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9

绩效评估报告意见反馈采纳情况表（部门）
填表时间：2019年1月29日

报告名称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2018年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估

省级预算部门
（单位）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中介机构 云南云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财务处

未采纳。
本次绩效评估并非考核农业农村厅预算执行，而以发展眼光分析我省政策与国
家政策走势的匹配情况，因此在“投入/政策适应度”进行分析。另，财政部、
农业部《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探索建立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已提出“大专项+任务清单、区分约束任
务和指导性任务”的要求

中央预算改革提出“大专项+任务清单”、“区分约束任务和指导性任务“等要
求，截至目前省财政厅未出台具体实施细则。以此作为省农业农村厅2018年省级部
门预算执行考核要求，不符合预算管理规定实际，建议删除相关描述。

。

报告要求“分别按总体目标、区域目标、项目目标构组三级目标”此描述与省财政
厅出台的绩效管理相关管理不尽相同，建议删除。

未采纳。
总体目标、区域目标、项目目标是根据《云南省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6〕5号）提出，结合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覆盖
面广的情况，评估认为有必要进行三个级次的目标管理。因此未采纳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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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对项目资金按因素法分配管理规定、对将任务量作为分配因素理解不到位。我厅经
过近3年来预算改革摸索和经验积累，认为将任务量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资金分配
因素，存在以下优点：一是避免绩效调整系数应用存在着数学逻辑矛盾，能够做到
统一公式分配资金，充分保障资金分配公平公正；二是设定任务量因素既可以结合
全省各地是否具备实施条件又可以结合以往项目绩效评估结果。建议将修改相关描
述

未采纳。
以任务量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资金分配因素，首先不符合既定政策要求；其次，
未见设定任务量因素时结合以往项目绩效评估结果；再有对处室及各地的调查
访谈中也反映了应当体现各地体量及绩效因素，因此未采纳该意见。

种植业处

一.（三）.1.粮食生产：“绿色高质高效”应为208片，因资金为6537万元，标准
为31.5万元1片。
表3：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里也应该为208片。

未采纳。
评估209片为部门提供的省级下达(非贫困县)任务数据，且省农业技术推广站提
供的完成情况汇总表也为(非贫困县)209片。因此未采纳该意见。

五.（一）“三是部分项目……高质高效”建议删除。该考核指标的制定是参考农
业部统一下达的中央农业发展专项粮食生产资金的考核指标。

未采纳。
“高质高效”是国家和省里对农业发提出的要求和趋势，且专项资金是支持战
略性、引领性的工作，在粮食生产稳定前提下，就应该朝“绿色高质高效”发
展。因此未采纳该意见。

五.（二）.2的“影响到：同类工作各地实施存在差异（如“绿色高产高效创建”
部分地区实际未达到核心区面积100亩的规定），未及时监管反馈；”建议删除。
现在已经不硬性要求各地在创建时建设核心区100亩。

部分采纳。
该分项资金用于各地核心区创建，由于没有统一硬性规定，各地实际实施面积
不同，不利于监管控制。原文“部分地区实际未达到核心区面积100亩的规定，
未及时监管反馈”改为“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面积无硬性要求，各地实际实施面
积不同，缺少监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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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茶业处

国家尚未对有关三产融合发展融合度的明确提法。至于带动力上：2018年思茅区茶
叶综合产值达67.90亿元，同比增12.9%。其中一产产值10.58亿元，同比增10.6%，
二产产值33.47亿元，同比增16.2%，三产产值23.85亿元，同比增9.4%（数据为行
业统计数）。
建议：恳请评估组酌情不予扣分。

未采纳。
评估针对补助具体项目，思茅区是区域概念，项目效益及区域效益是两个级次
的效果，不能相互代替。该补助具体项目未提出三产融合具体要求，也未见项
目本身三产融合效果证明。因此未采纳该意见。

兽医处

建议将《2018年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及评分表》“产出质量”项的
“动物疫病防控目标”调整到“社会效益”项
原因：一是设定为社会效益符合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属性，其主要是为了稳定农产
品供应；二是使之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联文制定的文件指标一致，确保
评审的严谨性。

未采纳。
“全省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零次”该目标系部门提出，并在资金文件(云财
农〔2018〕73号)作为绩效目标下达，评估认为该目标与保障农产品（包括肉蛋
奶）质量密切相关，因此设置为产出质量指标，未采纳该意见。

建议删除“出现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一起（非洲猪瘟疫情）扣1分”，保持满分。
原因：一是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由国家动物疫病防控专家评估后才能认定。二是这
次全国非洲猪瘟疫情定性为点状散发疫情。云南省的非洲猪瘟疫情也是点状散发，
不属于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故此项扣分没有依据。

未采纳。
“全省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零次”该目标系部门提出，并在资金文件(云财
农〔2018〕73号)作为绩效目标下达，该疫情产生了较大社会关注，为重大动物
疫情，但由于区域性尚未认定，未按零分计，扣1分。因此未采纳该意见。

农质检处

将19页第4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但全省2018年发生了一起区域性重大疫
情——非洲猪瘟”中“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一句删除，删除理由为原表述方式易
引起歧义，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与重大疫情挂钩。

未采纳。
农产品包括粮食、蔬菜及肉蛋奶等所有农业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是站在全农
业范围提出，不限定为农质检处，还包含其他处室对应的责任，也未将农质检
处和兽医处进行挂钩，因此未采纳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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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农机处

建议删除：“常规性工作并非农业重点工作，如信息统计类、质量监管类以及发放
中央补助的工作等仍是日常履职工作，本为各级财政共担责任，但除省级资金外，
省以下地方财政支持较少。”的表述。
理由：随着“三农”政策的落实，购机人员越来越多，但使用人员安全意识薄弱以
及地方监管不够，且地方财力不足，若无省级资金来源，该项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未采纳。
地方财力不足需省级补助，与常规性工作是不是农业重点工作，是两个概念。
评估根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认为该类工作并非重点，因此未采纳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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