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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抵御世界金融危机

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国家出台了扩大国内需求的若干措

施，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而为保证国家财

政资金规范使用，发挥效益，有必要在加大审计力度的同

时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认真做好农

村建设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

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还处于探

索研究阶段，在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可以借鉴发达

国家的经验，但更应着眼于我国的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新农村建设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构建新农村建设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

原则

科学、有效的新农村建设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可

以对新农村建设成效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有助于地区

之间的学习和交流，也有助于对各地区、县、乡的新农村

建设工作进行量化评价，并进行纵向研究，推进新农村建

设工作健康发展。

科学、合理的新农村建设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

该从农村实际出发，遵循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核心、遵守

4E（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原则、全面性与差

异性相结合、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兼顾指标的可

操作性，体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同时能够为政府在新农

村建设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依据。

二、新农村建设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设置了管理效率指标、绩效指标、修正指标和追

踪评价指标，既涉及项目管理过程又涉及政治、经济、社

会、环境等诸多方面，既考虑了短期绩效又考虑了长期绩

效，既考虑了项目的共性又考虑了个别项目评价的特殊

性，是一个立体、动态、全过程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

四大类、三级指标构成（见右表）。

1. 管理效率指标。管理效率指标对项目从立项、建

设运行到组织验收等整个过程的管理有效性、科学性进

行评价，主要用定性指标加以描述和评价。

新农村建设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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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目标为指导，从新农村

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影响新农村建设资金绩效评价的各种因素，构建了一套立体的、动态的、基于全过程的新农

村建设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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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项目论证依据的充分性尧可行性曰于项目目标
的明确度

淤项目支撑条件保障曰于组织管理的科学性尧有
效性曰盂造价控制合理性尧有效性曰榆质量控制
有效性曰虞资金管理制度健全程度尧有效性

淤资金到位率曰于资金到位及时性曰盂资金使用
率曰榆预算完成率曰虞支出的合规性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尧完整性尧及时性

淤目标完成率曰于目标完成质量曰盂项目完成的
及时性曰榆项目验收的有效性

淤人均收入增长率曰于贫困人口比例曰盂恩格尔
系数曰榆非农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曰虞农业水
利化程度曰愚农产品商品率曰舆农业产业集中度

淤人均住房面积曰于空气质量等级曰盂饮用水质
量曰榆道路状况良好率曰虞森林覆盖率曰愚水土
流失减小量曰舆垃圾集中收集率曰余能源尧电力尧
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善情况

淤农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曰 于文化娱乐设施数
量的变化

淤案件立案数量的变化率曰 于公开选举村民参
与度曰盂当地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曰榆村务
公开情况曰虞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度

淤农村人口平均寿命曰于适龄儿童入学率曰盂农
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曰 榆农业科技年培训
次数曰虞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曰愚养老保险参
保率曰舆养老院数量曰余医院渊诊所冤数量

淤专家评分曰于村民评分

专家评分

公共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渊有尧无冤

生态环境的变化渊好尧坏冤

中心城镇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渊有尧无冤

教育尧养老尧医疗保险的追踪评价渊可参照社会
建设绩效指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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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情况主要考察项目的论证情况及项目目标的明

确度，它是前期管理的重要内容。项目立项后的管理包括资金

落实及使用计划、内部控制制度、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这一

阶段主要对新农村建设资金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质量进行评

价，相关定量指标的计算说明如下：

（1）资金到位率越实际拨付到项目实施单位的资金/项目

应到位的资金伊100豫

（2）资金使用率越项目的支出金额/实际拨付到项目实施

单位的资金伊100豫

（3）预算完成率越项目的支出金额/项目预算金额伊100豫

（4）目标完成率越实际完成的目标数量/预计完成的目标

数量伊100豫

2. 绩效指标。绩效指标对建设项目的实施效果全面地进

行评价，包括经济建设、人居环境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建

设、社会建设五方面，主要运用量化指标进行描述和评价。

（1）经济建设绩效。新农村建设资金涉及的范围广泛，虽

然对某个领域经济效益的评价带有一定的行业特征和差异，

但是经济绩效可以通过某些指标综合地显现出来。本文设计

的指标分别从人均收入、非农产业发展情况、农业产业集中度

及市场化水平等方面综合反映农村经济的发展。

人均收入增长率越（当年人均收入原上年人均收入）/上年

人均收入伊100豫

贫困人口比例越贫困人口数量/当地居民数量伊100豫

恩格尔系数越个人食品支出总额/个人消费支出总额

非农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越非农产业总产值/总产

值伊100豫

农业水利化程度越水利灌溉面积/耕地面积伊100豫

农产品商品率越农产品销售收入/农业生产总值伊100豫

农业产业集中度越规模经营农业产值/农业生产总值伊

100豫

（2）人居环境建设绩效。人居环境建设绩效指标主要用来

描述农村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道路状况良好率越硬化马路公里数/道路公里数伊100豫

垃圾集中收集率越垃圾集中收集的村庄数/村庄总数

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进行绩效评价时，要描述

农村各种产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反映在空气质量方面，

它可以测得相应的等级。农村饮用水的质量应该得到各方的

关注，一些落后地区的饮用水质量很差，已严重地威胁着村民

的身体健康。有些地区受经济利益驱使，对自然资源过量开

采，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面积缩小，生态环境恶化，因此必

须重视森林覆盖率和水土流失问题。另外，牲畜栏舍建设要统

一规划，减小其对环境的污染。能源、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关

系到经济发展和农民的生活质量，务必予以高度重视。

（3）文化建设绩效。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是经济

发展、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

容。其反映指标主要是农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和文化娱乐设

施数量两方面。

农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越个人文化娱乐支出总额/个人

消费支出总额伊100豫

文化娱乐设施数量指标主要通过电影院、剧院、健身房、

康复中心、运动场地、图书室、公园等设施数量的变化来说明，

这些是对农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指标的补充和完善，以反映

政府投资兴建的免费文化娱乐场所情况。

（4）民主法制建设绩效。这类指标主要用来评价农村政

治、民主、法制建设情况。

案件立案数量的变化率越（当年立案数量原上年立案数

量）/上年立案数量伊100豫

当地居民对社会治安（或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度越满

意的人数/被调查人数

公开选举村民参与度越参加选举的人数/具有投票权的

人数

村务公开情况主要用来描述重大事项是否公开以及公开

程度，可以通过调查取证和问卷的方法来获得相关的信息。

（5）社会建设绩效。这类指标主要用来描述农村教育及农

村社会福利情况。

适龄儿童入学率越适龄儿童入学人数/适龄儿童人数伊

100豫

新型合作医疗（或养老保险）参保率越参保人数/居民（农

民）人数

农村人口平均寿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农业科

技年培训次数、养老院数量、医院（诊所）数量与前述三项指标

共同构成了社会建设绩效指标。

3. 修正指标。为了使新农村建设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更加完善和科学，体现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内在特性，本文设计

了修正指标，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修正，修正指标主要是

定性指标，重点反映专家的评价和当地居民的意见，同时考察

建设项目与阶段性目标的吻合度。

4. 追踪评价指标。建设项目的验收并不意味着建设过程

已经全部结束，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有

必要设计一些追踪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管理、生态

环境、建设项目的经济辐射功能、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可

以参照相关的绩效评价指标。当然，追踪评价项目范围要根据

重要性原则和项目特点来选择，不是每个项目都要进行追踪

评价，可以根据地方财力情况，对重大或重要项目及群众反映

强烈的项目进行追踪评价，并根据不同性质的项目设计不同

的追踪评价时间。对基础设施的追踪评价管理，有利于增强相

关人员的责任心，使建设项目成为真正的惠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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