有待切实了解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转化的效果和落实扶持政策的情况。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任务完成后，未将培训成果与

农民增收挂钩，无法获取切实的提高农民收入，

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的具体数据，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专项的可持续性影响未能从数据上体现，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效果较难考量

整改建议
（1）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定时间为培训次年，

具备滞后性，建议市农业农村委加强认定后的新



型职业农民的跟踪管理，建立后续的继续教育培

训、促进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学历提升、职称

评定、创业培养等一系列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

农民职业化质量水平。

（2）加快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

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合作社、企业之间的合作

模式，提高农民产业增值收益；同时强化政策扶

持，以扶持促认定、以认定促培育，整合各方资

源，帮助新型职业农民解决贷款、生产辅助设施

用地等难题，切实提高新型职业农民专项培训的

有效转化率，加快构建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

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发展可持续的现代

农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整改情况

针对评价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定时间存在滞后

的情况，市农业农村委将结合项目实际，逐步建

立认定后的新型职业农民的跟踪管理机制，完善

后续的继续教育培训、促进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

学历提升、职称评定、创业培养等一系列长效机

制建设。

针对评价报告中反映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任务

完成后，未将培训成果与农民增收挂钩，无法获

取切实的提高农民收入，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的



具体数据”情况，一方面，由于农民收入、生产

成本等数据存在一定的隐私性和保密性，在收集

信息数据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市农业农村委将

尝试建立项目管理过程和结果的相关数据统计汇

总工作。培训结果与农民增收不是短期就能完全

实现的，通过培训达到农民增收有一个阶段性过

程。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上海市2017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专项

决算金额 32895.416369万元

评价分值 84.66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区级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补贴流程和补贴标

准。

（2）对面积和数量严格核查监督，剔除了无效申

报。

（3）补贴资金基本直补到农户和生产单元，保障

资金使用安全。

存在问题

（1）工作方案侧重于任务数量，未注重作业质量。

（2）有机肥推广任务未全部完成，飞行抽检部分

批次产品的有机质含量偏低。

（3）工作方案执行中一些零星问题，如：个别实

际公示时间短于规定时间；项目档案管理不完善；

农户补贴资金发放存有延迟；农业服务信息化程

度低。

整改建议

（1）优化工作方案，将绿肥质量和有机肥作业纳

入绩效管理。

（2）增加对送到地头的有机肥进行检测，倒逼厂



商提升有机肥质量。

（3）提高农业服务信息化程度，解决公示信息、

档案管理、补贴发放中出现的一些零星问题。

整改情况

市农委种植业办完善以后年度工作方案，从考察

任务量转为量质并重。市农技中心协调区县农技

部门增加对有机肥企业送到田间地头的商品有机

肥的抽查检测比例，抽检结果在有机肥供应商入

围名录中体现。协调农委信息部门指导区农委推

进农业服务信息化工作，减少补贴发放工作的耽

延和时滞，提高农户设法增强耕地肥力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