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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振兴为基点，

通过产业振兴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产业振兴中的重要环节，

是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升级，释放农村活力、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与必然选

择。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投入逐年增

加，如何对该类专项资金进行评价成为政府监督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乡村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作为连接乡村旅游专项资金拨付使用、乡村旅游政

策实施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纽带，是监督资金使用全过程，保证政策实施的关键

步骤，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发挥重大作用。 

在上述背景的基础上，本文以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为研究

对象，在阅读分析大量文献以后，阐述 L市乡村旅游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其专项

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现状，对 L市在绩效审计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

析，建议亟需构建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接下来，利用“5E”审

计的评价要素，结合“5E”审计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确定了乡村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的定性、定量指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出了一套乡村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所构建的各个指标权重进行赋

值；最后，将所建立的指标体系结合搜集到的 L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

现状信息及数据进行应用并评价。研究结果反映，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情况良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当的改进意见。期望通过研究分析，

可以为目前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进行的绩效审计提供一些参考，保障我国乡村

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审计 评价指标体系 L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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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2, the report to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called for all-

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ioritiz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kes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s 

the base point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hrough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link i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ourism is an effective way and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mote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release rural vitality 

and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s highly valued and the investment of the special funds of rural 

tourism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How to evaluate the special funds of 

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he performance audit of the special fund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s the link between the allocation and use 

of the special fund for rural touris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tourism policy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key step to supervis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use of funds and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nd c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background, this paper tak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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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udit of the special fund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L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fter reading and analyzing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L Cit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of the special fund,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of L C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is urgent to 

construct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pecial funds; 

Next, using the evaluation elements of "5E" audit, combined with the "5E" 

audit theory and the public finance theory,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th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of the special fund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were determined, and a set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performance audit of the special fund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was constructed wit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then 

the weights of each index were assigned. Finally, the established index 

system is applied and evaluated by combining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performance audit of L City's rural tourism special fun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L city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pecial 

fund performance is good, and on this basis, put forward appropriat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performance audit of the special 

fund of rural tourism and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our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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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中国的兴旺发达，与农业农村及农民息息相关。1927 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之时，对于中国革命中最基本的问题——农民问题就已经有了很深的理解，并十

分重视农民的幸福和利益。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十九

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发表过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并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强调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解决好 “三农”问题，通过全党全社会之力

推动乡村振兴。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

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农村仍然是最艰巨且繁重的任务。当下，

要不断提高农业强国建设速度，在促进组织振兴的过程中进一步丰盈乡村文化资

源，形成产业集群并培育人才。 

在努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促使产业兴旺是必然选择。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环

节，是有效化解农村问题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还指出要更深层次发展乡村特

色文化产业，通过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乡村旅游作为产业振兴的重

要内容之一，因其旅游资源类型丰富、旅游体验感独特，正逐渐变成乡村振兴的

重要切入点。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推进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推动乡村民宿提质

升级。截止 2021 年上半年，我国乡村旅游资源占旅游总体资源的三分之二，是

有效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载体。通过乡村旅游，有利于增强

农村发展活力，改进生态文明，提升乡村文明程度，同时还可以多形式、全方位

地带动当地群众加入产业发展的过程，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

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逐步深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乡村旅游发展也渐入佳境。根据统

计，截止 2021 年上半年，我国乡村旅游游客规模累计达到 86653.7 万人次，同

比上涨 55%，随着旅游行业整体进入好转趋势，行业开始关注乡村文化和旅游发

展。各级政府部门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拨款已经达到上百亿元。而财政资金的流向

是审计监督的重点。随着乡村旅游专项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增大，乡村旅游项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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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多，涉及范围也会更加广泛，看管并使用好这“钱袋子”，是审计机关应当

履行的分内之事。因此，研究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不仅能够使专项

资金提质增效，确保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可以拓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应用范

围和实践价值。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与实施，国家对乡村旅游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

注，同时，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绩效考核也开始重视。所以，乡村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的绩效审计工作也应当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同步开展。本文的主要目

的在于通过案例分析法，对 L市当前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基于“5E”审计理论，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适合 L市乡村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并展开应用。希望此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可

以使审计评价更加客观、可比，以期对 L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进行优

化，实现绩效审计全覆盖，强化政府部门对于该专项资金的监管，促进审计机关

工作效率的提高。 

1.2.2 研究意义 

本论文主要针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评价问题展开研究，其成果具

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的研究正在不断开展，但是对于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绩

效审计工作并没有完全跟上步伐，对指标体系构建缺少一些理论与方法支持，评

价结果的实用性并不强，绩效审计效果也难以得到保障。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

系统、科学的 L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性、效率

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五个维度，将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划分两类，一类

是定性的，另一类是定量的，再用 AHP法进行计算，得出各项指标权重，对现有

的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在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上都产生一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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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2）现实意义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农民实现脱贫致富

的一个主要方式。本文所构建的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可以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同时对于广大乡村地区寻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确保拨付的乡村旅游专项资金能够发挥最大效益。为了进一步帮助贫

困地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全国各级政府每年都会拨付大额的专项资金。对此专

项资金开展绩效审计可以监督其拨付的情况，评价其使用的过程是否合理合法，

是否得到合理配置，是否真正用到实处，从而也可以健全其绩效审计的应用，保

证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避免流于形式。 

第二，对乡村旅游产业政策进行优化，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审计

的核心就是对经济活动进行鉴证和评价，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不仅

要注意其中的微观问题，更需要提出宏观建议。审计机关通过绩效审计可以进一

步了解乡村旅游政策在乡村基层的落实情况，发掘政策方面的薄弱环节，从而将

政策执行层面的现状逐级上报，为优化完善党和政府制定的乡村旅游政策提供一

定的借鉴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3.1 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关于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 

政府绩效审计的概念最初是由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 INTOSAL 在《审计准

则》中提出的。准则指出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是政府审计的两个方面，而绩效

审计又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私营部门聘用外部或通过内部审计员来执行的绩效

审计，另一种则是通过政府审计机关实施的绩效审计，即政府绩效审计。 

20 世纪末以来，国外学者对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现状从多种角度展开研究：

①对政府绩效审计报告进行研究分析：Anders Gronlund（2011）实证分析瑞典

国家审计署 5年内发布的 150份审计报告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瑞典国家审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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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合规审计等同于绩效审计，而瑞典国家审计委员会则建议应当更加关注“3E”

绩效审计。Juha Koljonen（2020）对 2001-2016年芬兰国家审计署绩效审计报

告中的突出内容模式及主要变化进行定性、计算辅助检查后发现：专业有效性审

计比较突出，效率审计表现较弱。②在政府绩效审计的作用方面： Chew 

HarLoke(2016)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马来西亚国家审计署后发现：多数审计署职

员认为绩效审计可以加强公共问责制，并能够更加经济、高效和有效地利用公共

资源。③对政府绩效审计目标的研究也有所不同。Gildenhnis(2017)通过对南非

绩效审计专家采访发现，在是否应当加入四个“E”时，61.5%的受访者认为“3E”

已经足够；而同年 Dietmar Weihrich 提出环境因素也应当成为评价的一方面。

④在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方法方面，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研究。比如 Pollitt(2003)

研究对比了五个国家的政府绩效审计，包括英国、法国等,认为使用最多的

是访谈和审阅材料法。 

随着经济的不断变化，绩效审计目标仅用来评价经济效益是远远不够的，环

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应当纳入整体评价内容中。而“5E”审计是对“3E”审计更

深层次的深化，因此是更能反映绩效审计内涵的一种审计标度。 

   （2）关于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 

在 20世纪 80 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等多个国家，各国对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推进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美国审计机关对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进行评估的范围、评价方法和报告出具作了综合规定，并在之

后进行了几次改进，以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英国长期开展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

计，并每年用 35%左右的审计人员对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进行考核，审计人员所占

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此外，新加坡结合了美国财政专项资金评估方法和本国评

价体系，制定了较为系统的规范体系，并通过立法机关对执行机构执行的绩效评

价结果进行监督。 

对于财政专项资金审计评价指标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①在评价指

标选取原则上 Karsten(2010)认为准确性与可行性是应当坚持的两个必要原则。

准确性主要是指收集的信息要明晰、严谨；可行性指对指标要作出明确的解释。

次年，Kagaigne 认为综合考察社会公众和政府互动也是至关重要的。②在评价

指标具体内容研究中，新西兰从五个维度设计了公共文化服务指标：公共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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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多样性、文化认同程度、社会凝聚力、经济发展水平。学者 Pat Barrett(2010)

认为审计方案和个别审计本身的范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项评估的性质和程

度。 

此外，一些外国学者通常使用比较研究法来对比不同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绩效

审计的发展和结果。Pollet（2015）对法国、英国、芬兰等欧盟国家的最高审计

机关进行调查，但是没有考虑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地方审计机构的性质，后来，

他又根据自己先前的研究对有关内容进行了完善，并提出政府绩效审计内容要注

重财政专项资金运行的合规性，经济性和效率性。 

1.3.2 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关于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 

<1>政府绩效审计目标的研究 

绩效审计目标在不同的范围和层次中可划分为一般目标和具体目标。在此基

础上，余玉苗、何晓东（2005）提出了核心价值观下的政府绩效审计目标，认为

绩效审计包括两个方面（结果、行为）和三个特征（经济、效率、效果）。同年，

吴国萍认为，对公共资源使用和管理的有效性进行检查评价应当是开展绩效审计

的目的。谢志华、孟丽荣、余应敏（2006）则对绩效审计目标进行分解——确认

或解除受托责任和实现政府决策有用。随后理论界普遍认识到：绩效审计目标的

发展趋势不应当仅以工作绩效为主，还应当能够为被审计单位查找管理漏洞，规

避损失，改进管理。比如陈骏（2006）认为新公共管理顾客导向会产生负面效应，

应当从中吸取经验，拓展政府绩效审计目标，并将公平性纳入其中。李保伟、张

孝友（2009）指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精髓是公平性和环境性。所以，究其实质，

绩效审计目标应当在“3E”评价的基础上，通过提供建议帮助被审计单位提高工

作绩效，这样也便于划分传统财务审计与绩效审计。 

<2>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方法的研究 

2011年审计署在《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强调要全面推进

绩效审计，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速度。因此，为了顺应审计业务工作的需求，

加强绩效审计实践工作经验、整合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探索适应我国发展实际的

绩效审计方法体系，一些学者采用具体的方法来进行案例研究。如熊方军、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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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2016）通过数据包络法对湖南省 31 个县进行研究，发现其不仅能够对绩效

进行审计评价，还可以为政府绩效管理提出相关完善措施。同年，李梅运用模糊

综合评判将山东省某市人民政府部门作为评价对象，验证此模型可行性的同时也

为实务中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提供参考。彭兰香等（2017）通过霍尔三维结构对深

圳市轨道交通二期项目进行绩效审计，并提出优化建议和措施。 

近年来，上官泽明等（2019）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 99个国家在 2008、2010、

2012、2015 四年中的审计结果公开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并且发现审计结果公开

的及时性、全面性、清晰性和整改回应性质量特征可以有效提升政府绩效；郑小

荣、肖婉玲（2022）运用比较分析法，将美国 GPRA 与我国《审计法》条款、审

计署政策绩效审计文件进行对比，从而对我国政策绩效审计立法提供借鉴。综上

所述，截至目前，我国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方法具有多样性，不过一些方法很少被

采用或没有采用。例如 DEA法和本量效分析方法，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对这些方法

的运用缺少实质性指导细则。 

  （2）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相关研究 

     <1>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研究 

近些年，我国学者对于财政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研究逐渐深入。首先，在如

何建立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方面：张电电、范柏乃（2018）提出应当构建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其中定性方面主要有带领水平、管理能力、社会

认可的程度、创新和发展水平等；定量的主要内容包括资产管理水平、财务及发

展水平。同年，郭剑飞则提出以计划的准确性与关联性作为标准的基础上建立非

盈利指标体系。其次，在评价覆盖范围方面：张雷宝（2019）认为应当从政治治

理、社会资源利用及社会投资项目建设方面构建评价体系；而方振家（2019）提

出由于财政专项资金的特殊性以及其诸多作用要素，应当因地制宜地构建科学、

综合的评价体系。再次，在评价方法选取方面：张少春（2017）建立了一个包含

了行政、社会及经济等层次的评价体系，并对我国财政资金的绩效进行了全面评

估，但是没有赋予具体的权重。同年，张岳、段红波则通过平衡积分卡从服务对

象、效益、资金管理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并且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构

建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如何更好地构建一个科学而全面

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进行了不断的深入探讨、为财政专项资金更好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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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具有重大贡献。 

<2>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研究 

最近几年，国内学者们对不同领域内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研

究也逐渐增加。屈小杰、明杰（2017）采用平衡计分卡的方法建立了适合我国落

后产能项目特点的绩效审计六维评价指标体系；杨录强（2018）运用 AHP 方法，

从资金的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入手，建立了一套基于 AHP的绩效审计评价的

指标体系；王海兵、张明翔（2020）先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专项资金绩效审

计的现状，之后从立法、标准、技术监管和人力资源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水

会莉、李峰光（2021）则采用案例研究法，以 Z市制造强省专项资金审计作为研

究对象，剖析其审计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综上所述，虽然

财政专项资金审计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大，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中国财政专项资

金应当体现出中国国家治理特色，当前对其具体实践逻辑仍缺乏深度探究。 

（3）关于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 

<1>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审计研究 

首先，乡村振兴战略涵盖范围较精准扶贫更加广泛。乡村振兴政策与精准扶

贫的交汇衔接是当前政府工作重点。朱必静（2018）表示，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

下，应持续加大审计专项资金，包括对农村补贴资金、基础设施及环境改善等专

项资金的监督审计。张玉强、张雷（2019）认为乡村的发展既要依靠乡村地区自

身的发展，也要依靠政府、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大众等多种外在因素，并以此来构

建乡村发展的理论体系。 

其次，对于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审计内容也持不同观点。一些学者如：李成

雷（2019）表示对乡村专项资金进行审计，应着重把握好四个节点：项目实施过

程、资金申领的程序、资金效率效果和后期监管等方面，确保其发挥效益。另一

些学者吕劲松，黄崑（2018）等则认为要着重审计乡村建设、治理的改善情况，

强化政策落实。 

最后，对于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审计的方法也与很多学者研究。在开展乡村振

兴政策跟踪审计方面：山东省淄博市审计局课题组（2016）认为在审查事实、形

式层面的同时还需考量政策的价值层面，从而审计资金绩效；胡耘通（2017）认

为审计结束后的移送问责制度运行环节仍存在薄弱之处，应出台并完善有关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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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法律规范；杜永红（2018）则认为完善绩效评价体系，还需包括政策落实

整个过程、效率效果及政策相关指标完成情况。对于涉农专项资金审计，杨荣荣

（2019）表示，涉农专项资金的来源渠道广、结构复杂、涉及的部门和人数众多，

审批手续繁琐，所以，分析数据应在大数据技术和其它信息软件的帮助下获得，

从而促进审计人员提高审计效率，增强软件使用能力。 

<2>乡村旅游专项资金审计的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作为其产业振兴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不断

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花钱必问效”，早期，姬丹（2007）表示，针对部分乡村旅

游资金不当占用问题，各级政府要对审计机关进行安排，定期开展资金专项审计，

保证资金的有效管理与使用。近年来，吴靖南（2017）建议应当将公示公告制度

全面推行至乡村旅游扶贫资金使用全过程，强化审计监督，推行终身审计方式以

确保乡村旅游项目资金安全运行。刘金锋（2020）则进一步指出当前乡村旅游财

政资金漏出，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并提出审计机关应当加强与旅游业有关的日常

监督，对预算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约束。 

<3>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 

在发现乡村旅游专项资金使用方面存在问题后，一些学者通过不同方法研究

了乡村旅游绩效评价，以此优化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监督工作。比如：罗健阳

（2017）基于利益相关者与游客感知理论，应用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法，建立了

一套乡村旅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朱道才、刘锦（2019）运用 AHP-熵权法对指标

进行主、客观组合权重确定，并运用综合评价指数法测度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还

有学者用实证分析法对某一地区进行深度研究：杨柳（2017）采用综合分析法对

海南省乡村旅游扶贫概况及扶贫路径进行选择，对其扶贫绩效以琼中县十寒村为

实证，深入分析十寒村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依此提出海南乡村旅

游扶贫怎样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马瑛、吴冰、贾榕榕（2021）运用加权平均法

和因子分析法对太原市王吴村的乡村旅游绩效进行评价。 

<4>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也是对乡村旅游绩效评价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中大多数以

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为基础来扩充评价指标体系。马勇等（2014）从发展特色、

经营能力等四个维度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发展评价体系。徐秀美（2015）则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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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四个维度构建了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绩效体系。同年，易丹辉则结合旅游信息化，从经济效益、游客接待、收入和就

业、基础设施、乡村状况五个方面构建了乡村绩效评价体系。徐子琳等（2016）

则从经济、人口、环境、综合医疗和现代化程度等五个维度对乡村旅游城镇化水

平进行评估。信慧娟、段文军（2020）将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作为准则层构建了

包括 10 个一级指标和 29 个二级指标的科学有效的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

兴耦合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耦合关系测量和评价提

供参考。蒋水全、周秉、孙芳（2021）通过资金投入到项目运营再到效果呈现以

及综合效果这条路径，构建了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为此方

面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务参考。 

此外，还有学者对乡村旅游资金管理优化进行研究。黄美忠（2017）认为，

智慧乡村旅游目前还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撑，因此政府应不断加大对乡村旅游专项

资金的投入，此外，为了使乡村旅游能够长久蓬勃发展，还应当实施创新性旅游

模式。 

1.3.3 研究文献述评 

国外当前并没有关于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体现

在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通过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国内乡村旅游绩效评价

已经由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对本文的撰写具有足够的参考与借鉴意义，但

是已有研究仍有如下不足之处： 

   （1）在评价内容方面，我国当前对于乡村旅游的研究更多偏向于乡村旅游资

金管理、扶贫绩效评价、项目运营效果等，对于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更

多的是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在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方面仍缺乏可操

作性强、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不利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项目的绩效评估与效

益提升。 

（2）在对评价指标的选择上，研究学者们更偏向于合规性指标的选择，这主

要是受到传统财务审计理念和方法的影响。此外，尽管有学者提到，乡村旅游专

项资金的绩效评价除了建立在对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考量的基础上，还应当综

合考评乡村旅游专项资金所产生的的生态效益和投资效益，但从当前来看，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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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专项资金进行系统考评，即综合考量成果效益以及经济、社会、环境等的

研究仍然匮乏。 

根据上述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到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总体运行情况的综合性

绩效审计评价的相关研究仍旧匮乏，为了拓展理论与实务应用的宽度和广度，再

者，为了使政府更好地提升其绩效考评的效率及效果，应当构建一套适用于乡村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1.4.1 研究方法 

本文拟采用三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问卷调查法。 

   （1）文献研究法。本文将通过阅读，分类归纳梳理乡村旅游、财政专项资金

绩效审计等方面的文献，分析研究现状；再结合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比

如财政学、审计学等，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最后通过浏览审计署、财政部及 L

市文旅局、财政局等有关单位的官网，搜集整理本文写作所需的数据资料，掌握

L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现状，以归纳建立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

价指标体系。 

   （2）案例研究法。本论文采取了案例研究法，以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审计为切入口，整理收集其有关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拨付使用和绩效评价情

况，将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代入运用，然后对其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得

出结论。最后，归纳出导致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效果不明显的原

因，并解释推广。 

   （3）问卷调查法。本文将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以咨询相关专家对选取

的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指标以及各项指标重要性判断的看法，然

后尝试创建一个较为科学、健全的评价体系等，同时，也会对 L市的乡村旅游对

象进行考察，为全面评价这一案例提供实际而又确切的证据。 

1.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由六大部分构成，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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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解释选题原因及其研究意义，通过阅读相关文献，综合述评近

年关于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方面的具体研究。为本文研究方法及内容的确

定提供借鉴。 

第二部分：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围绕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等相关方面进行

概念阐述，并说明本文所采用的的理论依据。。 

第三部分：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反映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现

状，剖析其中的问题。从而提出需要构建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第四部分：构建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本部分

依据前文理论及现状的分析，结合指标选取依据，通过 AHP法构建相关评价指标

体系。 

第五部分：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本部

分是对第四部分所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运用，最后再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

评价 L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水平，提出保障性措施。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与不足。本部分依据前文分析得出结论，再指出本文的

不足之处。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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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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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地区自然环境、优美景观、文化及建筑等资源为基础，

将具有乡土性的自然和人文事物作为吸引力，发展壮大多种旅游方式，如农业农

庄旅游，乡村民宿等。2001年西班牙学者 Rosa Marý´a Yagu¨e Perales 将乡

村旅游分为两部分，即传统乡村旅游和现代乡村旅游。其中，传统乡村旅游活动

主要在假日进行，没有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现代乡村旅游活动的旅游时间不仅

仅局限于假期，它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2015 年有关文件提出，要积极地对农

业进行多元化的开发，对乡村生态休闲、文化教育、旅游观光等方面的价值进行

深入地发掘。 

2.1.2 专项资金 

专项资金，是指具备指定用途的，且由上级人民政府拨付给本行政区域和本

级人民政府安排的用于公共事业发展、社会保障与管理、经济建设及财政补贴等

方面的资金。此类资金必须进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且不能挪作他用。专项资

金具有三大原则：①集中财力，突出重点。其投向要符合公共财政的理念，充分

发挥政府调控功能，集中财力办大事。②明确范围，分类管理。基于专项资金种

类多，资金量大的特点，需合理界定资金管理范围，同时明确资金管理部门职责，

规范操作。③强化监督，讲求绩效。要监督项目资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

确保发挥资金效益最大化。 

2.1.3 专项资金绩效审计 

反腐倡廉，是十八大之后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对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可

以为反腐倡廉保驾护航。因此，对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变得更加重要。由于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定义较为广泛，不同国家及组织对其定义存在不同说法。一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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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主体是国家审计机关，其评价主要汇聚在经济、效率和

效果等方面。经济方面的评价表现为被审计单位是否以最低限度的资源消耗获得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出，即是否能以最实用的方式达成目标。效率方面的评价表

现为被审计单位一定时期内具体任务的数量和投入产出成本。效果方面的评价表

现为被审计单位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是否改善相关问题，度量对社会服务的贡

献。 

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开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确保其有效展开，在

实际过程中应注重以下两点：一方面，紧紧抓住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复杂且广泛的

特点，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对数据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加工，建立科学、合

理的绩效评价机制和指标体系，由此提出更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

应增加现有审计人员的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知识储备，提高工作能力，拓宽工作思

路，积累经验，使他们深入了解和认识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加强专项资金绩效审

计，对于提高我国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水平，监督政府部门履行职责，实现财政政

策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4 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 

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审计是政府审计机关通过专业的审计程序、方法及操

作流程，着重关注“人、钱”和其他重要环节，有效发挥审计机关的监督作用，

合理评价专项资金的经济性和效率性，此外，还需评价和鉴证相关责任人在资金

拨付、使用、绩效管理等环节中相关责任的履行情况。 

绩效审计对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起到预防、纠正、修补的作用。其中，预

防主要体现在审计机关提前对乡村地区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调查，要对有可

能出现的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对提前察觉到的风险点进行控制和预警，进

而提示相关部门适当监控潜在风险因素；修正主要体现在审计机关所掌握的控制

权，即对审计发现的结果的直接和间接控制权。一方面，审计机关可依据国家审

计准则对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进行直接处理，另一方面属于审计机关非法定权限

内可处理的违法违纪行为，审计机关可将其移交给可追究责任的部门，比如纪律

检查委员会、监察机关等，确保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切实发挥作用；修补主要

体现在，审计机关除了可以对专项资金运动相关活动进行检查，还可以发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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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等制定过程中的缺陷和薄弱环节，使当地财政部门提高对已发现问题的重视

度，并以审计报告为基础，对乡村旅游发展工作的程序机制进行规范。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公共财政理论 

公共财政是以市场经济机制和体制为基础的国家（政府）财政。其内涵和内

容主要是指：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为了应对公众的需要而通过投资、

购买等行为提供资源；在市场经济失灵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市场以外的力量才能

弥补由于市场失灵所引起的公共需求中公共产品的空白，而这个外部力量就是政

府。政府依托自身行政力量满足公共需求，但其所涉的领域不能超出公共服务范

畴。 

公共财政理论基础可概括为以下两点：首先，公共需要是以满足公众需求为

前提，确定了财政支出的方向。从总体上来看，财政支出是财政职能的具体体现，

而财政职能又是为政府服务的，所以，财政资金的投入要以政府职能为向导。在

确定和规范财政支出时，应当注意是否满足公众需求。而论公共需要与个人消费

需求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共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只有满足社会公共需

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其次，财政决策定位的理论依据是公共选择。

政府通过预算收支提供的公共产品应符合公众的偏好或意愿，而预算决策又必须

按照某种民主的程序来进行。此外，人民有权知道国家预算的具体内容，并且在

预算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人民也享有监督权。因此，民主化、程序化及法制化是

政府的必行之路。就政府部门而言，有关公共财政的内涵是“预算法制”和“民

主财政”，其市场性涵义远低于政治性涵义。 

在我国各项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上，财政专项资金作为公共财政的主

要内容之一，其投入和使用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因此应当逐步加强对它

的监管力度。绩效审计则是保障专项资金有效运行并对其进行监管的有效措施之

一。鉴于专项资金具有金额大、范围广的特点，相关审计工作的审查都是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来进行的，通过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促使监督范围覆盖整个公

共资源。通过对公共资源的分配、管理和使用进行审计，能够反映出政府及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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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否满足人们需求，是否认真履行公共责任。最

终，将逐步形成政府部门、审计机关和公众之间相互监督和制约的财政分配与权

力制衡体系，促进财政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实现。 

2.2.2 “5E”审计理论 

“3E”审计是贯穿于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审计，它以某些法规制度为依据，但

它的进行更多地依赖于科学的预测、计算及筹划。审计的目的在于评价经济活动

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在世界范围内，3E审计得到了许多国家、专家以及

审计领域工作者的认可，主要由政府机关内的审计部门用于审查政府投资实施的

项目，为政府和企业管理部门提供信息。3E 审计的目的是从经济效益、效率及效

果性三个方面考察财政专项资金的运作。其中，经济性是审查财政专项资金运行

过程中是否做到节俭，费用的支出能否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有没有出现资

源浪费的情况；效率性是指审查财政专项资金运行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效率性是

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为目标；效果性是指审查财政专项资金运行过程中

资金的使用对当地的影响是否有积极效果，即是否实现了期望的审计目的。而“5E”

审计理论是加拿大在“3E”审计理论的基础上延伸出的另外两个审计要素，即公

平性和环境性。公平性是指公共资源收入的分配过程要体现平等或均等性；环境

性即指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污染治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我国当前并没有统一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因此按照国内当前经济发展趋势来看，

应用“5E”审计理论，既是一个现实课题，更会为社会今后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从这五个核心要素来评价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也是比较全面的。 

财政专项资金的投入应该在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统筹兼顾公平

性与环境性。一方面，要使财政专项资金的绩效有意义，就必须确保资金运行真

实、合法合规；另一方面，在真实和合规的前提下，绩效是对其进行的必然拓展

和延长，只有在前者的基础上将关注点更多移至绩效层面上，审计工作的引领、

积聚以及特有性才能得到保证，从而更好发挥财政专项资金推动社会经济良性发

展的作用。当前，我国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投入主要是为了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是离不开财政资金支持的，而这笔资金是否合理利用并

为乡村居民生活带来积极影响是十分关键的。即使国内已经有很多学者对不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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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采用“5E”理论进行绩效评价，但缺乏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的研

究。以此为基础，本文尝试对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运用“5E”审计理论作为绩

效评价的要素，对其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价。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18 

 

3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现状及问题分析 

3.1 国内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现状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工作是由各级单位联合共同完成

的。绩效审计内容由事前绩效审计、事中绩效审计和事后绩效审计三部分组成。

其中事前绩效审计重点关注绩效目标的合理性以及资金扶持方法等信息；事中绩

效审计是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对相关资金以及乡村旅游项目的合理、合法、有效

进行审查；事后绩效审计关注乡村旅游开发项目的完成情况等信息。本文通过查

阅国家审计署以及各地审计机关等官方网站，搜集近年来与乡村旅游资金使用、

项目等有关的审计案例，选取部分案例如表 3.1所示： 

 

表 3.1 部分有关乡村旅游审计案例 

省份 审计内容 审计发现问题 

浙 江 省

新昌县 

对全县 2019 年总投资 7268 万元，计

划项目 166 个的乡村旅游发展资金使

用管理情况进行审计。 

1、前期工作不到位导致项目调整较多。

共调整建设内容 9个，取消项目 13个，

新增项目 4 个，减少计划投资 117.94

万元。2、部分建设项目未及时完成。

3、工程建设管理不规范。4、实施项目

后续管理未跟进，项目未能发挥应有效

益。 

昆 明 市

富民县 

对 2021年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创建项

目资金支出进行绩效评价。 

项目资金 50 万元的使用没有存在问

题。 

湖 南 省

怀化市 

对 2017年怀化市洪江区乡村旅游扶贫

整合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主要评

价：①洪江区沅水北岸沿河乡村旅游

扶贫村民出行道路建设项目 356万元；

②茅头园村星空庄园景区升级改造项

目 182.5 万元。 

2017 年洪江区乡村旅游扶贫整合专项

资金到位及时，使用规范，项目建设符

合合同约定，项目资金结算到位，不存

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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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部分有关乡村旅游审计案例 

省份 审计内容 审计发现问题 

重 庆 市

丰都县 

对 2020年乡村旅游建设项目进行绩效

评价，安排项目资金 20.24万元。 

1、对制度的学习、认识、理解不到位。

2、制度执行不力，存在不到位的现象。

3、对制度的执行指导监督检查存在不

到位情况。 

资料来源：审计署及各地审计机关官网 

 

结合上表，可以看出我国部分地区乡村旅游专项资金使用还是较为规范，但

仍存在个别问题。比如：对制度的学习不够深入，理解不足；项目申报及程序规

范性方面有待加强；管理制度未有效执行，从而影响项目整体推进及公共服务的

效益。 

3.2 L 市乡村旅游基本情况 

L 市位于中国西北部，是国家向西开展的战略平台，西部发展的重要引擎，

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名城。L市地貌复杂多样，山地、高原等类型齐全，交错分

布，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L 市乡村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按照“统筹资源、

打造亮点、丰富业态、融合发展”的工作思路和“1368”乡村产业发展计划“一

带一集群”的要求，乡村旅游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当前，L市各类休闲农业经营

主体个数达到两千多个，包括休闲园、农庄 74 家，农家乐 1983 家。有 38 个市

级以上休闲农业示范点，国家 A级景区 30个，乡村旅游示范村 24个，主要的乡

村旅游景点有 268 处，同时致力于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乡村旅游已成为 L市

旅游消费中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受益面广、带动性强的新业态，同时，在

促进农民增收，助推精准脱贫、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3 L 市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及资金投入情况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具有自然与人文兼容的特色。此外，乡

村旅游还具有推动乡村振兴、稳定农民就业等方面的作用。近年来，L市沿着“统

筹资源、丰富业态、融合发展”的工作思路和乡村产业发展“一带一集群”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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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推动乡村旅游重点项目顺利开展。近年来，L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拨付情况

如图 3.1所示： 

 

图 3.1 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拨付情况 

  

由于以前年份 L市乡村旅游项目存在特色不突出，同质化现象明显、基础设

施滞后、缺乏专业人才且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创新乏力，产业规模小，营销力度

欠佳等不足，所以，2019-2022年期间，每年所拨付的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旅游示

范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培育乡村旅游合作社、培训乡村旅游带

头人及从业人员、打造乡村民宿培训基地、乡村旅游合作社业态培育和产品开发、

设计、宣传乡村旅游精品路线等。 

3.4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现状 

为加快培育 L 市经济发展新供给新功能，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促进乡村振兴，第三方评价机构对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项目绩效展开了评价活动。 

2021 年 5 月，第三方评价机构针对绩效评价工作，在 L 市旅游局召开绩效

评价推进会，项目具体实施处室和财务处室负责人到场参加，会议对绩效评价要

求、现场调研重点关注方向及具体工作沟通对接事宜进行了明确。同时绩效评价

组与项目集体实施处室相关负责人沟通，了解他们对此次绩效评价的重点关注点，

并对项目实地调研安排进行初步说明并收集项目实施相关资料。评价组在召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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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会和获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开展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方

案的撰写工作，包括：设置指标体系、梳理资料清单、编制基础信息表、设计调

查问卷及访谈提纲。并就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各环节计划予以详细说明，包括:

前期准备阶段、绩效打分阶段、撰写报告阶段、档案归集阶段。 

2021 年 6 月，评价组正式开展实地调研工作。评价组根据实际情况，有针

对性且有重点的了解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组织管

理情况等。评价组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召开内部分析会，按照资金总量、具体实施

内容、组织管理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以及出现的问题等五方面对项目总体情况

进行分类整理，形成项目工作底稿。评价组根据现场收集资料、实地查看、问卷

调查、实地访谈等方式了解到的项目实际情况，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项进

行绩效打分，计算出最终得分为：90.84 分，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结果等级为：优。 

3.5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 

3.5.1 对绩效审计评价重视度不足 

虽然 L市近年来不断推进乡村旅游项目建设，但是，分析其对乡村旅游专项

资金的审计情况，可看出，L市在这方面执行次数还是较少。由于乡村旅游专项

资金的有效使用可以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因此，L市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

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执行力度，及时发现资金在使用及项目运行管

理中的缺陷，以确保专项资金可以发挥最大效益。 

3.5.2 审计内容不全面，评价指标较为单一 

乡村旅游专项资金是一种公益性资金，在关注专项资金经济性的同时，对其

社会效益发挥情况也应给予更多关注。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将公

共资金作为主要评价对象，注重对资金使用的经济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但缺少

审查公平性，环境、社会效益类的指标。乡村旅游发展所能带来的额外增值包括：

乡村的居住环境状况、美丽乡村的投资建设、乡村人才的培养等都是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的关键因素。L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更多的是对资金投入管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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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目产出效果的评价，对反映环境、社会效益议题的水资源污染、空气质量、

人才培养等关注度明显不足。如果审计内容不全面，那么其对审计结果的参考价

值也将大打折扣，进而绩效审计的质量也难以保证。 

3.5.3 缺乏统一优化的评价方法体系 

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前提是科学有效的绩效审计考核评价办

法体系，是度量乡村旅游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对乡村旅

游工作提出建议的重要基础。当前对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运用和管理还缺少

一个统一的办法，同时也并未明确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的检查监督，这使得各

地审计机关、财务部门只能在标准不一的情况下对辖区内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进行监管。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主要是检查、核对相关文件

以及资金情况，缺乏对其综合效益的考量。同时，由于各个地方的乡村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的来源各异，涉及文化和旅游局、扶贫办等相关单位，且并没有在各个

单位的平台上进行数据共享，不同地区的审计机关在数据搜集方面的能力也有很

大不同，这会导致在完成工作时，审计人员只能被动地按照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

料来确定审计内容。为此，应尽早建立一套科学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 

3.5.4 运用大数据审计技术不够充分 

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各个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政

府审计工作同样也不例外。但是 L市在对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过

程中对大数据审计技术的运用仍不够充分。首先，在评价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绩效时，主要还是传统方式即采用人工审计，虽然有时会利用 EXCEL等相关

软件来辅佐，但是在开展大规模分析数据和查找工作时仍存在困难。传统审计模

式，比如人工对比和修改方式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对审计的需求。其次，由于滞

后的数据采集管理制度以及尚未建立完善的数据采集工作机制，导致数据积累和

保管并未形成有效机制，审计效率无法保证。最后，在绩效审计评价过程中由于

缺少运用大数据技术手段，比如利用对比分析法、指标分析法、关联分析法等对

相关审计证据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找出被审计单位本质特点，探讨其发展规

律，因此对被审计单位的今后发展趋势难以准确预测，这将影响审计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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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绩效审计人员在大数据领域内的知识结构相对单一，数据处理经验不足，

缺少战略性思维和开放性思路，暂不能形成完整的大数据审计思维。同时，由于

L市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较为落后，政府信息建设化水平不高，在日常管

理工作中，基层行政人员掌握的知识过于单一，以及现有的业绩评价系统和电子

财政系统的使用仍处于初级阶段，增加了评价机构在搜集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的相关数据时的难度。 

3.6 构建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

必要性 

现阶段，党中央以及各级政府对乡村旅游发展愈加重视，“十四五”旅游业

发展规划也提出要发挥特色旅游资源优势，加快旅游产品培育，打造美丽休闲乡

村，特色村镇，持续增加乡村旅游发展的资金投入。然而，当前 L市审计机关还

没有开展过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主要由第三方评价机构来进行，此外，

还没有建立合适的评价指标体系，审计过程以及审计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也有

待考证。因此，为了提高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资金的合

理利用，急需对 L市发展乡村旅游的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核，并建立一套与 L市

相匹配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保证绩效审计工作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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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4.1 指标构建遵循原则 

4.1.1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指在决策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决策活动需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

并运用科学思维方法进行决策的行为准则。绩效审计评价的科学与实用性正是取

决于评价指标的选取是否科学。乡村旅游发展是一项惠及民生的项目，因此在设

计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当全面、科学的反映其绩效。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

面选取一系列科学可行的审计评价指标：一、国家层面有关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使用管理的制度规范。二、第三方评价机构对 L市进行绩效评价时选取的相关

指标。三、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实行的绩效评价体系以及专家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制

定的标准。 

4.1.2 全面性原则 

由于有多个部门使用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所以其参与主体构成复杂，同

时又因为审批及拨付的运行程序多，所以只有尽可能全面地选取评价指标，才能

够对乡村旅游开发项目的绩效情况进行有效监督考核，进而从各个方面进行资金

预算编制，分配和下达并审核管理流程，避免采用单一指标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

绩效进行评价而导致的片面风险。因此，本文将用“5E”绩效审计理论全方位评

价 L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情况。 

4.1.3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一般情况下，通过对评价指标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描述能够更全面地对目标进

行评价。在建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指标体系时，常常会涉及很多较

为复杂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中像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等很难量化。同时定性指标

虽然相对较为全面，但是不够直观，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恰好相反。因此，只有

将二者完美结合，全面考虑其综合效益，才能实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与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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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为规范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实务工作，不断完善我国乡村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制度，近年来，不断有相关单位对于乡村旅游专项资金及资

金管理使用方面给予全新的、完善的指导建议。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作

为指标选取的来源： 

    1、国家层面。由国务院、文旅部、财政部、审计署等在近 5 年所出台的规

划、意见政策如：《“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审计署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

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等，这

些政策、意见、规划都对在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过程中如何服务乡村旅游绩效

管理方面提供决策依据，对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规范化、制度化要求，

指出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侵占挪用、贪污私分等问题，从而明确部门工作职责，

建立督导机制。因此，可以从中提炼出数据质量高且具有权威性的可应用的绩效

指标。 

    2、第三方评价机构在评价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时的评价依据。

如《甘肃省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甘肃省 2020 年省级文化和旅游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L 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等。

同时，第三方评价机构采用了从决策→过程→产出的模式对其绩效进行了评价，

参考了其所采用的部分指标，如项目完工率等。 

3、其他标准。部分地方审计机关及政府已实行的绩效评价体系，专家学者

在学术研究中制定的标准，此外，选取指标时还参考了社会审计机构所执行的实

务标准等。 

4.3 评价指标确定及其内涵 

本文以“5E”理论作为评价目标，将准则层分为五个层级，分别与 5个“E”

相对应，结合上文所提到的选取指标依据，深层分析每个层级的目标都存在哪些

因素，以此来评价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情况，由此揭示出每一层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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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现程度。 

4.3.1 经济性指标 

所谓经济性，就是指各级部门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配置与使用是否合理。确

保资金所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在达到合规性要求的条

件后，还要注意对资金的使用，避免资金的流失，选择出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方

案。由于乡村旅游是一项惠民工程，所以经济性指标的选取侧重于资金使用是否

合理以及违规资金等方面。经济性指标选取，见表 4.1。 

 

表 4.1 经济性指标 

 

C1 预算执行率：是指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实际发生额占

地方政府批准预算数的比例。确保资金管理规范，严格实行预算管理，切实把有

限的资金用在恰当的位置。 

C2 资金使用合规性：即是否遵循相关财务管理的规定来使用项目资金，并

以此对规范运营情况进行考核。 

C3制度健全、有效性：即被审计单位是否制定相关项目管理制度，资金管理

是否符合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C4成本控制情况：是指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完成项目计划相关工作目标，用

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成本控制情况。 

4.3.2 效率性指标 

效率性是指如何在既定投入情况下获得最大的产出。乡村旅游专项资金包括

预算、审批、资金拨付等流程，为了使乡村旅游更好地发展，必须不断提高资金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经济性（B1） 

预算执行率（C1） 

资金使用合规性（C2） 

制度健全、有效性（C3） 

成本控制情况（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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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效能，同时还应加速审批项目。效率性指标选取见表 4.2。 

 

表 4.2 效率性指标 

 

C5 财政资金到位率：主要体现在财政资金到位及时与否和资金实际到位程

度上，此项指标越高，说明资金到位越及时且效率越高。 

公式: 财政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的财政资金/计划到位的财政资金×100% 

C6 资金使用率：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实际开支数额与财政部门批准数之

比。该项指标越大，说明资金被挪作他用的情况越少，资金利用效率越好。 

公式：资金使用率=实际使用资金/实际拨付资金×100% 

C7 项目完工率：主要反映乡村旅游专项资金投资项目是否按期完工，此指

标越大，说明按期完工的数量越多，项目管理水平越好。 

公式：项目完工率=按期完工的项目数量/应完工项目的数量×100% 

C8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是指是否按时发放市、县补助资金，用来反映和

考核绩效目标在项目产出时的实现程度。 

4.3.3 效果性指标 

效果性评价在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评价中至关重要，主要包括

反映专项资金的预期使用效果、对当地的经济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指标，效果性

指标选取见表 4.3。 

表 4.3 效果性指标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效率性（B2） 

财政资金到位率（C5） 

资金使用率（C6） 

项目完工率（C7）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C8）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效果性（B3） 项目达标率（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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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效果性指标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C10）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C11）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数（C12） 

                                      

C9 项目达标率：主要指在乡村旅游开发项目中，项目质量达到标准的产出

数量在整个项目产出中所占据的比例。 

C10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指乡村旅游项目的实施助推当地乡村旅游总收

入增长情况，用于反映和考核项目助推乡村旅游总收入增长目标完成情况。 

公式：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当年乡村旅游收入-上年乡村旅游收入）/上

年乡村旅游收入×100% 

C11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是指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率实现绩效目标的程度。 

C12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数：是指乡村旅游接待游客总人数占绩效

目标值的比例。 

4.3.4 公平性指标 

公平性主要是指资源的分配公正，不偏不倚。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公平性主

要体现在资金的拨付是否公平、合理，项目招标是否合规等，公平性指标的选取

见表 4.4。 

 

表 4.4 公平性指标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财政公共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C13） 

公平性（B4） 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C14） 

 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的满意度

（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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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财政公共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指乡村旅游专项资金拨款是否符合国

家相关政策规定，在资金拨付过程中，尊重民众利益，而非政府单一的强制性操

作，体现公平合理性。 

    C14 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项目申报符合申报指南相关管理规定，用

以反映和考核申报条件及程序的合规性。  

C15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的满意度：具体指乡村旅游项目完成后能

为居民带来的积极影响，即居民对项目成果的满意度。 

4.3.5 环境性指标 

环境性是指评价环境质量而针对环境要素设定的衡量指标。是为了防治环境

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体健康而设定。本文环境性指标选取见表 4.5。 

 

表 4.5 环境性指标 

 

C16 生态资金投入率：通过查证乡村旅游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是否按照相

应的环保政策，投入一定的生态资金，以保护当地环境。 

C17 生态环境满意度：是指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投入使用后，所建成的乡

村旅游项目是否让受益者满意。 

C18 提高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用于反映考核乡村旅游项目实施后，是否

提高了当地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 

根据以上论述，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

4.6所示：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环境性（B5） 

生态资金投入率（C16） 

生态环境满意度（C17） 

提高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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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性（B5） 

生态资金投入率（C16） 

生态环境满意度（C17） 

提高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C18） 

4.4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4.4.1 问卷调查的设计 

为了进一步明确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的指标权重，确保

结果的准确性与客观性，以 L 市 2020 年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具体

情况为基础，结合所设计的具体评价指标，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管理以及使用等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L 市乡村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绩效

审计评价（A） 

经济性（B1） 

预算执行率（C1） 

资金使用合规性(C2) 

制度健全、有效性(C3) 

成本控制情况(C4) 

效率性（B2） 

财政资金到位率（C5） 

资金使用率（C6） 

项目完工率（C7）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C8） 

效果性（B3） 

项目达标率（C9）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C10）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C11)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数（C12） 

公平性（B4） 

财政公共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C13） 

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C14） 

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的满意度

（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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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设计相应的调查问卷，深入了解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现状，问

卷的目标群体包括以下两类： 

1、通过走访了解 L 市文旅局、财政局以及审计局等单位对乡村旅游专项资

金的监督管理情况，征询其对专项资金评价指标选取的不同意见，请专家和各个

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对本文依据层次分析法中的 9 级标度法所设计的 5 个维度的

18个绩效评价指标根据分类两两进行比较打分，进而填写完成专家调查问卷。 

    2、通过深入基层调查，走访乡村旅游辖区内项目的受益者，发放调查问卷，

了解他们对乡村旅游实施和运行的满意度，采集他们对乡村旅游管理及运行的相

关意见，为评价乡村旅游运行效果奠定基础。 

4.4.2 层次分析法下评价指标权重确定的详细步骤 

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判断矩阵，将评价指标按层次逐步分解、两两进行

对比，结合上文所提到的专家意见及问卷调查的评分情况，对各指标的权数分配

进行确定，其具体步骤如下：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的各指标层次结构模型包括三类：总目标是 A，准则层

是 B，方案层是 C。依据此模型，对本文所要研究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进行

了三层划分。首先，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为第一层目标层；其次，本

文所应用的绩效审计逻辑框架，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环境性这

五方面为第二层准则层；最后，对应准则层五个维度所设计的具体绩效审计评价

指标为第三层方案层。 

（2）构造五个层级的判断矩阵 

首先，通过专家打分的方式建立判断矩阵，然后采用“1-9”尺度判断法，

邀请专家评判不同等级和每个等级中特定指标的重要程度，最后，根据打分结果，

显示出各个层次上不同要素间的重要度，具体标度如下表 4.7所示： 

 

    表 4.7 判断矩阵的标度含义 

1 两项指标比较起来同等重要 

标度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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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7 判断矩阵的标度含义 

3 两项指标相比，前项比后项稍微重要 

5 两项指标相比，前项比后项明显重要 

7 两项指标相比，前项比后项强烈重要 

9 两项指标相比，前项比后项极端重要 

2,4,6,8 上述两项相邻判断的中间值指标 

倒数 两项指标相比，后项比前项的重要性程度 

 

(3)一致性检验 

通过所构建的判断矩阵，两两比较同一层次的不同指标因素，以达到量化二

者相对重要性的目的，再计算出各个不同层次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向量 W，以进

一步计算不同层次对应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由于依据各专家的主观判断决

定各判断矩阵中两两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因此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以验证其

客观性。RI 值代表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指标。如表 4.8 所示（其中 n 为判断

矩阵中所涉及指标的数量）： 

 

表 4.8 一致性指标 RI值 

      

具体计算公式为：CI=（λmax－n）/（n－1），CR = CI/RI。其中，CI代表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R代表一致性比率。当 CR < 0.1 时，判断矩阵不一致

程度被认为在允许范围之内时，指标重要性就会得到一致性检验。 

（4）对层次进行总排序 

分别计算总目标中各层次的相对权重，以此确定总目标中各不同指标的的重

要性程度。 

首先，分别计算每份调查问卷得出每一位专家给出的指标权重。此次调查共

发出纸质问卷 35 份，回收 28 份，回收率 80%。其中，有效问卷数为 20 份。调

标度 含义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33 

 

查对象的相关基本情况如表 4.9所示： 

 

4.9 调查的基本情况统计 

      

其次，经过对接收到的专家评分进行统一测算，得到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中各级判断矩阵，如表 4.10-表 4.15所示： 

 

表 4.10 判断矩阵—-目标层 

 

类别 身份 问卷数量 比例 

工作机构 

财政局、审计局工作人员 5 25% 

文旅局相关工作人员 6 30% 

专家学者 5 25% 

乡村旅游行业从业人员 4 20% 

 

学历 

专科 2 10% 

本科 13 65% 

研究生及以上 5 25% 

 

工作年份长短 

1-4年 4 20% 

5-12年 11 55% 

12年及以上 5 25% 

A B1 B2 B3 B4 B5 

B1（经济性） 1 1 0.5 2 2 

B2（效率性） 1 1 0.5 2 2 

B3（效果性） 2 2 1 3 2 

B4（公平性） 0.5 0.5 0.3333 1 1 

B5（环境性） 0.5  0.5  0.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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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准则层经济性的各项指标所构造的判断矩阵，如下表 4.11所示： 

 

表 4.11 判断矩阵---经济性 

 

有关准则层效率性的各项指标所构造的判断矩阵，如下表 4.12 所示： 

 

表 4.12 判断矩阵---效率性 

C6（资金使用率）    1   1  0.3333 2 

C7（项目完工率）       3      3      1       2 

C8（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        0.5       0.5       0.5      1 

 

有关准则层效果性的各项指标所构造的判断矩阵，如下表 4.13 所示： 

 

表 4.13 判断矩阵---效果性 

B1 C1 C2 C3 C4 

C1（预算执行率） 1 1 0.5 3 

C2（资金使用合规性） 1 1 1 3 

C3（制度健全性、有效性） 2 1 1 2 

C4（成本控制情况） 0.3333 0.3333 0.3333 1 

B2 C5 C6 C7 C8 

C5（财政资金到位率） 1 1 0.3333   2 

B3 C9 C10 C11 C12 

C9（项目达标率） 1 3 1 1 

C10（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 0.3333 1 0.5 2 

C11（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1 2 1 3 

C12（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数） 1 0.5 0.33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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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准则层公平性的各项指标所构造的判断矩阵，如下表 4.14 所示： 

 

表 4.14判断矩阵---公平性 

 

       有关准则层环境性的各项指标所构造的判断矩阵，如下表 4.15所示 

 

表 4.15判断矩阵---环境性 

 

最后，本文通过 yaahp软件检验了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得出以下检验结果，

如表 4.16所示： 

 

表 4.16 一致性检验表 

B4 C13 C14 C15 

C13（财政公共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 1 2 1 

C14（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 0.5 1 1 

C15（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满意度） 1 1 1 

B5 C16 C17 C18 

C16（生态资金投入率） 1 0.5 1 

C17（生态环境满意度） 2   1  2 

C18（提高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1   0.5  1 

判断矩阵 λmax CR 一致性检验结果 

判断矩阵-准则层 5.0521 0.0115 通过 

判断矩阵-经济性 4.1178 0.0442 通过 

判断矩阵-效率性 4.1179 0.0442 通过 

判断矩阵-效果性 4.1032 0.0386 通过 

判断矩阵-公平性 3.0534 0.0516 通过 

判断矩阵-环境性 3.0000 0.0000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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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对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中，得出各

矩阵权重，可以发现一致性检验合格。具体的指标及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4.17 所

示： 

 

表 4.17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方案层 权重 

L市乡村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审计

（A） 

经济性 

（B1） 
0.2094 

预算执行率（C1） 0.0538 

资金使用合规性（C2） 0.0697 

制度健全、有效性（C3） 0.0623 

成本控制情况（C4） 0.0236 

效率性 

（B2） 
0.2094 

财政资金到位率（C5） 0.0351 

资金使用率（C6） 0.0433 

项目完工率（C7） 0.0972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C8） 0.0338 

效果性 

（B3） 
0.3487 

项目达标率（C9） 0.1249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C10） 0.0604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C11） 
0.1206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数（C12） 0.0428 

公平性 

（B4） 
0.1105 

财政公共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

（C13） 
0.0456 

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C14） 0.0287 

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满意度

（C15） 
0.0362 

环境性 

（B5） 
0.1220 

生态资金投入率（C16） 0.0305 

生态环境满意度（C17） 0.0610 

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C18） 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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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5.1 数据整理与分析 

5.1.1 经济性指标 

    （1）预算执行率   

     L 市当地政府 2020 年初为 L 市乡村旅游发展拨付 1000 万元，实际预算执行

705.89万元，执行率为 70.1%，其中未支出的原因主要是：一、2020 年 12月 28日

第四批专项资金才下达，资金下达较晚；二、部分项目建设进度缓慢，资金未形成

支出。 

    （2）资金使用合规性 

     L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完备的审批手续，且是根据国家在

财经方面的法规、制度等相关规定来行使的。 

（3）制度健全、有效性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严格按照《甘肃省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管理，项目所在地的区、县文化和旅游部门作为专项资金落地实施的主体责任

单位，接到专项资金通知后会及时与当地财政部门联系对接，做好资金对接工作，

督促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4）成本控制情况 

 经评价组查看项目资料及现场调研了解，L市乡村旅游项目按照申报文本进行

奖补，并针对单个项目进行了工程造价咨询等，对项目成本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未

有超支情况。 

5.1.2 效率性指标  

   （1）财政资金到位率 

   截至 2021 年 5 月 21 日，专项资金应到 1000 万元，资金实际到位 970 万元，资

金到位率为 97%，专项资金到位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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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资金使用率 

   截止 2021 年 5 月 21 日，专项资金实际使用 705.89，而政府部门实际到位的资

金为 970万元，资金使用效率为 72.77%。评价组在现场评价时发现 L 市乡村旅游个

别项目进展缓慢，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3）项目完工率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旅游示范县项目、乡村样板村项目、

乡村旅游线路、精品民宿及民宿品牌建设、乡村旅游培训项目、资源开发项目等多

种用途，预计完成项目 22 个，截止 2021 年 5 月 21 日，实际竣工 19 个，项目完成

率为 86.6%，项目懈怠问题基本没有，竣工情况良好。 

   （4）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 

    据项目资料显示，L 市部分县市未将项目补助资金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截止

2021 年 5 月 21 日项目仍未动工建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施单位的工作积极性，

所以补助资金发放效率较低。 

5.1.3 效果性指标 

（1）项目达标率 

 根据所得资料可知，相关项目实施单位针对已完工的项目按时组织验收并出具

验收报告，验收通过率为 100%，乡村旅游宣传培训工作也圆满结束并验收通过。 

（2）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 

 L市 2020年乡村旅游收入为 26.33亿元，2019年乡村旅游收入为 24.12亿元，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为 9.16%。 

（3）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L 市 2020 年乡村旅游辖区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7 万元，相较于 2019

年的 1.36万元增长 8.08%。 

（4）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数 

 2020 年 L 市接待乡村旅游游客数 1044.075 万人次，比 2019 年上涨 27.85 万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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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公平性指标 

（1）财政公共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 

L市根据《甘肃省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甘肃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省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精神，结合甘肃省文旅重点工作安排，确定扶持重点，补助

方式和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并且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织会研究审定，确定乡村旅

游项目资金拨付情况。 

（2）项目申报条件及合规性 

根据所得资料，L 市部分乡村旅游项目申报及程序规范性有待加强。比如某项

目因实施单位未投入项目配套资金，主体施工项目未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无法修建。 

（3）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的满意度 

在综合评价回收的问卷中，研究发现，本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经营情况多为肯

定，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总体满意的占 85%。 

5.1.5 环境性指标 

     由于第三方评价机构在环境方面只评价了当地居民保护环境生态意识，因此本

文对 L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在环境性指标方面作了补充。 

5.2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借助于模糊数学模型来评价实务。一般用“优秀”、“良好”、“中

等”之类的主观感受进行评定，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把主观感受变成直

观可对比数值，再利用模糊运算，得出综合评价结果。由于本文采用的是结合定性

指标和定量指标的方法，而定性指标存在不好量化的问题，因此使用模糊综合评价

模型进行评价，且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依旧使用 Yaahp软件。 

5.2.1 确定评语集和分数级 

评语等级是填写问卷者根据指标对评价对象所做出的结论的集合。本文采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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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良好、中等、差”对 L 市专项资金绩效情况进行评价，对每一级评语对应相应

的分数区间，两者关系如表 5.1，且假设中间值分数级，通过对调查问卷设计结果进

行整理、计算、得出最终评价值，具体见表 5.1所示： 

 

表 5.1 评语等级分数表 

5.2.2 确定隶属度 

   将所有评价指标连同评语等级和评价标准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设计好后，通过网上

填写问卷的调查方式，将问卷发放给相关专家，收集了 10位专家结合其实务经验对

各指标评级打分，最终得出统计结果。经整理后形成 L 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

计评价专家打分统计表，如表 5.2所示： 

 

表 5.2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专家打分统计表 

 

 

评语等级 优秀 良好 中等 差 

分数区间 100-90 90-75 75-60 60-50 

中间值 95 82.5 67.5 55 

方案层 优秀 良好 中等 差 

预算执行率 1 7 2 0 

资金使用合规性 2 6 2 0 

制度健全、有效性 7 3 0 0 

成本控制情况 3 3 4 0 

财政资金到位率 1 8 1 0 

资金使用率 0 6 4 0 

项目完工率 2 7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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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专家打分统计表 

 

表 5.3 模糊隶属度赋值法的隶属度表 

 

方案层 优秀 良好 中等 差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 0 3 6 1 

项目达标率 3 5 2 0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 5 5 0 0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2 7 1 0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数 3 5 2 0 

财政公共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 4 5 1 0 

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 0 2 7 1 

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的满意度 3 6 1 0 

生态资金投入率 0 1 7 2 

生态环境满意度 1 5 4 0 

提高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6 4 0 0 

方案层 优秀 良好 中等 差 

预算执行率 0.1 0.7 0.2 0 

资金使用合规性 0.2 0.6 0.2 0 

制度健全、有效性 0.7 0.3 0 0 

成本控制情况 0.3 0.3 0.4 0 

财政资金到位率 0.1 0.8 0.1 0 

资金使用率 0 0.6 0.4 0 

项目完工率 0.2 0.7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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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模糊隶属度赋值法的隶属度表 

5.2.3 计算指标模糊综合评价得分 

    通过专家对方案层指标的评分结果，可以得到隶属度评价。在确定各个评价指

标的隶属度之后，综合第四章所得指标权重可计算各指标评价值。评价值的计算从

最低层开始，逐步上升。 

首先，三级指标计算方式表现为：  

𝐶𝑖=𝑅𝑖𝑗*[

𝐸1

𝐸2

…
𝐸𝑛

] (𝑖, 𝑗 = 1,2,3, … … , 𝑛) 

  其次，二级指标计算方式表现为： 

    𝐵𝑖 = 𝐶𝑖 ∗ 𝑊𝑖𝑗(𝑖, 𝑗 = 1,2,3, … … , 𝑛) 

  最后，最终的综合评价值表现为： 

   S=∑ (𝐵𝑖 ∗ 𝑊𝑖)
𝑛
𝑖=1  

  按照上述计算公式，可以得出其他层次指标评价值，如表 5.4所示： 

方案层 优秀 良好 中等 差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 0 0.3 0.6 0.1 

项目达标率 0.3 0.5 0.2 0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 0.5 0.5 0 0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0.2 0.7 0.1 0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数 0.3 0.5 0.2 0 

财政公共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 0.4 0.5 0.1 0 

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 0 0.2 0.7 0.1 

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的满意度 0.3 0.6 0.1 0 

生态资金投入率 0 0.1 0.7 0.02 

生态环境满意度 0.1 0.5 0.4 0 

提高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0.6 0.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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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指标评价值 

目标层 得分 准则层 得分 方案层 得分 

 

L 市乡村旅游

发展专项资

金绩效审计 

81.8743 经济性 83.9810 

预算执行率 85.5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82.5000 

制度健全、有效性 90.0000 

成本控制情况 81.5000 

财政资金到位率 79.5000 

  

效率性 77.4462 

资金使用率 70.5000 

项目完工率 86.6000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 62.5000 

效果性 84.0556 

项目达标率 81.5000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 90.0000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率 
82.5000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

数 

87.5000 

公平性 82.0109 

财政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 85.0000 

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 73.5000 

当地居民乡村旅游运营状况

满意度 

85.0000 

环境性 79.5000 

生态资金投入率 75.0000 

生态环境满意度 80.0000 

提高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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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1）从总体看，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最终得分为 81.8743 分，

依据设定的评分标准，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水平为“良好”。但值得注意

的是，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在资金使用效率方面、项目申报程序等方面仍存

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2）经济性指标得分为 83.9810，绩效水平为“良好”。由各项指标的分值可见，

对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进行拨付和利用，均是满足国家所制定的财经方面的

法规及管理制度。专项资金严格遵循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但其预

算执行指标得分处于良好偏下水平，主要原因在于：①资金下达时间晚；②部分建

设项目进度缓慢，资金尚未形成支出。③对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文件学习不够深入，

政策落实力度不够，对预算绩效管理政策制度及财政资金支出绩效指标体系研究不

够深入、全面。只有加强预算执行监测，科学调度资金，才能保证切实提高预算执

行效率。比如，国内某县加强其乡村旅游项目预算实行全过程监测，且具有事中监

控报告，跟踪资金支付制度，将项目预算支出内容细化到了具体的数量、单价、支

出总额、资金来源等。因此，L市应提高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水平。 

    （3）效率性指标得分为 77.4462，虽然评价结果为“良好”，但是总体分数还是

偏低的。其中项目完工率指标得分较高，资金使用率得分为 70.5000 分，原因可能

在于 L 市某些乡村旅游项目进度缓慢，部分建设内容没有完成，从而导致资金没有

被有效利用。此外，乡村旅游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指标得分仅为 62.5000 分，主要

原因在于：没有按照规定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导致项目拖延。例

如：2021年 L市某乡村旅游项目已通过 L市文旅局初审和专家最终评审，且已在省

文旅厅门户网站公示，但 L 市某区文旅局未将项目补助资金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

截止 2021年 5月 21日项目仍未动工建设，这不仅影响了项目实施单位工作积极性，

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4）效果性指标得分为 84.0556，是五个维度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指标。说明 L

市使用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建设的项目达到了要求且直接经济效益指标表现良好，

项目质量、营业总收入、游客接待数等指标均符合预期，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优势，

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渠道，进一步促进了就业和再就业。村民致富效果也是评价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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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关键标准之一。当前，国内许多省份对于乡村旅

游专项资金效果性的评价采用客观数据（当地脱贫率、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当地就业增长率等）与主观感受（当地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满意度、支持度等）

相结合的模式。L市也采用此种模式，虽然个别项目的配套设施并没有完善，但是经

过整改，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综合服务能力也显著提升。 

（5）公平性指标得分为 82.0109，绩效水平为“良好”。一方面 L 市乡村旅游财

政资金的拨款很合理，分配基础充分，数额合理，符合项目单位或者当地的实际情

况。另一方面，村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较为满意，确保了乡村振兴战略执行惠及

到民众心里。但是，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指标得分较低。评价组在查看资料

及现场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规范性方面有待加强，存在申报

依据不充分的情况。比如：截止 2021 年 5 月 21 日，某乡村旅游景区游客中心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因主体工程未建设，未有配套资金投入，致使资金来源无法保障，配

套设施项目仍未开工，项目申报依据不充分。此外，还存在个别县（区）申报项目

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比如，某一景观提升项目申请报告中项目总投资为 285.87万

元，但经实地调研发现，该项目初设批复中总投资为 60.37 万元，且项目建设内容

按照初设批复内容修建。这说明 L 市应当完善乡村旅游项目申报制度，设置合理的

项目申报门槛，规范项目程序，严把乡村旅游项目的每一关卡。 

（6）环境性指标得分为 79.5000 分，绩效水平为“良好”。其中提高居民保护

生态环境意识方面得分较高，说明 L 市践行国家对于生态保护的理念，始终将保护

放在首位，守住了生态底线，生态环境也使群众满意。但是其生态资金投入了多少

尚未在绩效评价过程中有所体现，缺少了对环境指标更精准的评价。当前，L市乡村

旅游发展非常迅速，在项目开发与建设过程必然会涌现出生态保护的问题，生态资

金投入与使用情况决定项目所产生的环境效益。此外，要实现从单一的财政财务收

支型审计向管理型与绩效型相结合的审计模式转变，也需增加对环境性指标的效益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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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保障性措施 

   （1）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工作尚在发展阶段，有关制度有待

制定。为此，L市有关部门应根据本地区特点和绩效审计工作的实践经验，建立符合

当地实际情况的绩效审计方法和规章制度，对绩效审计有关的审计流程、标准规范、

质量控制和审计内容等作出要求。确定绩效审计的阶段性工作目标，增加审计项目

中绩效审计比重，保证绩效理念循序渐进地渗透到每一个项目之中，引导审计人员

发挥更良好的作用。 

（2）当前，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主体多由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

在独立性方面表现较弱。因此，为了确保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结果

的真实性、可靠性，就必须关注审计主体的独立性。同时，由于乡村旅游项目范围

广，资金运行复杂，L 市在对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过程中应加强对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通过大数据技术，了解并审查财政专项资金的收支情况，如发

现前几年收支相差很大，要多方位审查，找到差异根源，指出关键问题，然后为审

计提供数据，使之具有实际意义，若未来发生同样问题时，使用这些资料即可直接

产生审计证据，由此，加快绩效审计取证步伐，减轻绩效审计工作量。 

（3）通过上述绩效审计评价结果来看，绩效审计评价的框架可在一定程度上客

观准确反映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整体绩效水平，发现资金使用及运行管理的

薄弱之处。为了进一步优化专项资金的使用，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效益，相关部门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改进： 

第一，加强对乡村旅游项目申报材料的审核，规范项目申报程序。建议对于各

项目实施单位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在 L 市旅游、财政部门初审和省级专家最终评

审、对外公示的基础上，首先抽选重点项目开展实地考察：对于结转续建的乡村旅

游项目，重点考察其实施情况、资金支出和预期效益发挥情况；对于新建项目，重

点关注项目前期的手续办理、项目实施、筹资方案及资金来源；对于未抽选项目，

专家评审可以采取项目申报者现场答辩的形式。其次，建议 L 市主管部门在年中对

受补项目进行“回头看”，一看项目实际投入，二看项目发展现况，三看专项资金使

用规范性，四看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最后建议 L 市乡村旅游项目主管部门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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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申报材料时要求项目实施单位提供详细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各项目实施单位应

当在项目实施前及时梳理项目流程，经多方论证制定完整、可行的项目实施管理制

度。 

第二，持续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加快乡村旅游项目实施进度。首先，建议 L 市

相关部门选取重点扶持项目，各实施单位提前做好项目前期申报、审批手续办理等

准备工作，在保证项目质量和安全的基础上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推进乡村旅游项目

资金有序使用；其次，项目主管部门应加强项目实施监管力度，对于实施单位是否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按时拨付项目补助资金进行督查。最后，L市财政局、文旅局主

管部门负责专项资金使用及项目实施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加强与项目实施单位的

沟通协作，形成信息共享、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确保专项资金的合规使用、高效

运转。 

第三，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L市文旅局、财政部门作为加

快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的责任主体，要根据责任分工加大预算安排乡村

旅游各项目开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于乡村旅游项目实施过程中，因

实施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确需调整项目内容和资金预算的，应当按照规定批准后

执行，同时各级主管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应有效处置项目调整对实施进度的影响。 

第四，加强绩效目标逐级分解下达工作，科学设置绩效指标。首先建议文旅厅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甘肃省省级预算绩

效管理办法》等规定，进一步加强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指标体系研究，结合以前

乡村旅游专项资金项目积累的经验和项目实际情况，构建专项资金核心绩效指标和

标准体系。其次，L 市文旅局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省文旅厅逐级分解的绩效目标，对

项目实施单位积极组织绩效评价工作的相关培训，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绩

效的目标与指标，由于绩效指标是对量和质以及成本与时效的细化，所以尽量使用

定量的表述，无法量化的，可以通过定性分级分档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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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及展望 

6.1 研究结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乡村旅游作为产业兴旺的重要一环，国家将投

入更多乡村旅游专项资金。但是因为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涉及面非常广，在资

金运用过程中，管理上难免会有疏漏，上述问题可能会阻碍资金的充分利用。因此，

对乡村地区旅游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既能提升资金投入使用效率，又能保证乡

村旅游产业的质量，并提高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以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为例，采用文献综述、问卷调查等

方法，分析 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现状，发现审计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将“5E”审计理论作为评价要素，构建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

系。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L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最终得分为 81.8743

分，绩效水平为“良好”。但仍存在资金使用效率低、项目申报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本文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点：首先，了解 L 市乡村旅游现状及其专项资金绩效审

计情况，发现其绩效审计的不足之处；其次，将 AHP 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

构建 L 市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绩效进行评价，明确所

构建指标体系的可实施性，为相关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最后，根据评价

结果所显示的问题，提出保障性措施。L 市应该在未来加大对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

绩效审计力度，完善绩效评价内容，加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并更加重视绩效审计

评价结果的运用。 

6.2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文以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为例进行研究，构建了一套新的评

价指标体系，且根据评价结果提出改进建议。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和改进

的地方，主要在于： 

（1）由于长期在校学习，缺乏政府审计相关的工作实践经验，无法全面，多维

度分析问题，某些细节的分析程度还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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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指标数据的选取来看，由于很多资料不予公开，我获得信息的途径也是

非常有限的，因此，文中数据具有滞后性与不全面性。 

（3）本文对于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理论研究未能全面涉及，考虑的因素可

能不完善。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需进一步完善该评价指标体系，针对实际审计工

作的重点，及时调整评价指标的选取，使指标体系更加完善。另外，我国经济已进

入高质量快速发展时期，要使财政专项资金的效益最大化，就需要不断推进绩效审

计的应用。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希望未来在政府关注的同时，也可以

有更多的学者对如何实施其专项资金绩效管理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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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件 1 

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重要性的调查问卷 

尊敬的各位专家： 

您好！ 

首先，感谢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提供帮助！本问卷是毕业论文研究所用，

目的在于对论文中构建的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

请您结合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判断，评判问卷中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您的评判结果

十分重要，希望您认真填写。回答问卷将会占用您的宝贵时间，在此表示歉意并再

次感谢您的参与！ 

填写说明： 

该调查问卷的调查目标是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采用层次

分析法对其多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层次分析法包括通过 5 个衡量维度在影响因素

之间进行两两对比。1,3,5,7,9 分别代表五个维度的重要性程度。1 指同样重要；3

指稍微重要；5指比较重要；7指十分重要；9指绝对重要。如果您觉得个别级别不

能准确表达您的看法，您可以在两个维度之间通过画圈来表示。 

三、问卷内容 
评估"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目标层的相对重要性 

影响因素                    说明 

经济性  

效率性  

效果性  

公平性  

环境性  

 

对以下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反映其对“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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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A 
重要性对比 

B 

9 7 5 3 1 3 5 7 9 

经济性          效率性 

经济性          效果性 

经济性          公平性 

经济性          环境性 

效率性          效果性 

效率性          公平性 

效率性          环境性 

效果性          公平性 

效果性          环境性 

公平性          环境性 

 

“经济性”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价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制度健全、有效性  

成本控制情况  

 

对以下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反映其对“经济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A 

重要性对比  

B 9 7 5 3 1 3 5 7 9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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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率          制度健全、有

效性 

预算执行率          成本控制情况 

资金使用合规

性 

         制度健全、有

效性 

资金使用合规

性 

         成本控制情况 

制度健全、有

效性 

         成本控制情况 

 

“效率性”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价 

 

对以下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反映其对“效率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A 

重要性对比  

B 9 7 5 3 1 3 5 7 9 

财政资金到位率          资金使用率 

财政资金到位率          项目完工率 

财政资金到位率          补助资金发放及

时性 

资金使用率          项目完工率 

资金使用率          补助资金发放及

时性 

项目完工率          补助资金发放及

财政资金到位率  

资金使用率  

项目完工率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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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 

“效果性”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价 

 

对以下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反映其对“效果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A 

重要性对比  

B 9 7 5 3 1 3 5 7 9 

项目达标率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

率 

项目达标率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率 

项目达标率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

接待游客数 

乡村旅游收入

增长率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率 

乡村旅游收入

增长率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

接待游客数 

当地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

长率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

接待游客数 

 

项目达标率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率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

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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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价 

 

对以下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反映其对“公平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A 

重要性对比  

B 9 7 5 3 1 3 5 7 9 

财政公共资金

拨款公平、合

理性 

         项目申报条件及程

序合规性 

财政公共资金

拨款公平、合

理性 

         当地居民对乡村旅

游运营状况的满意

度 

项目申报条件

及程序合规性 

         当地居民对乡村旅

游运营状况的满意

度 

 

“环境性”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价 

对以下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反映其对于“环境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A 

重要性对比  

B 

9 7 5 3 1 3 5 7 9 

财政公共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  

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  

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的满意度  

生态资金投入率  

生态环境满意度  

提高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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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金投入率          生态环境满意度 

生态资金投入率          提高居民保护生态

环境意识 

生态环境满意度          提高居民保护生态

环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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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指标评级专家打分问卷调查表 

尊敬的各位专家： 

您好！谢谢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空参加本次问卷的填写工作。我正在对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探讨与研究，此次问卷调查是为了评价

L 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现状，获得的数据将用于学术。本次调查期间不会

涉及您的任何信息，请您秉持科学、客观的态度进行打分，谢谢！ 

请您根据了解，对每一项指标的满意度进行打分。 

相关指标                      评价等级 优秀 良好 中等 差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制度健全、有效性     

成本控制情况     

财政资金到位率     

资金使用率     

项目完工率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行     

项目达标率     

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辖区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数     

财政公共资金拨款公平、合理性     

项目申报条件及程序合规性     

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运营状况满意度     

生态资金投入率     

生态环境满意度     

提高居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