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农资三位一体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供销合作总社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520.00 0.00 520.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520.00 519.97 0.03 0.03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519.97 

常态化管理 9.97 

农资“三位一体”建设奖补资金 51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4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99.99%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性 

规范 4 好 4 

产出目标

（24 分） 

农药集中配

送总额 
=1.5 亿元 3 

=1.7997

亿元 
3 

举办培训次

数 
=4 次 3 =6 次 3 

测土配方肥

配送量 

=30000

吨 
3 =34357 吨 3 



农药废弃包

装物回收量 

=3000 万

件 
3 

=3169.8

万件 
3 

外出调研次

数 
=1 次 3 =1 次 3 

开展宣传活

动 
=3 场 3 =6 次 3 

各市、区出台

相关农资体

系建设文件 

=7 个 3 =7 个 3 

废旧农膜回

收量 
=200 吨 3 =532 吨 3 

结果目标

（26 分） 

建制镇连锁

网点覆盖率 
≥100% 13 ≥100% 13 

农户满意度 ≥80% 13 ≥80% 13 

影响力目

标（6 分） 

制定考核细

则（按得分分

配奖补资金） 

=1 个 3 =1 个 3 

检查、考核 =4 次 3 =4 次 3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计划到 2020 年 12 月，在全市范围内建立标准化农资配送中心 7 个，

具备“药”“肥”“膜”集中配供、科学使用、统一回收的服务能力，

逐步形成常态化管理工作机制，项目由市供销社联合农业农村局、财

政局共同参与管理。 

项目总目标 打造功能全面、规范有序、覆盖全市的农资综合服务平台。 

年度绩效目标 
基本完成功能比较全面、经营规范有序、服务能力覆盖全市的农资综

合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实施情况 

       1.依据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废旧

农膜回收利用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意见》部署，供销系统的六

市区供销合作总社及相城区农业农村局充分利用现有平台，进一步完

善“政府统一采购、企业（单位）合规销售、村镇督促回收、农户积

极参与、网点集中分类、终端规范处理、多级财政支持”的有效模式

和实施路径，结合新老配套政策，逐步构建“药”“肥”“膜”集中配

供、科学使用、统一回收的农资“三位一体”建设体系。 

       2.根据市供销合作总社、市财政局《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度

农资“三位一体”建设市级财政资金奖补的通知》（苏供经字〔2020〕

4 号）文件精神,依据《苏州市农资“三位一体”综合服务体系考评细

则》，经自下而上申报，市供销合作总社会同市财政局现场抽查、汇

总综合评审，依据计算得分确认奖补资金金额，其中 510 万农资“三

位一体”建设奖补资金明细如下：张家港市 72 万元、常熟市 78 万元、

太仓市 76 万元、昆山市 83 万元、吴江区 73 万元、吴中区 74 万元。 

        3.全系统各农资企业依托农药集中配送体系，围绕农药“零

差价”、全程“可追溯”、致力“惠百姓”这一核心要义，紧扣农药集

中配送、规范经营、安全使用等关键环节，进一步优化集中配供服务

范围、服务对象、服务产品和服务形式，充分发挥供销社服务“三农”

职能优势，全力保障全市农资供应，为春耕备耕、复工复产、秋种秋

播保“价”护“行”，为全市农业生产服务构建了更为便捷、精细、

环保、高效的农资服务体系。同时，全系统农资公司广泛吸纳跨界合

作资源，提档升级配送中心、直营店、连锁网点的现代化管理运营，

为全市农场、农业生产基地、农户提供预约订货、精准送货、个性化

延时等多项便农服务；依托农机植保服务等专业合作社，为我市粮油

高效示范基地、大农户提供全程 VIP 服务，发挥物流网络和连锁网络

优势，进一步提高收割再播种效率。 

       4.2020 年，全系统共实现农药配送额 2.01 亿元，测土配方肥

配送额 4444 万元。并且，利用农资集中配送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

肥药集中配送、废弃农药包装物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的深入推进，全

年共回收废弃农药包装瓶（袋）4053 万件，无害化处置率达 100%。 

       5.农资“三位一体”建设体系常态化管理资金，总计 10 万元，

其中开展调研一次、培训 6 场、专题宣传活动 6 场。 



项目管理成效 

       1.全系统继续做好农资集中采购、统一配供，持续推进废弃农

药包装物回收处置、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等，初步形成了“药”“肥”“膜”

集中配供、科学使用、统一回收的农资“三位一体”综合服务体系。

全年实现农药集中配送额 2.01 亿元，测土配方肥配送额 4444 万元，

回收废弃农药包装物 4053 万件、无害化处置率达 100%，废旧农膜回

收利用率超过 85%，圆满完成《苏州市探索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中设定的目标任务。 

       2.继续拓展土地托管、粮食烘干、育苗育秧、飞防植保等服务，

开展从机耕、机种、植保、施肥到收割的“保姆式”全过程农业服务，

全年开展统防统治服务面积约 27.3 万亩，配方施肥服务面积约 44.2

万亩，土地全托管面积达 7450 亩，半托管面积达 50.5 万亩。 

        3.张家港市社农资统一配供项目获中国供销集团杯“金扁担”

改革贡献奖，昆山市社农资储备配送中心建成并通过验收，吴江区社

建成全市首家社村联建的村级肥药配送店，吴中区社新增庄稼医院 8

家。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承担农资“三位一体”配供服务的农资公司，多为上世纪七、八

年代的建筑设施，在升级改造时无法取得立项许可，申请项目资金比

较困难。 

2、农资经营人员年龄老化，新人招不来，老人不能适应信息化需求。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基层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整合、归口管理，避免重复投资、多头管理。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