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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晋县 2022 年度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023）嘉博专审字第 3036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晋县财政局：

我们受贵局委托，对“宁晋县 2022 年度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所需的资料

由宁晋县教育局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我们的

责任是在实施绩效评价工作的基础上对委托评价事项发表意见。在绩

效评价中，我们依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 号）、《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3 号）

文件规定，实施了包括审阅相关资料、询问、现场勘察、满意度调查

及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

资料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绩效评价意见提供了基础。现将评价情

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宁晋县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

知（宁教﹝2019﹞6 号）文件，宁晋县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于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供餐模式为采取课间加餐模式，为学生提供一

盒学生饮用牛奶、一个鸡蛋。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 2.5 元（一盒牛奶、

一个鸡蛋），按照学生全年在校时间（除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外）200

天计算，每生每年补助 500 元。此次营养改善计划所需资金参照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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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地方试点分担比例，省与县按 5:5 比例分担。实施范围为全县 209

所农村小学（含民办学校），约 5.2 万在校生（因学生学籍变动，该

数据为动态数据）。根据《邢台市教育局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实行市级统一招标的通知》（邢教字﹝2022﹞19 号），由市

教育局统一招标。

（二）绩效目标

切实实施好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提高农村小学生健康水平。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了解本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全面分析和

综合评价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发现项目管

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项目资金的管理，指导下一年预算

的编制，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和依据、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

方法

1.本次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

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职责明确，各

有侧重，相互衔接。单位自评应由项目单位自主实施，即“谁支出、

谁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开展，必要时

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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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

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低效要

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社会

监督。

2.绩效评价依据

详见附件一。

3.评价指标体系

（1）设计思路

根据本次绩效评价的要求，参考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办法》（财预﹝2020﹞10 号）、《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

（财预﹝2013﹞53 号）中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按

照“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的逻辑进行指标梳理。

（2）设置原则

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是指为实现评价目的，由一系列反映财政支

出各个侧面目标和相关指标集合的系统结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

必须充分反映评价对象的性质和特征，体现评价的基本内容，围绕评

价的各项基本目标，建立逻辑严密、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体系结构。

构建科学规范的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遵循以下的原

则：

A.全面性与精简性相结合的原则

财政支出的范围广、内容复杂，支出的效益涉及多个方面，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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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指标体系时不仅要考虑支出对象的层次性，还要考虑支出内容的多

样性；不仅反映支出的直接效益，还要反映间接效益；不仅反映支出

的短期效益，还要反映支出的长期效益。因此，指标的设计应尽可能

从不同侧面反映事物的全貌。但由于评价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指

标越多，收集数据的难度越大，成本也越高，因此考虑指标全面性的

同时要注重指标体系的精简性，尽可能删除重复的指标。对于意义相

似的指标只选择一个主要指标作为此类指标来反映评价内容，在设置

指标时考虑数据收集的难易和成本的高低，用尽量少的指标或收集成

本低的指标反映尽量多的信息量。

B.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

由于财政支出管理工作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完善过程，因此评价指

标的设计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科学性，要体现财政管理改革的方向，

同时又要符合目前实际工作情况，通用易懂，简便易行，具有较强的

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C.目的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原则

任何指标体系的设计都要为一定的目的和需要服务，在筛选确定

每一个单项指标时需要考虑该项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

用。根据它所反映的特定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征，确定指

标的口径、范围和涵义。同时，要注意指标体系内部的逻辑关系，不

要对指标进行杂乱无章地罗列， 而应在指标体系中尽量考虑研究对象

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全面地反映社会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和内在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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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完整性与导向性相结合的原则

完整性指评价指标的设置应与财政改革的战略目标一致，并能从

不同角度反映公共财政支出的内涵和特征，要考虑财政支出外在性特

点，即财政支出活动对社会发展产生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同时，

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所谓导向作用是指，评价指

标的设立和运用可以引导评价主体重视评价内容，并努力朝评价标准

的方向发展；所谓激励作用是指， 评价的结果会对评估客体产生巨大

的影响，从而产生激励作用，使财政支出工作朝设定的目标发展。

E.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在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原则，定量分析可以具体地反映财政支出效益的大小，定性

分析可以反映财政支出与产出在因果关系以及同其他因素的相关性。

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时首先要作定

性分析，以确定财政支出的性质、特点及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在

此基础上设置变量、建立模型、处理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

是定性分析的深化，它将定性的内容数量化，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

因此，在对财政支出效益进行评价时，必须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

结合，才能准确地反映财政支出效益状况。

F.规范性与公正性相结合的原则

规范性是评价行为和结果始终贯穿和反映财政资金运作的全过

程，强化、规范财政支出项目的选项、审批、监管、审核功能，增强

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的责任制，使绩效评价对财政支出和预算管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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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激励和约束作用。公正 性是对评价成员的要求，以确保评价工作的

相对独立性。

4.指标体系分解说明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3 号）文件规定，

指标按照“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的逻辑关系

进行指标梳理。二级、三级指标根据不同项目内容和特点分配，使指

标设置适合不同项目的客观情况。

项目指标体系包括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 4

大类别，9 个二级指标：

（1）项目决策指标中包括项目立项和资金落实两个二级指标。

（2）项目过程指标中包括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个二级指标。

（3）项目产出指标中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三个二

级指标。

（4）项目效益指标中设置了社会效益、可持续性影响二个二级指

标。

具体的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二。

5.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坚持定量优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始终遵循科

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级分类、绩效相关的基本原则。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本项目

特点，本项目主要采取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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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性分析

的方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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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因素分析法。是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

内外部因素的方法。

（4）最低成本法。是指在绩效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成本最小者为

优的方法。

（5）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方

式进行评判的方法。

在指标权重分配、核心指标筛选、评分细则制定等方面，参考相

关绩效管理规定、集体讨论的方法来确定。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成立评价小组：根据与宁晋县财政局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成立

了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小组。

2.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本项目围绕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

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一级评价指标，设计了项目立项、资金落实、

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社会效益、

可持续性影响9个二级指标及16个三级评价指标，制定了《宁晋县2022

年度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资料收集并审核、开展现场评价。评价小组在比较各种证据收

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通过现场勘验、实地调研、核对账目、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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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等方式对证据进行收集和核实。制定并实施满意度问卷调查70份，

采取随机方式，有效确保调查问卷反映的真实性，确保绩效评价的客

观、公正、有效。

4.综合分析收集的资料并分类整理。首先对收集的资金收付资料

进行整理，以确定资金是否及时到位，支出是否规范，财务、业务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有效，质量是否可控。其次对回收的调查

问卷进行分类整理、统计评分，认真归纳意见及建议，作为绩效评价

的重要依据。

5.撰写评价报告。评价小组通过对收集的证据进行了认真地整理

和分析，谨慎地对项目各项指标进行了评分，撰写评价报告，并与项

目单位沟通，最终形成评价结论。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1.评价级别确定

参考财政部《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财

预便﹝2017﹞44 号），本次绩效评价结果采用综合评分定级的方法，

总分值为 100 分，绩效评级分优、良、合格、不合格。评价得分高于

90分（含 90 分）的，绩效评级为优；得分在 80（含 80 分）—90 分的，

绩效评级为良；得分在 60（含 60 分）—80 分的，绩效评级为合格；

得分在 60分以下的，绩效评级为不合格。

2.评价结果

我们通过审阅项目管理及实施单位的提供的绩效评价需要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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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通过基础数据填报、访谈获取的数据信息，对该项目进行独立客

观地评价，对本项目进行评价，制作评价得分情况表，得出评价得分

结果。

宁晋县 2022 年度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项目

指标评价得分情况表

宁晋县 2022 年度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宁晋县教育局 实施单位 宁晋县教育局

2022 年预算数（A） 2022 年执行数（B） 2022 年执行率（B/A）

1509.5 万元 660.18 万元 43.74%

项目设定目标 项目实际完成情况

切实实施好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提高

农村小学生健康水平。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2 月已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扣分原因

项目投入

（10）

项目立项

(6)

项目立项规范性 2 1.4 70%

缺③对于课间采购内容

未经过实地调研、科学

研究、集体决策等必要

程序，依据评分标准扣

权重 30%。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2 2 100%

绩效目标的明确性 2 2 100%

资金落实

（4）

资金到位率 2 0.87 43.74% 实际执行率 43.74%

资金及时性 2 2 100%

项目过程

(50)

资金管理

（20）

资金使用规范性 10 10 100%

资金监管 10 10 100%

组织实施

(30)

管理制度健全性 10 10 1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10 10 100%

组织分工明确性 10 10 100%

项目产出

(30)

产出数量

（10）

加餐接收、分发完

成率
5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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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采购完成率 5 5 100%

产出质量

（15）
食品购置合格率 15 14.7 98%

调查问卷中出现个别鸡

蛋质量不好

产出时效

（5）
发放完成及时率 5 5 100%

项目效益

(10)

社会效益

（5)
满意度 5 4.57 91.43%

可持续影

响（5）

项目是否可持续发

展
5 5 100%

合 计 100 97.54 97.54%

（二）总体评价结论

宁晋县 2022 年度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项目指标分值 100 分，

评价得分合计 97.54 分，评价等级为“优”。

上述评价结果，总体上反映了项目实施结果较好地完成了预期目

标。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立项情况

根据《宁晋县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教

﹝2019﹞6 号）文件要求，宁晋县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于 2019 年

秋季学期开始实施，供餐模式为采取课间加餐模式，为学生提供一盒

学生饮用牛奶、一个鸡蛋。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 2.5 元（一盒牛奶、

一个鸡蛋），按照学生全年在校时间（除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外）200

天计算，每生每年补助 500 元。此次营养改善计划所需资金参照已实

施地方试点分担比例，省与县按 5:5 比例分担。实施范围为全县 209

所农村小学（含民办学校），约 5.2 万在校生（因学生学籍变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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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动态数据）。

2.项目资金落实情况

宁晋县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来源为 2022 年营养餐县级

配套 1509.5 万元，实际支付 660.18 万元。

（二）项目过程情况

根据《邢台市教育局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行市

级统一招标的通知》（邢教字﹝2022﹞19 号），由市教育局统一招标。

中标单位为君乐宝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做好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的管理工作，宁晋县教育局配置了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用服

务器和软件管理平台，实现了全县营养餐数据的科学动态网络管理，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学校根据每天统计当天学生数，按实际在校生

数为学生提供一盒学生饮用牛奶、一个鸡蛋。做好数据登统，日报表

按各班学生食用情况如实填写并由班主任签字确认，各学校每天汇总

营养餐日报表、分发记录表、留样表等档案材料并登统归档，月底上

报学区，由学区上报当月入库、食用等数据到教育局管理系统网络平

台，教育局逐一审核后，与君乐宝公司进行核实，确保数据无误后，

按全县实际食用的蛋奶数量与企业进行月结算，确保每一分钱都吃到

学生嘴里，坚决杜绝冒领、截留、克扣等现象滋生。

（三）项目产出情况

2022 年 12 月 19 日支付威县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1,007,513.00

元，用于支付 2022 年 10 月份营养餐。根据 2022 年 10 月营养餐入库

食用数据表，学生人数 52482 人，牛奶用量 891,768.00 盒，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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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359.20 元，鸡蛋用量 877,162.00 个，金额 526,297.20 元，共

计金额 2,220,656.40 元，其中 1,007,513.00 元为县级资金，

1,213,143.40 元为省级资金。

2022年 12月 19日支付威县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794,249.80元，

用于支付2022年 11月份营养餐。2022年 11月营养餐入库食用数据表，

学生人数 52481 人，牛奶用量 328,594.00 盒，金额 624,328.60 元，

鸡蛋用量 283,202.00 个，金额 169,921.20 元，共计金额 794,249.80

元。

2022 年 12 月 26 日支付威县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4,799,998.50

元，用于支付2022年 12月份营养餐及2023年 2月份营养餐。根据2022

年 12 月营养餐入库食用数据表，学生人数 52337 人，牛奶用量

2,460,576.00 盒，金额 4,675,094.40 元，鸡蛋用量 0 个，金额 0 元，

共计金额 4,675,094.40 元。（12 月份疫情影响，只有牛奶，没有鸡蛋）

根据 2023 年 2月营养餐入库食用数据表，学生人数 52255 人，牛奶用

量 860,162.00 盒，金额 1,634,307.80 元，鸡蛋用量 846,167.00 个，

金额 507,700.20 元，共计金额 2,142,008.00 元。其中 124,904.10 元

为本次评价项目资金。因 12月下旬全县财政结算将停止，为保证营养

餐惠民工程有序不间断运行，12月预支 4,799,998.50 元，比实际食用

金额多支付 124,904.10 元。

（四）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评价组通过对艾辛庄中心小学、北河庄学区西河庄

小学、郝庄小学、双井学区郝庄小学、西沙良小学等 70名学生填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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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调查问卷，其中对本项目非常满意的有 64人，占比 91.43%。

2.可持续影响。本项目为延续性项目，实施范围为全县 209 所农

村小学，保障农村小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权利，提高农村小学生营

养健康水平。

五、存在的问题

1.课间加餐采购内容缺乏明确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及评估

根据项目采购合同，课间加餐内容为牛奶、鸡蛋。对于为何选择

以上内容缺少明确的实地调研、集体决策与科学评审程序，部分学生

对于加餐内容接受程度不一，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

2.课间加餐供餐内容较为单一

根据课间加餐采购合同，课间加餐内容为学生奶一盒、鸡蛋一枚。

采购合同中未约定食品口味品种要多样化，加餐种类上总体较为单一，

从学生层面缺乏多样化、灵活性选择，长此以往容易造成加餐食品丢

弃浪费。

3.预算执行不到位

2022 年营养餐县级配套 1509.5 万元，实际支付 660.18 万元，资

金支付进度 43.74%。预算执行率较低，存在资金结余。

六、改进建议

我们根据宁晋县 2022 年度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项目实施绩

效评价结果，做出绩效评价并提出如下建议：

1.健全完善课间加餐供餐机制，丰富课间加餐供餐形式。一方面，

建议教育局对前期已开展的课间加餐工作进行充分调研、研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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