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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上县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

飞防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汶上县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汶上县农业局”）根据汶上

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生产实际情况，为有效防控玉米大斑

病、玉米螟、棉铃虫、甜菜夜蛾、大豆褐斑病等玉米、大豆重

大病虫害的发生，实现玉米、大豆绿色高质高效、增产、稳产

目的，确保汶上县秋粮稳产丰产，为粮食安全大局贡献汶上力

量，2022年整合预算资金 768.3万元（其中省级资金 86.5716万

元，市级资金 535.163万元，县级资金 146.5654万元）用于玉

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工作。

2.项目主要内容

汶上县农业局按照农业农村部推荐用药名单选定杀虫剂为

5.7%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杀菌剂选定为 30%唑醚·戊唑醇，

通过政府采购杀虫剂、杀菌剂及无人机飞防服务作业，集中开

展玉米、大豆中后期病虫害统防统治，达到一次施药，兼治多

种病虫害，减少玉米大豆中后期害虫发生次数，减轻病虫害流

行程度，并在飞防前开展技术宣传培训、印制宣传挂图、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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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飞防公告、明白纸等。该项目资金投入共计 752.067449万

元，其中药剂实际投入资金 405.54万元，飞防服务实际投入资

金 339.143449万元，工作开展支出 7.384万元。

3.预算绩效目标及设立依据

（1）预算绩效目标

汶上县农业农村局依据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

防实施方案，设立了预算绩效目标，采购总成本控制数为 768.3

万元，飞防面积 71.58万亩，使用杀虫剂数量 10.8吨，使用杀

菌剂数量 21.6吨，病虫害防治率达到 93%，飞防完成时间为

2022年 8月 21日，有效减少农药使用。

（2）绩效目标设立依据

汶上县农业农村局按照农业农村部推荐用药名单选定杀虫

剂为 5.7%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杀菌剂选定为 30%唑

醚·戊唑醇，并在南旺镇、汶上街道等 15个镇街统计 71.58万亩

玉米大豆种植面积，据此设立绩效目标。

（二）政府购买服务执行情况

汶上县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 16个标包采购控制总金额为 768.3万元，其中汶上县农业

农村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药剂政府采购项目（A包）

控制价为 129.6万元，汶上县农业农村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

统防统治药剂政府采购项目（B包）控制价为 280.8万元，飞防

服务控制价为 35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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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情况

1.项目具体实施流程

汶上县农业农村局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对汶上县 2022年玉米

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分别向 16家符合要

求的供应商进行采购。

2.资金拨付流程

本项目资金拨付由汶上县农业农村局提交资金拨付申请，

经汶上县财政局审核通过后拨付至汶上县农业农村局，由汶上

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合同要求对供应商进行资金拨付。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和依据

1.评价目的

本次评价结合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评价的特点，在确定绩效

评价内容、绩效评价流程、绩效评价范围等事项的基础上，开

展现场调查访谈、数据资料的收集分析、绩效评价报告的撰写、

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直至完整交付等工作。从汶上县 2022年

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决策、过程、

产出、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为进一步规范和提升政府购买服

务行为提供参考。

2.评价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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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

（6）会计凭证

（7）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8）招标资料汇编及合同文件

（9）相关验收资料

（10）其他资料

（二）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对象

本次评价对象为汶上县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

防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决策、过程、产出及效果等

情况。

2.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为汶上县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整个政府购买服务过程。

（三）指标体系设置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等有关指标

体系设计框架要求，结合本项目实际，评价工作组对本次政府

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了一、二级指标的权重。另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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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法律法规、项目绩效目标及相关管理办法，确定绩效评

价标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

标，19个三级指标，40个四级指标，每项三级指标包括评价要

点。本次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满分为100分，一级指标分数分

配比例为决策占12%、过程占60%、产出占10%、效益占18%。

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1。

（四）评价标准及评价方式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1.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综合评分法，满分为 100分。

根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对项目实施的成效及政府购买

服务的组织实施进行实地调查及资料收集，对采集的数据资料

进行复核汇总、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按照设立的绩效评价指

标、标准、权重、方法实施绩效评价，并形成初步绩效评价结

论，确定绩效评价结果等次。

具体做法是：

（1）根据不同绩效评价准则、不同绩效评价问题、各绩效

评价指标的重要性逐层赋予不同分值。

（2）确定每个绩效评价指标的评分标准。

（3）具体绩效评价时，对照评分标准，给每个指标进行打

分，然后把所有指标的得分值相加得到总分。再根据总分的高

低，进行等级评定。

2.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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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绩效评价指标按照以下原则：

（1）科学规范。严格执行规定的流程步骤，做到指标合理、

标准科学、方法适当、结果可信。

（2）绩效相关。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绩效目标的实现情

况及预算支出和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

（3）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

的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并接受监督。

3.评价方法

通过前期现场调研，根据本次政府购买服务及项目实施的

产出效益宜采用政策制度研究法、比较法、成本效益分析法、

专家评议法等方法进行绩效评价，系统科学地反映绩效评价综

合绩效情况。

（1）政策制度研究法。评价机构开展政策制度研究，深刻

把握评价项目的总体思路以及资金和项目管理的总体要求。

（2）比较法。比较法是指将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历史情

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本次绩效

评价可通过比较汶上县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际完成情况与绩效目标，判断项目实施是

否达到了预期，产生了应有的效益。

（3）成本效益分析法。将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性分

析。将汶上县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的支出与取得的产出及效益进行对比分析，围绕评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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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充分分析项目成本控制以及成本和效益匹配度。

（4）专家评议法。为充分体现项目特点，准确、全面呈现

项目的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的效果，体现绩效评价的公平性和

客观性，评价机构邀请绩效评价专家、财务专家与评价机构成

员组成评价工作组，通过实地考察、材料核实、询问答辩等方

式，对掌握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及时提供专业的咨询意

见，并依据汶上县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评价指标体系规定的评分标准针对项目实施情况出

具评价意见。

(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评价项目组在与汶上县财政局进行深入沟通且征求汶上县

财政局意见后，进一步明确了各方责任，形成了适于此项目的

绩效评价工作流程，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于 2023年 10月开始，

按照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及分析阶段三个阶段序时开展。

1.评价准备阶段（2023 年 10 月 1 日－10 月 9 日）

首先，熟悉政策、法规和相关资料。在明确委托方要求的

前提下，评价机构搜集并分析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以及初

步的项目资料，明确评价目的、项目概况、项目背景以及项目

实施的完成情况等。

其次，设计指标体系。与委托方进行沟通访谈，设计绩效

评价指标，包括确定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内容、确

定指标权重及评价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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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制定评价表格。评价机构根据工作需求进行资料清

单、调查文本设计，包括需要由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

明细等。

2.评价实施阶段（2023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15 日）

评价机构依据工作需要组建评价工作组到主管部门进行现

场评价。采取勘察、问询、座谈、复核等多种方式，结合主管

部门提供的项目资料，对项目的实施和完成情况进行核实，并

对所掌握的有关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初步分析，形成现场评

价意见。

3.评价总结阶段（2023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25 日）

评价机构根据收集的资料和现场勘查情况等，撰写《汶上

县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

评价报告》，经内部三级审核后，提交委托方，并征求委托方意

见，提交正式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结论

根据绩效评价组制定的绩效评分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

过资料整理分析、数据采集、现场座谈等方式，对汶上县 2022

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行绩效评

价。

该项目决策方面：绩效目标合理明确，目标依据充分，符

合客观事实；预算编制较准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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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制；项目使用资金未进行调剂。

该项目过程方面：制度建设完整，建立了岗位不相容分离

制度岗位设置分工明确、责任明晰；采购需求完整、充分、规

范；政府采购计划完整，采购预算下达后2个月内备案采购计划，

不存在因采购需求制定不规范导致对采购文件产生有效质疑、

投诉的情况；采购计划完整；代理机构选择合规、委托协议完

整、采购方式合规、开、评、定标组织合规、履约验收合规；

采购合同签订内容合法合规；信息公开规范。但未制定关键岗

位定期轮岗制度。

项目产出方面：产出达标；完成及时。

产出效益方面：未发生有效举报、投诉导致废标的情形；

受益农户、社会公众及采购人满意度较高。但价格高于同类产

品或服务近2年内采购平均价格；未落实创新产品政策。

本次绩效评价最终评分结果：总得分为86.4分，评价等级

为“良”，具体评分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3-1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评价指标 权重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2 11 91.67%

过程 60 51.5 85.83%

产出 10 9.9 99.00%

效益 18 14 77.78%

合 计 100 86.4 86.40%

（二）非现场评价情况

绩效评价组通过查看汶上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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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府采购项目自评表、会计凭证、招标资料汇编、合同文

件、实施方案、内控制度等，结合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查阅、

检索的关于本项目招标公开资料进行汇总和分析，对政府购买

服务的决策、产出进行了非现场评价分析。

（三）现场评价情况分析

绩效评价组通过组织部门负责人进行现场集中交流。根据

预定的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对汶上县 2022年玉米大豆病虫害统

防统治飞防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访谈交流。交

流内容主要包括项目资金测算、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流程、对代

理机构及项目实施的监管情况等，对过程等指标进行了解和把

控等。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项目实施中，汶上县农业农村局派出督导组进行技术指导

及督导检查，各镇街农业部门、各村委会及有关种粮大户全程

参与监督，确保飞防作业质量不出问题，确保飞防作业有效。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编制未经科学论证

预算编制未经科学论证。该项目根据往年经验，按照每亩

10元左右的单价与县域内飞防面积进行资金测算，资金额度与

年度目标相适应，但是项目预算编制未经过科学论证。

（二）合同管理规范性有待提升

该项目采购合同签订日期晚于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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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在 10个工作日内，例如：汶上县农业农村 2022年玉米

大豆病虫害统防统治药剂政府采购项目（A包）成交通知书于

2022年 8月 5日发出，但是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 2022年 8

月 19日。

（三）内部控制制度有待完善

该项目主管部门汶上县农业农村局制定了规划风险、监管

风险等风险评估与控制制度，但未制定对关键岗位定期轮岗制

度，内控制度有待完善。

（四）项目监管意识有待增强

该项目涉及的 16个实施主体均未在项目准备阶段、实施阶

段、履约验收阶段、质疑投诉阶段积极参与项目信用评价，主

管部门项目监管意识有待增强。

六、有关建议

（一）预算编制要经过科学论证

建议主管部门聘请行业专家测算飞防服务每亩需求成本，

形成预算申报依据，实行“以事定钱”预算编制模式，确保编制

内容完整、依据充分、列支规范，为推进预算高效执行、加快

财政支出进度奠定坚实基础。

（二）提高合同管理规范性

建议主管部门提高认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完成公

共资源交易项目合同签约工作，在今后政府采购中标（成交）

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在 10个工作日内及时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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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在中标（成交）通知书下达后中标方拒绝签订合同情况的

发生。

（三）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关键岗位定期轮岗制度是指将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定

期的岗位轮换，以实现知识与技能的交流与传承，提高工作效

率和服务质量，更有利于发现和揭露舞弊情况，建议主管部门

制定细化的关键岗位轮岗制度相关措施，明确轮岗的岗位、时

间周期安排、岗位轮岗的流程和程序、要求轮岗人员的岗位调

整制度等内容。

（四）增强项目监管意识

建议主管部门将项目信用评价纳入实施方考核依据，围绕

项目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履约验收阶段、质疑投诉阶段等对

项目实施方进行全过程信用评价，以便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强化实施方监督管理，推进政府采购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

政府购买服务活动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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