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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方法
与指标体系研究

———以云南省茶树良种繁殖场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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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认为，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包括项目过程后评价、效果后评价和持续性后评价三方面内容。运用调查法、

对比法、综合评价法和逻辑框架法，对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有关指标体系及

评价方法，并选择云南省茶树良种繁殖场项目进行实证。对推进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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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expatiated on the contents of the post－evaluation on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which
are processing evaluation，effecting evaluation and continuing evaluation．Popular evaluation methods，including
investigation，comparative analysis，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logical framework，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post－evaluation on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According to the systematical analysis，the method and index－
system of post－evaluation on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were designed and propounded，and the project
of tea－tree seeding base in Yunnan Province was taken for a case study．What is more，suggestions were pro-
posed on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ost evaluation on agricultur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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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后评价是国外较早用于监督政府政策型投资的一种手段，既是项目建设程序的重要环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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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的重要方法［1］。在我国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数量逐年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管
理任务日益加重的背景下，开展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要求日益迫切。2004 年，国务院提出建立政府
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之后，农业部出台《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将后评价纳入项目基本建设管
理的内容体系当中［2］。目前，我国各级农业部门开展了一些与项目后评价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和实践工
作，但是，由于评价方法、制度规范和手段支持等不足，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启动。在此形势下，结合我国农业建设项目实际情况，提出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后评价方法和指标
体系，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内涵

项目后评价，是有关主体对项目的实施过程、结果及影响进行全面调查和系统回顾，对比分析项目
决策时确定的预期目标和实施运行的实际效果，以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善投资管理决策、提高投资效
益的对策建议的行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从国外引进项目后评价以来，国家发改委、审计署、财
政部、水利部、交通部和科技部等中央政府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开展了后评价工作。在实践和研究当
中，后评价具体内容因项目类型有所差别，但基本上都包括对项目的立项决策、建设过程、目标效果和持
续性等方面［3－6］，后评价的要点与项目特点有关，生产类项目后评价重视经济效益，服务类项目后评价
重视经济和社会效果分析，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类项目后评价重视社会效益。

农业建设项目是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和事业发展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政府投资建设活动［7］，属公益

性和基础性事业。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目的，一是对评价项目本身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整改措施，改

进并完善项目的管理方式; 二是增强项目实施的社会透明度和各级管理部门的责任心，提高政府投资项

目的监督管理水平; 三是调整和完善投资政策和建设规划，改进新项目的立项计划、实施管理和评估工

作，提高项目的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
从实践和管理的要求来看，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基本内容应包括过程后评价、效果后评价和持续

性后评价三个方面( 图 1) 。过程后评价是在对评价时点之前的立项、决策、实施、管理、验收等环节的回

顾基础上，确认整个项目是否按计划实施并分析发生偏离的原因，对项目管理水平和质量作出评价。效

果后评价是在过程后评价基础上，对项目的目标、效果和影响的实现程度作出全面分析评价，为项目持

续性后评价提供依据，针对农业建设项目的特点，效果后评价更多从公益角度出发，更注重项目的社会

效益。持续性后评价是依据项目现有运行效果情况，对后评价时点之后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预

测和评价，主要从影响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外部因素评价。

图 1 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内容结构

二、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 一) 项目后评价的主要方法

项目后评价是一门汇集系统工程、控制论、信息论、公共管理等科学理论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应用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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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综合学科，有一套从战略研究、规划计划、前期工作、组织实施到竣工验收的完整理论和方法体系。
我国项目后评价方法体系已基本形成，并呈现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8］，常用的方法有调查

法、对比法、综合评价法、逻辑框架法和项目成功度法等［9］，其中，调查法和对比法是最基本的方法，广

泛运用于过程后评价、效果后评价、目标与持续性后评价及得出后评价结论与建议。综合评价法、逻辑

框架法和项目成功度法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综合评价法在于得出综合指标，逻辑框架法在于分析目标、
目的、产出、投入之间的关系，项目成功度法在于给出项目成败结论。

综合评价法广受后评价操作者和研究者重视，根据具体评价的项目，可选择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

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理论法、灰色理论法、神经网络法等具体方法进行综合评价［10］，在这些方法

中，综合评分法主要采用比值、差减、定性描述等方式表达评价结论;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通过将问题分解成不同层次的因素，运用数学方法确定各因素的重要性次序进行评价; 数据

包络分析法是一种对多输入、多输出的多个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进行评价的方法，先不确定各指标的权

值，而是从对被评价单元最有力的角度选择权重系数进行有效性评价，但是会出现评价结果缺乏区分度

而造成排序比较的困难; 模糊理论法和灰色理论法常用于综合评价，但是权重不好确定; 神经网络法进

行评价需要大量样本，增加了研究数据获取的难度。在国内研究中比较典型的应用包括: 成功度综合评

价模型对水电站进行施工后评价［11］、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土地整理项目进行后效益评价［12］、数据包

络分析法对高速公路投资进行效益评价［13］，等等。
根据农业建设项目特点、评价方法的可操作性和资料信息收集的难易程度，农业建设项目评价方法体

系采用集成方式，结合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分法对农业建设项目进行综合后评价( 图 2) 。

图 2 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方法技术路线

( 二) 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指标和指标体系是开展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的基石，指标选取是否科学、指标体系设置是否合

理直接关系到项目后评价的成败［14］。农业建设项目既有其共同特征和管理的基本要求，又有其个性特

点和特殊的管理要求，在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中，既要考虑评价指标和方法的通用性，又要根据不同项

目的特点适应其特殊性，每个指标都要从不同侧面反映农业建设项目的某种特征，并通过相互联系构成

指标体系综合反映农业建设项目的立项决策、建设实施与管理、效果和持续性等方面情况。
( 1) 综合性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和目标值的设置既要科学规范又要对农业建设项目全过程后评

价具有较高概括能力。运用系统论观点选取综合性指标，从不同侧面全面反映项目的立项决策、建设过

程、综合效益和持续影响，并从中筛选出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指标，以便指标体系能全面反映后评价目的。
( 2) 可操作性原则。不盲目追求指标体系“万能”，要使指标具有可比性和可测性，能准确、科学的

作出分析判断。各项指标的含义、统计口径和适用范围要统一，指标在数量上要有可比性，能进行纵横

向对比。对于理论上有意义但实际工作中不宜获取、操作繁琐或难以做出评价的指标，应尽量置换替代

或舍弃，同时要避免指标同义反复和相互交叉。
( 3)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尽量采取能够定量化的指标进行明确的分析。

但是一些涉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内外部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指标信息无法直接量化，可采取定性指标

对评价对象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通过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式合理准确的反映评价结果。
( 4) 普适性与特定性相结合原则。农业建设项目涉及领域广泛，后评价指标体系中既要有适合所

·48·



第 1 期 詹慧龙等: 我国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研究———以云南省茶树良种繁殖场项目为例

有农业建设项目的普适性评价指标，以衡量项目的立项决策水平和实施管理能力，又要有根据不同项目

特点单独设计的特定性指标，以反映具体项目的运行和效果情况，从而构建动态、可扩展的指标体系。
( 三) 指标体系构成

对应后评价基本内容，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采取三级分解的方法，将大类目标分解，落实

到小类目标和具体指标中，最终得到综合评价结果。第一层级反映后评价的三大内容，即过程后评价、
效果后评价和可持续性后评价，第二层级代表每类指标的重点方向，包括决策阶段后评价、实施阶段后

评价、技术效果后评价、经济效果后评价、社会效果后评价、环境效果后评价、内部可持续性后评价和外

部可持续性后评价 8 个方面，第三层级反映每个评价方向的具体指标，共 23 个指标，客观体现项目决策

的合规性、建设实施的效率、后期运行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具体指标设置如表 1。
( 1) 过程后评价指标内容。包括对项目决策后评价和建设实施后评价两大方向，共 10 个指标，其

中，项目决策后评价指标选择决策程序合规性和目标设置合理性 2 个指标，建设实施后评价指标包括招

投标管理合规性、财务管理合规性、变更管理合规性、竣工验收合规性、资金到位率、工期控制率、投资控

制率和质量控制率 8 个指标。
( 2) 效果后评价指标内容。包括对项目的技术、经济、社会和环境 4 大效果后评价方面，共 8 个指标。

技术效果后评价指标包括产能数量达标率和产能质量达标率 2 个指标，经济效果后评价指标包括投资利

润达标率( 或经营成本达标率) 和产能利用达标率 2 个指标，社会效果后评价指标包括就业带动效果和增

收带动效果 2 个指标，环境效果后评价指标包括污染物排放控制效果和资源综合利用效果 2 个指标。
( 3) 可持续性后评价指标内容。包括项目内部和外部可持续性评价 2 大方向，共 5 个指标。内部

可持续性后评价指标包括经费可持续性、技术可持续性和管理可持续性 3 个指标，外部可持续性后评价

指标包括政策可持续性和市场可持续性 2 个指标。
( 四) 指标权重分配

采取德尔菲专家打分法确定后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3 大评价内容的重要性排序结果是: 效果

后评价最重要，其次是过程后评价和持续性后评价。在过程后评价指标中，项目建设实施类指标优先于

项目立项决策类指标; 在效果后评价指标中，社会效果是后评价的重点，与对其他类型项目相比，农业建

设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故环境效果后评价指标置于技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后评价指标之后;

持续性后评价指标中，无论是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对项目持续运营的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

此两类指标赋有同等的权重。评价指标体系权重采取百分制打分方法进行分配，总分是 100%，根据专

家打分结果，过程后评价 30%，效果后评价 50%，可持续性后评价 20%，其他指标权重分配情况如表 1。
由于农业建设项目的个性化特征，效果后评价等个性指标的权重和指标打分参考值可根据不同项目特

点及后评价的具体要求作出调整。
( 五) 指标量化

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有数字型、概念型和模糊型 3 大类，要实现指标的定量化需

要建立指标评分标准，采用计算法、差减法和专家打分法 3 种方式计算指标数值来实现［5］。
( 1) 计算法量化。指标体系中的数值指标，如资金到位率、工期控制率、投资控制率、质量控制率、

产能数量达标率、产能质量达标率、投资利润达标率( 或经营成本达标率) 、产能利用达标率和经费可持

续性等指标，可根据评价指标计算公式来获取评分。如: 资金到位率得分=资金到位率×100( 得分在 0～
100 之间) 。

( 2) 差减法量化。指标体系中的合规性和合理性指标，如决策程序合规性、目标设置合理性、招投

标管理合规性、财务管理合规性、变更管理合规性和竣工验收合规性等指标，可以通过减分法实现定量

化评分。以决策程序合规性指标为例，采用“决策程序合规性得分 = 100－ΣDi”的评分公式，Di 表示第 i
项规定如果不合规的减分数值，参照具体评分标准。

( 3) 专家打分法量化。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描述指标，如就业带动效果、增收带动效果、污染物排

放控制效果、资源综合利用效果、技术可持续性、管理可持续性、政策可持续性和市场可持续性等指

标，由评价专家经调研分析后根据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分值以百分制计算。如项目的政策可持续性

得分，根据项目建设目标和方向以及当前和未来几年内国家和地区的各种政策、机制、制度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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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程度进行评价。
表 1 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构成及权重分配

准则层指标 分析层指标 操作层指标 指标解释

1．过程后

评价( 30%)

1－1 立项决策

评价( 40%)

1－1－1 决策程序

合规性( 40%)

项目申报是否符合条件，可研和初设的编制、

评估、审批等环节的合规性，评审的有效性

1－1－2 目标设置

合理性( 60%)

项目原定技术方案和经济、社会、环境目标的

合理性，可研和初设批复结论的合理性

1－2 建设实施

评价( 60%)

1－2－1 投资

控制率( 20%)

投资偏离程度= ( 实际投资额－批复投资额)

/批复投资额×100%资金到位率=

( 项目实际到位总资金 /项目计划总投资) ×100%

1－2－2 工期控制率( 20%) 工期偏离程度= ( 实际工期－计划工期) /计划工期×100%
1－2－3 质量控制率( 20%) 质量合格率=合格质量工程数量 /总工程数量×100%

1－2－4 招投标管理

合规性( 10%)

项目招投标是否符合

《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规定》

1－2－5 财务管理

合规性( 10%)

项目财务管理是否符合

《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

1－2－6 变更管理

合规性( 10%)

项目概算规模、建设标准、

建设地点、功能用途的变更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1－2－7 竣工验收合规性( 10%) 项目竣工验收和资产移交的及时性和规范性

2．效果后

评价( 50%)

2－1 技术效果

评价( 25%)

2－1－1 产能数量

达标率( 50%)

产能实现效果=实际产能

/计划产能×100%

2－1－2 产能质量

达标率( 50%)

专家判断项目实际产能质量水平

是否达到或超过计划水平

2－2 经济效果

评价( 25%)

2－2－1a 投资利润

达标率( 50%)

实际投资利润率 /

计划投资利润率×100%

2－2－1b 经营成本 1 达标率( 50%) 计划经营成本 /实际经营成本×100%
2－2－2 产能利用达标率( 50%) 实际产能利用率 /计划产能利用率×100%

2－3 社会效果

评价( 30%)

2－3－1 就业带动

效果( 50%)

实际带动就业人数 /计划带动就业人数×100%。

若未纳入计划，专家判断带动效果

2－3－2 增收带动

效果( 50%)

实际带动农民增收水平 /计划带动农民增收水平×100%。

若未纳入计划，专家判断带动效果

2－4 环境效果

评价( 20%)

2－4－1 污染物排放

控制效果( 50%)

根据项目污染物排放控制的措施、

效果和水平进行评分

2－4－2 资源综合利用效果( 50%) 根据项目资源利用的措施、效果和水平进行评分

3．持续性后

评价( 20%)

3－1 内部持续性

评价( 50%)

3－1－1 经费

可持续性( 40%)

项目经费保障程度=年总收入 /年支出×100%。由专

家根据项目运营成本和政府未来对此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评分

3－1－2 技术可持续性( 30%) 根据项目的技术优势和同类项目替代技术情况评分

3－1－3 管理可持续性( 30%) 根据项目运营单位的机构、制度、人力资源等情况评分

3－2 外部

持续性评价( 50%)

3－2－1 政策

可持续性( 50%)

根据未来国家和地区的各种规划、扶持政策、

机制制度与项目目标方向的相关程度评分

3－2－2 市场

可持续性( 50%)

根据项目产出需求程度、

竞争状况和独特优势等情况评分

“2－2－1a 投资利润达标率”用于有经济效益产出的项目，“2－2－1b 经营成本达标率”用于纯公益性的项目。效果后评价各指标的设

置和权重分配可根据不同项目特点进行调整。

( 六) 评价结果计算

构建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综合指数反映项目评价结果情况，公式为:

PE=AE+BE+CE
其中: PE、AE、和 CE 分别为表示农业建设项目的后评价综合指数、过程后评价指数、效果后评价指

数和持续性后评价指数:

AE=aΣaiΣaijSj，BE= bΣbmΣbmnWn，CE= cΣcxΣaxy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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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a、b、c 分别是后评价三大内容的权重，ai、bm、cx 分别是后评价指标类别的权重，aij、bmn、axy

分别是各后评价指标的权重，Sj、Wn、Zy 分别为各后评价指标得分值。指数得分越高，表明项目建设运

行的越好，将后评价综合指数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 表 2) 。
表 2 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综合指数等级划分

等级 AE BE CE PE

Ⅰ优 30%～27% 50%～45% 20%～18% 100%～90%

Ⅱ良 26%～22．5% 44．5%～37．5% 17．8%～15% 89%～75%

Ⅲ中 22%～18% 37%～27% 14．8%～11% 74%～60%

Ⅳ差 17．5%～0% 26．5%～0% 10．5%～0% 59%～0%

三、指标体系的验证与运用

根据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原则、指标体系和方法，以云南省( 思茅) 茶树良种繁殖场建设项目为

例，对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
( 一) 项目概况

云南省( 思茅) 茶树良种繁殖场建设项目是经农业部和云南省农业厅批准的 2001 年中央预算内专

项资金( 国债) 良种工程项目，由云南省普洱茶树良种场( 原云南省思茅茶树良种场) 承担建设，计划总

投资 700 万元，其中中央投资 350 万元，省配套 230 万元，思茅配套 120 万元，计划建设园圃共 33．33 hm2

( 5．33 hm2 苗圃、1．33 hm2 资源圃、26．67 hm2 母本园和示范园) ，每年出圃优质无性系茶树良种3 200万

株，实现产值 480 万元，以加快茶叶品种的改良步伐和茶园良种化进程，全面提高云南茶叶品质和市场

竞争力。
该项目自 2001 年开始实施，2005 年底竣工，2006 年 10 月 14 日通过云南省农业厅和云南省发改委

的验收，建成运行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夯实了云南大叶种繁育、示范基地农业现代化基础，改善了

茶叶科研、技术推广的硬件设施，增强了茶叶科技推广工作的后劲，在云南省形成了以繁殖示范场为核

心，各市( 州) 县( 区) 良种繁育基地( 场) 为补充的省级良种选育、繁殖与推广相结合的繁育体系，推动

了云南茶叶产业化进程。
( 二) 后评价指标选择与量化

根据茶树良种繁育项目的特点和后评价的目的，确定该项目的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级方案。通过

资料搜集、实地察看、座谈和问卷等方式获取所需要的资料和信息，并采用指标量化方法对评价指标体

系中的定量指标、合规性指标和模糊定性指标进行量化打分，处理结果如表 3。
( 三) 评价结果计算

按照前述的指标计算方法对各指标进行量化打分，并运用层析分析法分别计算过程后评价指数、效
果后评价指数、持续性后评价指数和综合后评价指数的得分，其结果分别是 25．9、43．0、17．2 和 86．1。

( 1) 过程后评价指数 AE= ( 92×40%+82．57×60%) ×30% = 25．9
( 2) 效果后评价指数 BE= ( 100×25%+90×25%+75×30%+80×20%) ×50% = 43．0
( 3) 持续性后评价指数 CE= ( 87×50%+85×50%) = 17．2
( 4) 综合后评价指数 PE= 25．9+43+17．2 = 86．1
( 四) 后评价结论与分析

1．结论 运用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综合指标体系对本项目的建设实施过程、运行效果和持续性 3
个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1) 项目的过程后评价结论为良。项目的决策合理、前期工作到位、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控制严

格。但是，建设进度控制效率不高，尚存在部分工程开工时间延后、完工时间延后、建设工期延长等，整

个项目完工时间滞后近 3 年。配套资金没有完全到位，以致部分建设内容未按计划完成。
( 2) 项目的效果后评价结论为良。项目建成后，生产能力达到并超过了既定目标。该项目属于公

益性项目，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重大于经济效益，其技术推广、生产带动、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效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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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实现的产值是计划的 2 倍，生产的苗木、茶产品在省内外具有广

阔市场。
表 3 云南省茶树良种繁育场项目后评价指标打分结果表

一级指标 得分 二级指标 得分 三级指标 得分 评价与量化结果

1．过程后

评价( 30%)
86．34

1－1 决策阶段评价( 40%) 92 1－1－1 决策程序合规性( 40%) 90 合规

1－1－2 目标设置合理性( 60%) 100 合理

1－2 实施阶段评价( 60%) 82．57 1－2－1 资金到位率( 15%) 93．8 93．8%

1－2－2 投资控制率( 15%) 80
整体控制 100%，

部分投资存在超标

1－2－3 工期控制率( 15%) 20
延期 35 个月，

延长率 184．2%

1－2－4 质量合格率( 15%) 100 100%

1－2－5 招投标管理合规性( 10%) 100 合规

1－2－6 财务管理合规性( 10%) 90 合规

1－2－7 变更管理合规性( 10%) 95 合规

1－2－8 竣工验收合规性( 10%) 100 合规

2．效果后

评价( 50%)
86

2－1 技术效果( 25%) 100
2－1－1 产能数量

达标率( 50%)
100 超额完成产能目标

2－1－2 产能质量达标率( 50%) 100 提前达到农业部要求

2－2 经济效果( 25%) 90
2－2－1 投资利润

达标率( 50%)
100 超额完成产值目标

2－2－2 产能利用达标率( 50%) 80

2－3 社会效果( 30%) 75 2－3－1 就业带动效果( 50%) 70
为周边居民提高

就业机会，带动明显

2－3－2 产业带动效果( 50%) 80
向周边及全省提供良种，

带动茶苗生产与销售及

非农产业，效果明显

2－4 环境效果( 20%) 80
2－4－1 污染、病虫害

控制效果( 50%)
80

有效控制病虫害，化肥使

用量小，废弃物对生态破

坏小，控制效果好

2 － 4 － 2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效 果

( 50%)
80

采取绿色、有机生产

方式，效果明显

3．可持续性后

评价( 20%)
86

3－1 内部可持续性( 50%) 87 3－1－1 经费可持续性( 40%) 90
改制办厂，资本

能力扩大，投入稳定

3－1－2 技术可持续性( 30%) 90
技术研发、推广能力强，

经自我提升后将具备

更强的技术能力

3－1－3 管理可持续性( 30%) 80
管理机构完善，创新

制度和理念，可持续性强

3－2 外部可持续性( 50%) 85 3－2－1 政策可持续性( 50%) 80
中央实施种业支持政策，

但面临城市扩展而搬迁

问题，政策持续性一般

3－2－2 市场可持续性( 50%) 90
优良品种及相关茶产品

市场范围广，效益发挥空

间大，市场持续性强

因项目具有一定盈利功能，故选取投资利润率作为经济效益后评价指标之一。

( 3) 项目的持续性后评价结论为良。良种场具有稳定的管理机构和创新管理方式，管理水平较高;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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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4 个分场、1 个场办企业、703 名职工，成立了中国普洱茶研究院，技术研发和推广能力强; 生产的无性

系优良品种、种质资源、茶产品市场需求范围广。但普洱茶科技条件平台建设有待进一步增加投入建设。
另外，项目场的苗圃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用地而面临搬迁，项目的持续运营将会受到影响甚至中断。

( 4) 项目的综合后评价结论为良。综合分析过程后评价、效果后评价和持续性后评价的结果，该项

目的建设投资基本成功，投资效率得到了充分发挥，是一个后评价结论良好的项目。
2． 经验 项目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其他项目的项目规范管理、高效运行提供

了很好的经验:

( 1) 加强对项目的立项审核管理是项目建设成功的重要保障。茶树良种场主动探索创新项目建设

管理方式、拓宽发展思路、引进先进技术和理念，对保证项目顺利进行、充分发挥成效并推动项目单位发

展壮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项目立项审批阶段，可以加强对项目建设单位申报条件的考核，

选择有实力、负责任的建设主体。另外，在对项目的可研和初设审核时，加强对目标设置、技术方案、资
金预算、进度安排等方面的合理性评估，以减少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变更，既能有效控制项目建设的质

量和进度水平，又能保障项目效果持续有效发挥。
( 2) 促进项目资金整合是项目持续运转的生命力。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普遍存在小而散、资助资金

数额不大、建设管理程序繁琐、后续运营经费缺乏等问题，不利于建设项目效果发挥和资源优化配置。
茶树良种场项目建设过程中，管理部门推动项目资金整合，促进多个项目共同建设，建成之后，良种场又

受到多个财政资金项目的支持，保持了项目持续发展的成本投入。因此，可以根据涉农项目特点，制定

项目整合指南，提出项目申报、审计、验收的具体方案，既能减少重复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还能对项

目进行统一管理、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 3) 采取区域性地方资金配套方案有利于提高项目建设管理效率。在项目资金配套要求上，国家

出台了倾斜政策，但是对于财政困难的地区，虽然要求配套资金额较小，但是到位也十分困难，严重影响

了项目建设进度和成效的如期发挥。而财政困难、经济落后的地区多是农业县，农业项目建设对当地经

济发展十分重要，因此，有必要减少或取消地方资金配套、增加中央资金投入，或者采取先配套、建后考

核合格后中央财政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将地方已配套的资金补上，将有利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高

项目建设成效。

四、结 语

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大力推进和有效开展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后评价分级管理体系，明确责任与分工。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分部、省、
地方三个层次进行管理。农业部负责全国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组织、管理、指导和协调，制定相关的

政策法规和实施办法，下达后评价工作计划，审核、监督后评价报告和结论，及时反馈和应用后评价成果

等。省级农业主管部门落实中央和农业部有关后评价的政策法规，制定本省的后评价实施办法，选择后

评价项目，审核、监督后评价机构的后评价工作，向农业部提交审核报告。地市( 县) 级农业主管部门配

合省级机构开展后评价，监督项目建设单位完成自评，及时向省级部门提交相关报告。
第二，建设后评价人才队伍，确保评价专业性。国家要制定后评价人员的素质与能力等从业资格标

准，建立后评价专业人员资格认证和考试制度，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后评价机构应建立后评价专家

库，在各大院校、研究所和企业选择具有大型项目后评价或农业建设项目监管经验的人员作为专家，同

时采取多种方式定期开展后评价人才培训，提高后评价人员的业务水平。
第三，明确后评价经费来源，实现取费标准化。结合我国实情，确定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经费来

源和取费标准。各级政府应将后评价经费纳入项目投资费用当中，取费标准根据项目的类型、规模确

定，明确后评价经费所占投资额比重。另外，可设立专门的后评价工作基金，对重大项目的后评价经费

做到专项拨款、专款专用，使后评价工作经费有保障、有标准。
第四，开展后评价工作试点，分步推进实施。选择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指导意义的项目，开展后评价

试点，在取得成功经验后，可分项目类型、分地区逐步推进。通过试点，完善后评价的方法、体系、参数及

政策法规，为全面开展农业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提供经验。试点工作重点开展后评价项目选取、评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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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确定、工作组织实施( 自评价和独立评价) 、评价指标应用、评价报告撰写、验收审查等方面。
第五，建立后评价成果反馈机制，促进结果推广应用。加快形成后评价成果快捷反馈机制，以保证

后评价成果得到推广和应用。在反馈形式上，通过出版后评价报告、召开后评价成果研讨会、组织经验

交流学习、建立成果交流推广信息平台等方式，实现评价成果共享; 在反馈成果应用上，作为规划制定、
项目审批、投资决策、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将后评价成果及时提供给相关部门和机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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