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上海市农村改革发展财政奖补资金（2015-2020 年） 

决算金额 

（万元） 
9950 

主管部门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评价分值 83.24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在农村改革发展财政奖补资金政策的引导下，上海市 9 个涉农区

有序开展各项农村改革工作，完成情况走在全国前列。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率达到 99.73%，土地承

包地流转率达到 88.5%，村级、镇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率分别

达到 99%和 97%，已实现“十三五”期间上海市农村改革阶段性目

标，政策对象综合满意度为 93.86%。 

 

主要问题 

（一）政策科学性不足，资金撬动作用不显著。 

一是奖补方式不合理。奖补资金分配链条长、奖补面广、资金

分配以普惠为主，资金对农村改革发展工作的撬动作用难以彰显。

二是资金支出范围不细化，奖补资金实际使用多为各级部门公用经

费的补充，资金使用单位普遍存在“不会用”、“不敢用”的情况。

三是未明确资金分配使用时限，易导致各区分配使用奖补资金不及

时，资金难以及时发挥应有作用。 

（二）政策执行不到位，资金使用绩效不高。 

一是奖补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区、镇、村各级均存在资金宕存

的情况。经统计，区镇两级共结余 2631.81 万元，其中崇明、青浦、

宝山等区的镇级结余资金超过 40%；调研发现，村级层面也普遍存

在资金未使用的情况，如青浦区朱家角镇 13 个村 5 年资金均未使

用。二是部分资金实际用途与政策规定不匹配。如青浦区练塘镇部

分资金用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自查小组成员

补贴，与政策规定用途不匹配。三是部分奖补资金与其他支农项目

交叉重叠。如崇明区三星镇 2017 年、2018 年奖补资金用于村环境

整治，补足美丽乡村专项经费差额部分。 

（三）过程管理不够完善，资金管控有待加强。 

一是考评过程存在不足。一方面是申报材料把关不够严格，存

在个别区填报信息不全的现象；另一方面考评方式较单一，缺乏实

地走访和调研环节。二是分配标准与政策规定不一致。每年均存在

实际分配标准与政策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三是资金管控不够有力。

市级于 2018 年要求各区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但未进一步跟

踪，后续年度也未进行持续监管，未能及时发现解决各区在资金使

用上遇到的问题。 

 



整改建议 

（一）结合资金使用绩效，加强政策的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估。 

上海市“十三五”农村改革发展的工作目标已基本实现，9 个

涉农区的农村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评价发现，本轮奖补资

金使用绩效不高，对上述目标实现的撬动作用不显著，故建议相关

部门结合农村综合改革十四五目标任务，对到期政策是否延续进行

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估，如经评估确需制定新一轮政策并设立专项转

移支付的，建议进一步对支持重点、方式和对象予以优化调整。 

（二）优化资金分配模式，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在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工作中，建议一是考虑奖补形式的合理

性，建议市农业农村委充分考虑是否采用制定相关指导性管理文件

并以监管考核作为抓手，或采取重点项目重点支持方式，保障后续

改革工作持续推进；二是考虑专项转移支付的适应性，建议市农业

农村委充分考虑是否采取一般转移支付方式，更有利于促进各区因

地制宜统筹安排财政支出和落实管理责任；三是考虑资金分配的聚

焦性，本轮政策资金分配仍以普惠为主，建议市农业农村委、各区

农业农村委在资金分配时要适当聚焦，集中财力重点关注改革发展

的重点难点问题。 

（三）统筹排摸存量资金，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奖补资金在区级、镇级和村级层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宕存和结

余，建议市农业农村委尽快研究制定存量资金管理方案，做好对结

余资金的排摸、跟踪和监管等工作，进一步明确资金的使用口径，

督促各区规范安排并尽快使用结余资金，提高农村改革发展奖补资

金的使用效益。 

 

评价机构 上海灏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