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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任务和目标制定的行为准则，体现国

家意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国家审计在宏观

经济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监督国家重大公共政策落实是国家审计的职责与使命。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肩负着化解我国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重担，能

够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农村全面发展。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

有着内容覆盖广、影响范围大、与广大人民福祉联系紧密等特性，这就需要权威

且独立的国家审计机关介入到政策落实过程中，满足乡村振兴政策全方位、多层

次的监督需求。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文章首先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等相

关内容进行文献回顾，了解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分析乡村振兴政策落实

跟踪审计现有研究进展，总结该领域研究成果和不足。其次，阐述乡村振兴政策

落实跟踪审计理论基础，界定乡村振兴和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概念，在文献和基

础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我国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和评价的现状与存在

的问题。文章借助“四维”审计框架，确定乡村振兴政策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各阶

段的内容，构建以“形式（事前）、事实（事中）、价值和受众（事后）”为维度

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求得各层次指标权重，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

将评价结果量化，对 A 市 2022 年度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评价，

发现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情况整体良好。最后，文章对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

实跟踪审计提出“形式、事实、价值、受众”四个维度的优化措施，以期丰富乡

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研究成果。 

 

关键词：乡村振兴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审计评价 四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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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ies are codes of conduct formulated by the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 to realize the tasks and objectives of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reflecting the will of the State.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re important manifestations of a country's capacity and level of 

governance. State auditing plays a key role in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it is the duty and mission of the State audit to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national public policie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ut forward by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oulders the historical burden of resolving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new period in China and is capable of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s an important public policy,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a wide coverage of content, a large scope of 

influence, and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general public, 

which requires authoritative and independent national auditing institutions 

to interven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and to satisfy the 

demand for all-round, multi-level supervi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article firstly conduct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racking audit and other related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研究——以 A 市为例 

 

 

contents, understands the research conducted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progres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racking audit, and sums up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shortcomings in this field. Secondly, it elaborates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racking audit, 

defines the concep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racking audit, and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racking audit and evaluation in China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basic theory review. With the help of the “four 

dimensions” audit framework, the article determines the contents of the 

tracking audi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t each stage,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with the dimensions of “form (beforehand), 

fact (during), value and audience (afterward)”, and adopts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to find the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s at each level, and uses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quantify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dimensions of “form 

(ex-ante), fact (during), value and audience (ex-post)”, and the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s at each level are obtained by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quantified by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Finally, the article proposes optimization measures i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form, fact, value and audience” for the tracking 

audi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in City A, to enrich the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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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racking audi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 Policy implementation tracking audits; 

Audit and evaluation ; Four-dimension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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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乡村振兴政策部署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做好“三农”工作对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和

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解决农民就业、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乡村振兴从理论愿景转变为实践目标。2021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这使我国促进乡村振兴有法可依。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20 至 2023 年，中

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问题，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振兴乡村需要资金保障。2021 年，多部委联合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强化资金管理和使用，规定资金使用范围，强调对衔

接资金的监管力度和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 

我国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递进式推进乡村振兴政策安排和部署，政策

框架逐步建立，体系逐步完善。中央财政预算安排衔接资金的规模较大且逐年增

加，乡村振兴所需要的公共资源与公共政策投入力度加大，这就需要政府审计对

乡村振兴资金和政策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 

1.1.2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依据与现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我国各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都为乡村振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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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跟踪审计提供依据。2018 年《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实现

审计全覆盖来保证乡村振兴扎实执行。同年，审计署印发《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通过审计监督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要求构建会计监督、审计监督和村务委员会监督等多方协作的监督体系。 

2021 年 3 月，《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出台，明确

规定各级财政和行业主管部门按要求配合审计机关做好衔接资金和项目的审计、

检查等工作。6 月，《“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印发，《规划》要求审计

机关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将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列为首位，围绕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同时提出开展农业农村审计。10 月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审计法》为审计机关开展国家重大政策提供法治保障。11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规定各部门单位对各自

职责对口的乡村振兴政策、资金、项目负有监督责任。 

2023 年 5 月，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增强审计的政治属性

和政治功能，这要求审计加大对党中央重大项目、重大战略、重大举措落实落地

情况的监督力度，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布局和谋划。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关系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案例地区 A 市位于甘肃省，该省农村地域广，

农业人口多，城镇化开发程度相对较低。及时落实乡村振兴政策能够激发甘肃地

区农村发展活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甘肃省审计机关将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全省各地也积极开展审计实践。

2021 年 8 月，甘肃省审计厅出台了《关于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突出审查政策落实情况等六个方面的审

计重点。2023 年 3 月，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新时

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审计厅在《意见》聚焦的九项重点任务中，专

门把“聚焦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审计监督”作为今后乡村振兴审计的指南。 

1.1.3 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与评价的需求 

审计具有评价职能，为客观、准确的履行该职能，审计机关在评价过程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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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借助一些相对客观的指标数据作为评价的标准，而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的研究尚少，实践经验不足，评价标准不统一，这就需要开展构建乡村振兴政策

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以满足实践需求。 

审计署在《2008 至 2012 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经过探索和研究

绩效审计经验，于 2010 年建立财政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全国审计实践中，青海、

福建、安徽、江西、湖北等省份逐步印发如何建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文件；云南省出台了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评价办法。2021 年 7 月，甘肃省审计厅印发的《“十四五”甘肃审计工作发展

规划》中要求审计机关开展政策落实跟踪审计：顺着政策落实的全链条、各环节

开展跟踪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对该项政策措施的实现程度和有效性进行总体分

析评价；构建重大政策措施审计事项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而全国范围内尚无公

开的关于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规范性文件，开展相关

研究能够满足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在实践中的需求。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同乡村振兴政策辩证统一，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系统谋划，整体

推进，全局性谋划乡村发展大势；乡村振兴政策在战略指导下为其服务，精准有

力的乡村振兴政策是战略实现的基础保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服务对象是国家治理，审查政策制定是否符合国家发展目标，

是否基于国家治理的框架和原则，同时推动政策执行来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和水

平。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针对乡村振兴政策发挥监督保障作用，促进乡村

振兴政策精准落地，有效落实，高效运行，最终实现政策目标。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本质是政策绩效审计，构建政策绩效审计指标可以全面系

统的评价政策成效。本文分析我国以及案例省份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

研究现状，梳理“四维”审计视角下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思路，以 A 市为案例对该指标体系进行应用，梳理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于乡

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实践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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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我国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在审计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

善，但与财务审计等传统审计相比，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在我国推行较晚，属新型

审计模式。在国家审计实践中，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理论研究薄弱，构建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能夯实其理论基础并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乡村振

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可以科学评价政策实效，促进政策落实，保障农村群众

根本利益，促进共同富裕，其理论研究视角突出且具有深刻意义。本文在对国内

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之上，构建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

价指标体系研究框架，结合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进一步丰富学术界对于乡村振

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的探索与研究。 

2、实践意义 

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效果决定我国是否能够解决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处理

“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只有国家审计发挥好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

跟踪审计的监督作用，才能让乡村振兴政策真正落地。实践中，全国及各省份积

极开展乡村振兴审计，但缺少对农村发展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审计的评价标准，

难以全面科学衡量乡村振兴政策发展。本文以现有政策文件，审计实践，学术研

究等作为参考，开展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 A 市为

案例检验应用效果，对开展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时如何选择评价指标、

设置指标权重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具有实践意义。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本章分析研究背景及意义，阐述了文章的研究内容与研究

方法。研究国内外乡村振兴与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相关研究成果，对其进行收集、

整理和归纳，总结进行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研究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本章主要界定了乡村振兴和政策落实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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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的概念，确定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审计控制理论为理论基础，

为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部分：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现状及问题。本章根据审计署及

案例省份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开展状况，分析审计评价目前存在的问题，

为后文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构建提供方向。 

第四部分：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四维”审

计视角，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介绍评价指标体

系指标选择的原则与方法，进行指标选取，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第五部分：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对 A 市基

本情况进行介绍，将数据带入到已赋权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

量化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的现实情况，对 A 市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实进行综合

评价，分析结果并给出建议。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与展望。总结归纳上文研究结论，分析研究过程中存在

的不足，同时提出未来进一步的改进方向。 

图 1.1 为论文研究思路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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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一种经验性研究方法，旨在对现实中某一复杂、具体的现象进

行深入分析和全面考察。本文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

建，以 A 市案例为研究对象，将 A 市政策落实指标数据应用于评价体系之中，

综合评价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情况并得出审计结论，为今后的乡村振兴政策

落实跟踪审计评价体系研究提供应用思路。 

2、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针对所研究领域，通过分析相关资料、文献后形成自我认识的

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利用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PRD 锐研政策研究数据库等

资源库搜集相关文献，检索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等关键字，找到研究领

域的重要文献并整理。对比前人研究结果的共性与特性，把握乡村振兴政策落实

跟踪审计研究发展动态，寻找现有研究中的不足，最终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并运

用到本文的写作中。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1.4.1 国外研究现状 

1、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相关研究 

从全球范围来看，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空心化，人口流失，农业衰退是普遍

现象。各国依据不同国情对本国乡村发展总结出先进经验。美国于 1960 年推行

“示范城市”试验计划，形成自由延展城乡共生型一体化模式；欧洲国家总结出

循序渐进的生态环境治理型农村发展经验；以韩国“新村运动”，日本“造村运

动”为典型的东亚国家注重引导发挥农民参与治理，形成因地制宜、自下而上的

自主协同乡村发展方式；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地区形成扶持农民脱贫并提

供社会福利保障的拉美乡村治理经验。总体来讲，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先

后进行农业现代化尝试，提高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水平，农业与农村

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Ibrahim 等（2014）强调了农村内部无干预式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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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村信贷激发农业生产力和地区发展潜力。Hosseini（2015）认为乡村发展

应制定科学合理的计划，计划要阐明村庄的组织结构和结构优化战略，并为农村

住区的建设提供干预模式的指导方针。Kassiola（2017）研究我国社会空间重组

方案，认为全面、集中和协调的城乡发展需要重组城市、城郊和农村地区。Faiza

等（2021）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农村发展具有积极、乐观的影响，中小企业

融资渠道在中小企业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联系中具有干预作用，能促进发展中

国家农村地区创造财富、减轻贫困。 

2、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相关研究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下，美国审计署率先针对建设项目开展全过程审计。

Pomeranz（1987）引用建筑行业的示例，认为审计要转向前瞻性和预防性的服务，

预先审计可以防范审计风险，控制审计成本。VenetiaB 等（2017）通过一个五年

的跟踪审计实验证明全程介入的审计是项目依照标准运行的关键，可以在项目不

同阶段识别风险，增加项目成功的可能性。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具体研究集中于作

用、内容与方法。 

（1）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作用和目的相关研究中，ShulockN,BoilardS（2007）

认为审查政策实施过程可以为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提供依据，为决策执行者解决工

作困难，提高政策参与者的积极性。Kagermann（2007）认为有效落实审计人员

提供的建议可以保障政策实施。Nancy 等（2007）提出通过监控政策执行的全过

程，能及时发现并处理政策风险，确保政策高质量运行。 

（2）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内容相关研究中，Harris（2010）认为跟踪审计要贯

彻完整的政策周期，需介入政策周期的所有阶段。Rosenbach 等（2014）指出为

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需综合评价政策落实情况。 

（3）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法相关研究中，Colin Knox（1991）认为要通过确

定定量和定性的双重目标构建合理有效的政策绩效指标。Bull 等（2015）表示审

计人员能够采用四个层面，27 项指标的政策审计工具以科学系统地监督政策的

执行情况。Evelio（2016）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中利用计算机技术可以提高审计工

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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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国内研究现状 

1、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相关研究 

做好“三农”工作对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具有持续性。温铁军（1996）提出农业宏观决策研究

的目的在于解决“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要准确

把握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

经济结构矛盾这两个基本矛盾。林毅夫（2003）认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

城乡协调，“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缩小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就业

机会，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叶兴庆和徐小青（2014）提出要改革城乡分割

的二元体制，全面深化改革以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

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城乡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性和可行性，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

问题的总抓手，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要手段。学者对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1）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远意义。姜德波和彭程（2018）认为“中

国梦”需要乡村振兴，我国农村正面临人口结构失衡、产业发展之后，教育问题

突出、传统文化衰落、社会治理存在隐患、生态污染严重的问题，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点在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乡村人口的稳定、重视乡村科教和

文化建设、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四

川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智库（2018）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来论证乡村振兴战略的

合理性和必然性。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系统性、长期性、融合性、差异性的特

征。基于对四川考察的基础上，从区域选择、任务选择、路径选择、措施选择、

手段选择五个方面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林毅夫和赵秋运（2022）提出当地资源为

乡村产业赋能，同时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可以破解乡村发展瓶颈。 

（2）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具体方面来

实现。霍军亮和吴春梅（2018）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的

新目标与新任务，要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组织基础、物质基础、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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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基础。蒲实和孙文营（2018）认为乡村振兴需加强本地人才建设同时提升

对外部人才流入的吸引能力。高帆（2019）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经

济增长由高速转变为高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的提出

背景，强调指出新时代的农村产业兴旺具有四重内涵。吴理财和解胜利（2019）

发现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乡村文化除了文化功能，

还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价值和功能，得出乡村文化振兴有助于实现乡村

振兴总目标的结论。张志胜（2019）提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互促共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总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为农村生

态环境治理提供新机遇。 

（3）乡村振兴政策演进相关研究中，提到我国目前正处于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徐晓军和张楠楠（2019）阐述脱贫攻坚战略与乡

村振兴战略在政策指向，战略主体，产业发展和文化建设层面的不同，认为脱贫

攻坚为乡村振兴做好了基础性准备，有机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需进一步做好

过渡期的战略性准备。张明皓和叶敬忠（2021）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需要系统的机制构建，实现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差异性和协同性。 

（4）乡村振兴政策评价相关研究中，张挺等（2018）采用九标度法，构造

了四级层次结构模型，以乡村振兴为一级指标，利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五个方

面为二级指标，15 个三级指标，44 个四级指标来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卢向虎和秦富（2019）认为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是多目标，多维度多元化的，可以

分为目标政策体系和要素保障政策体系。张敏等（2022）基于 911 篇政策文献为

数据分析样本，采用质性分析和政策文献计量等研究方法，从政策主题、府际关

系和扩散态势三个维度对我国乡村振兴政策文献的变迁展开分析。 

2、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相关研究 

白日玲（2009）对跟踪审计的定义进行界定，认为跟踪审计的目的是提高被

审计对象的绩效，具有预防功能、披露功能、保护功能、清除功能和修补功能。

跟踪审计发展至 2023 年，应用于重大公共投资工程项目、突发性公共事件、资

源开发与环保事项、国家重大政策执行等方面。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跟踪审计的

重要实践。 

（1）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内涵、意义与目标相关研究中，谭志武（2012）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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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策执行情况跟踪审计既可以提前介入，进行全过程跟踪，也可以在审计事项

运行过程中的某一时点介入，认为跟踪审计具有时效性、阶段性和递进性、预防

性和建设性，是绩效审计的一种。张黎（2012）基于自身审计实践，对政策落实

跟踪审计依据制定政策的主体和政策涵盖内容的复杂程度进行分类，认为政策执

行跟踪审计目标是促进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和改进完善。蔡春等（2016）认为政策

执行效果审计本质目标是加强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效果。苏孜和何延平

（2016）认为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是对宏观调控政策所涉及的具体的项目建设、

项目资金和财政资金开展的持续的有重点的监督。王慧（2017）认为政策落实跟

踪审计是审计机关各地区各部门传递、执行、落实重大政策的过程和效果实施的

监督检查，具有积极作用。 

（2）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内容相关研究中，张黎（2012）认为政策落实跟踪

审计主要有政策贯彻落实情况、与政策相关的项目和资金、影响政策的作用机制

和传导机制三项审计内容。蔡春等（2016）将政策执行效果审计的内容分为政策

执行机制与过程的审计以考察其适用性与可操作性；与政策执行紧密相关的公共

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审计评估其政策意图；政策性资金与资源管理利用有效性

的审计以考察资金资源管理利用；政策执行结果审计以评估政策经济性、效率性

和效果性；政策制定后评估以分析政策的科学性、合理合法性以及协调性问题。

王慧（2017）总结，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对象是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重

点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管服”改革、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等内容展开。 

（3）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法相关研究中，沈琦敏等（2019）总结审计并行

技术的发展，强调加强嵌入式并行审计技术可融合政策跟踪审计，帮助审计人员

发现风险并及时规避。审计署上海特派办理论研究会课题组（2020）认为政策落

实跟踪审计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 Python、Neo4j、模糊匹配技术和特征工程

技术等前沿技术运用于审计工作的问题和改进手段。 

（4）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实践困境与解决对策相关研究中，浙江省审计学

会课题组（2017）从原则与目标调整、管理重点两个方面提出政策跟踪审计管理

创新路径。余应敏等（2022）分析我国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存在理论基础

弱、技术方法局限、审计质量受政策“条块分割”影响、审计资源受制约、政策

评价标准体系与审计协同机制未确立、审计队伍整体政策水平不高的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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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推行“治理导向式”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5）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相关研究中，秦荣生（2011）

认为应从经济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合理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绩效性出发，

采用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利用计算机辅助和问卷调查等技术手段开展经济政策

执行效果审计。淄博市审计局课题组（2016）从“形式”维度入手，审查政策的

“贯彻部署”情况，从“事实”维度入手，审查政策的“执行落实”情况，从“价

值”维度入手，重点关注投入资金的绩效、政策目标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情况。魏

明和席小欢（2017）基于对“三维”模式的借鉴和平衡计分卡理论的运用，提出

“五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框架，设计了五个维度的具体目标层，22 个具体

指标层来构建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体系。李洋宇（2018）认为平衡计分卡与政

策跟踪审计绩效评价维度存在内部联系。借鉴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价思路反映地方

执行国家政策的效果。苏孜和王俊锋（2018）运用公共政策生命周期理论，采取

层次分析法对X省 2014至2016年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审计评价。

李晓冬（2020）溯源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中常用的“三维”标准的理论基础，

证明其可行性，构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张龙平和熊雪梅（2020）

指出政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有过程观和目标观两种思路，运用层次分析法，

建立了四级政策执行效果审计评价指标。 

3、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相关研究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需要在乡村振兴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开展审

计监督，发挥预警、评价、问责、纠偏等监督治理作用。对乡村振兴审计内容研

究包括杜静然和赛娜（2021）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研究、张浩（2022）乡

村振兴专项资金审计研究、赵军锋和张淑缘（2023）乡村振兴项目绩效审计研究

等。本文主要研究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1）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必要性相关研究中，杜静然和赛娜（2021）

认为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必要在乡村振兴政策落实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李晓冬和

马元驹（2022）提出，国家审计应该全面覆盖乡村一级，履行监督乡村振兴实施

的公共受托责任。李歆和罗远萍（2023）认为乡村振兴政策跟踪审计是审计职能

和政策的双重需要。 

（2）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法相关研究中，余应敏和徐鑫（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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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基于我国“动态治理”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村振兴政策跟踪审计作用机理

依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价三个阶段分别实施事前、事中和事后审计，

认为应该通过数据收集、数据清洗和数据分析三个步骤将大数据技术充分运用于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3）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实践中的问题与解决对策相关研究中，仲

怀公等（2022）分析出目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突出审计

重点、加大审计结果公开力度、开展全过程审计的建议。李歆和罗远萍（2023）

提出，我国乡村振兴政策跟踪审计存在理论体系不完备、审计资源不能满足高质

量政策跟踪审计要求、审计效率不能满足政策跟踪审计全覆盖要求、审计质量不

能满足乡村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建立多层级的审计目标体系；分

类别、分阶段、协同推进；规范审计内容体系与执行标准；搭建政策跟踪审计信

息平台；推进现代技术在政策跟踪审计中的应用的完善对策。 

（4）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相关研究中，刘国

城等（2021）从利用分析法、综合法、属性分组法与交叉法四种方法，选取乡村

振兴格局、产业等八个一级指标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进行评价。李晓冬

和马元驹（2022）提出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本质是公共政策评估，是政策绩效审计，

构建覆盖全流程的“形式”、“事实”、“价值”和“受众”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

审计的四维审计模式。 

1.4.3 文献述评 

乡村振兴理论方面：国内外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理论与实践都有较为丰

富的研究。国外城市化进程较早，对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时间早，实

践成果丰硕。2018 年我国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关于乡村振

兴的研究文献在当年呈现“井喷式”增长，理论和实务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对

乡村振兴的研究逐渐由内涵和意义转变为“聚焦式”研究，由宏观政策式研究逐

渐转变为微观应用式研究。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面：我国对跟踪审计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建设工程方面，

之后逐步运用于国家重大公共事项、重大政策执行等方面。当前，政策落实跟踪

审计的研究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视角；内涵研究深入探讨了其定义特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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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制；意义研究强调了跟踪审计在政策落实中体现出的积极作用；内容和方

法研究涵盖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对象、程序、技术手段等。此外，研究还关注到

审计困境，分析当前政策落实跟踪审计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策略。

应用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环境政策、普惠金融政策、稳

增长政策、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均开展过相关研究。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体系

的构建研究理论模型呈现多样化的鲜明特点，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体系的模

型构建中，多采用公共政策生命周期理论、审计三维视角、过程观与结果观视角、

平衡计分卡等视角来进行指标选取，相关研究中，学者多利用一种视角来选取指

标，也有学者会结合多个理论或视角以更贴合文章研究内容，指标层次的权重计

算方面多选择分析法、综合法。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面：理论研究尚处萌芽阶段，开展时间相对短

暂、相关文献数量较少，研究视角也较为分散，目前尚未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理论

框架，全面性系统性的逻辑体系也尚待完善。现有研究大多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

理论与审计具体业务实践结合不足；研究框架和思路继承了扶贫审计，且研究缺

乏对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衔接过渡阶段的理论变化和评价指标变化的思考，评价

指标的构建维度比较单一，仍需深入开展针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因此，本文

将从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研究的角度出发，紧扣乡村振兴政策发展的

特点，以案例为切入点，构建适用于当前当地的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

体系，拓展该领域的研究，助力审计工作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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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为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农村

问题，提出我国要全国范围内广泛实施的国家重要战略。乡村振兴主要包括农业

振兴、农村经济振兴和农民生活振兴三个方面。农业振兴是指通过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并确

保粮食安全。农村经济振兴是指通过发展农村产业、促进农村就业、推动农村金

融发展等手段，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生活振兴是指通过改善农民生活条

件、提供公共服务、农民权益等方式，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乡村振兴旨在发挥乡

村地区的资源和潜力，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提升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

实现城乡发展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1.2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的简称，是审计机关及

审计人员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或执行过程中适时介入的动态性持续性的监督活

动。审计人员依据特定的审计程序和方法，获取与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实施效果、

政策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政策项目实施相关审计证据，出具审计报告。政策落实

跟踪审计能够分析政策缺陷及其形成的原因，分析预测政策发展方向，能及时进

行政策修偏，防范化解政策运行风险，将传统被动式的事后审计转变为新型事前，

事中的主动审计，前移关口，增强审计的预防性功能，拓宽审计范围，突出审计

服务功能。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政策层面：了解当地政策

制定和推行，关注政策制定是否同国家政策相冲突，是否适应当地发展现状，关

注政策制定的完备程度与推行的可行性，防范和化解政策风险。2、资金层面：

关注资金分配、拨付、管理情况，审查资金合规性与效益性，关注是否存在资金

截留，挪用问题并进行处理。3、项目层面：项目是政策落实的重要载体，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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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来源，审查拨款是否滞后，关注项目建设进度，审查是否存在由于资金

未到位而影响项目进度的情况。 

2.2 理论基础 

2.2.1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受托责任产生于民主政治，理论主张政府权益属于人民，人民是公共资源的

所有者。人民具有高效利用公共资源的需求，政府有解释公共受托责任的义务,需

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公共资源使用情况。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相较于人

民存在信息优势，可能会借此为自身谋取利益，造成政府信任危机，引发社会矛

盾。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要提高财政透明度，加强信息公开力度并建立专门的

机构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受托责任的监督机制能确保受托人按照公共期许和要

求，公正透明地履行其受托责任。国家审计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满足公共管理需求，

应运而生。 

在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中，受托人指代的是政府，委托人指代的是人

民群众。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委托政府管理公共

资源。乡村振兴政策是我国政府接受人民委托制定的能够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政

策体系，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可促进公共受托责任高效履行，是公共受托

责任理论的具体实践。 

2.2.2 国家治理理论 

国家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我国的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是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国家治理行使国家公权力解决社

会重大事项。国家治理能力事实上就是“政策执行力”。审计是监督国家权力的

重要途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防线，能够抵御治理风险，制约国家公权力滥

用。开展国家重大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将事后审计转变为事前事中审计，评价政

策绩效，及时反馈政策执行效果，动态调整政策方向，促进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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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对乡村振兴政策实施，资金管理与运营，

项目建设等情况进行的审查，对促进国家良治具有积极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政策

落实跟踪审计，政策方面确保地方政策制定与中央政策相一致，政策发展具有一

贯性；资金管理方面确保资金及时拨付，资金使用合法合规，透明高效；项目方

面审查项目立项合规性，评估项目进展等，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国家治

理“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国家治理理论框架指导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更加精准地定位问题，进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 

2.2.3 审计控制理论 

审计控制论认为国家审计监督的核心目标在于揭示经济运作过程中的错误

并纠正偏差，这能够协助政府强化对经济运行的管理，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手

段。审计人员控制对象为被审计单位，收集与被审计单位相关证据并评价与既定

标准的符合程度，以其审计过程为控制手段，发表审计意见，发布审计报告来影

响控制对象。审计控制本质上是间接控制方式，其核心在于信息的反馈。审计人

员监督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将审计信息与审计结果向被审计单位所有者和管

理者进行反馈，实现对被审计单位偏离行为的有效控制。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能够监督政策实施，国家审计机关工作人员开展

审计工作，对政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进行监控，发现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

中的问题后及时反馈，修正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偏差，间接控制政策运行，保证

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效果，确保乡村振兴政策得以切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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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现状及问题 

3.1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现状 

3.1.1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基本现状 

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

提出增强审计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这要求审计要加大对党中央重大项目、重

大战略、重大举措落实落地情况的监督力度，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要求和谋划。

审计署和各省审计机关积极开展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实践，2019 年起审

计署就把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实情况纳入国家重大政策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实

践当中。审计署 2019 年至今发布于官方网站的有关乡村振兴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跟踪审计的公告如表 3.1 所示： 

表 3.1 2019 年起审计署关于乡村振兴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汇总 

公告编号 审计内容 

2019 年第 6

号公告 

13 个省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措施落实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开展试点地区

黑土地保护、秸秆综合利用、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等重点事项专项调查 

2019 年第 7

号公告 
32 个贫困县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落实情况 

2019 年第 8

号公告 

31 个省乡村振兴规划编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政策

措施落实和财政惠农补贴发放管理情况 

2019 年第

10 号公告 
各地贯彻落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决策部署情况 

2020 年第 1

号公告 

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决策部署情况，重点审计了 24

个省的 24 个贫困县。 

2020 年第 4

号公告 

重点关注住房医疗教育三保障以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扶贫资金，项目管

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生猪生产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相关政策

落实情况 

2020 年第 5

号公告 

18 个省的 198 个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生产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

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2021 年第 1

号公告 

19 个省的 44 个县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粮食产后服务、高标准农

田、人居环境整治和农村道路建设等相关政策和资金情况 

资料来源：审计署官网文件整理得出 http://www.audit.gov.cn.html 

 

 

http://www.audit.gov.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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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审计署已公开披露了 10 份关于国家重大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审

计结果公告，有 8 份报告都针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的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综合

这 8 份审计结果公告，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在政策、资金及项目等

存在问题。政策方面，政策贯彻落实不够精准；资金方面，资金分配、管理与使

用存在不合规现象；项目方面，建设进展缓慢以及运营效率低下，这些问题都是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中的重要挑战。进一步分析，汇总的乡村振兴政策落实的跟踪

审计存在一些问题，过于注重事后结果的评价，而忽视了事前预防和事中监控的

重要性，审计侧重于乡村振兴资金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规性，而相对

忽视资金和政策绩效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等方面的审计。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关系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甘肃省农村地域广，农业人口多，城镇化开

发程度相对较低，依然欠发达的省情决定了乡村振兴是甘肃省下一个阶段最紧迫

最重要的工作。及时落实乡村振兴政策能够激发甘肃地区农村发展活力，构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甘肃省审计机关将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

计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全省各地也积极开展审计实践。 

2021 年 7 月，甘肃省审计厅印发《“十四五”甘肃审计工作发展规划》，《规

划》要求审计机关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开展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建立各

专业审计与国家重大政策措施有效对接机制、顺着政策落实的全链条、各环节开

展跟踪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对该项政策措施的实现程度和有效性进行总体分

析评价、构建重大政策措施审计事项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紧扣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开展农业农村审计，发挥审计在全省乡村振兴体系中的保驾护

航作用。8 月，甘肃省审计厅出台了《关于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意见突出六个方面的审计重点：规划制

定和实施情况、长效机制建立落实情况、政策落实情况、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资

金安全和绩效情况、审计查出问题跟踪整改情况，目的是在助推全省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保障作用。 

2023 年 3 月，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

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审计厅在《意见》聚焦的九项重点任务中，专门

把“聚焦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审计监督”，作为今后乡村振兴审计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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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审计厅的领导下，甘肃省各市、自治州开展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实践。甘肃省审计厅及各市州对乡村振兴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情况的汇总

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甘肃省乡村振兴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情况汇总 

实施单位 
实施时

间 
审计内容 

甘肃省审

计厅 

2021 年 7 个县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 

2022 年 
省本级 11 个部门、7 个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相关政策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 

嘉峪关市

审计局 
2021 年 

2019-2020 年乡村振兴相关政策落实及中央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审计 

金昌市各

级纪检监

察机关 

2021 年 
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围绕思想、机制、政策、投入、规划衔接强

化监督 

白银市审

计局 
2022 年 

会宁县、靖远县开展乡村振兴相关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审计 

天水市审

计局 
2022 年 天水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政策落实和资金专项审计 

武威市审

计局 
2022 年 

2021 年度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审

计 

张掖市审

计局 
2022 年 

全市乡村振兴领域各类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实施审

计；调查工作的重点为政策落实、项目实施、资金效益发挥等 

平凉市县

两级审计

力量 

2022 年 全市 2013-2020 年形成的扶贫项目资产审计 

庆阳市审

计局 
2022 年 

对涉及用于产业帮扶的相关资金分配、管理、使用，以及重点目

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流程、全链条审计；聚焦产业帮扶相关政

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定西市审

计局 
2022 年 通渭县乡村振兴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 

临夏州审

计局 
2022 年 

开展全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有效衔接审计工作，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政策措施落地 

甘南州审

计局 
2022 年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措施落实及补助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审计调查 

兰州市审

计局 
2023 年 

皋兰县 2023 年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相关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

情况审计 

陇南市审

计局 
2023 年 武都区 2021 年—2023 年乡村振兴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审计 

酒泉市审

计局 

十四五

期间 

聚焦惠农政策落实和涉农资金安全绩效，加强对农业农村相关专

项资金、项目和政策落实情况的审计 

资料来源：甘肃省审计厅、各市州审计局官方网站文件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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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来看，甘肃省从 2021 年开始进行较大范围的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

踪审计；从实施主体来看，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主要由甘肃省审计厅，市

县审计局开展；从审计内容上来看，乡村振兴审计主要对政策落实和专项资金管

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

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也逐渐成为审计机关的重点工作内容。 

3.1.2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发展过程 

国家审计持续深化，审计机关扮演国家治理参与者的角色，审计机关要揭露

经济运行中的难题并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参与政策制定，执

行与效果评估的全过程，政策制定与执行同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同步进行，及时纠

正政策问题，促进政策实现预定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要对政府

履职能力进行监督检查，特别关注乡村振兴资金管理和项目的推进情况，对政策

规定，资金拨付与管理，项目预决算等相关内容进行全面深入分析。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延续与深化。扶贫政策落

实跟踪审计中，以脱贫人口和脱贫能力为重要指标，考察扶贫政策的效果，审查

扶贫资金的效益，主要围绕经济效益开展评价。乡村振兴政策对农村工作的开展

方位更加全面，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方面共同构成战略实现的

具体框架，这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全面深化

对农业农村工作的监督，不仅开展经济效益评价，同时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的综合性多维评价，内涵更为丰富。 

《国家审计基本准则》规定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任务时，应紧密围绕审计目

标，遵循重要性原则，通过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项目的效益性、真实

性和合法性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审计意见。效益性审计的核心在

于评估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多重效益，这涵盖了环境、经济以及社会三

个维度。真实性审计则聚焦于乡村振兴政策推进过程中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审计

人员需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数据进行严格核实，确保所反映的信息真实可靠，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合法性审计则是对政策落实过程中相关主体

履职情况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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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长沙办探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立体审计模式，从横向，纵向以及垂

向三个维度进行全面跟踪监督。横向审计是基本情况审计，审查乡村振兴政策落

实的时间进展，以资金使用的程度与真实性为基础，工作量的总量与真实性为依

据；审查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宽度，关注政策执行的业务领域和地理领域。纵向审

计是效果审计，审查乡村振兴的资金效益，围绕资金拨付、使用、管理制度开展；

审查乡村振兴的政策效益，关注政策执行的可行性、经济性等评价。垂向审计是

风险导向审计，借助企业审计的思维，对被审计单位进行风险评估，开展政策落

实进度风险审计，评价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过程中可预见的内外部风险；开展政策

落实效果风险审计，评价事中与事后的效果风险。 

3.2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3.2.1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内容与范围偏窄 

审计机关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情况评价需要涉及政策、资金和项目多方面。

具体实践工作中，资金流审计涉及面广，可操作性强，评价指标直观，受到审计

机关的“青睐”。一般而言，资金量越大，越受审计机关关注，对宏观政策和项

目的审查和监督会较为全面，但乡村振兴政策中，政策触及广大农户与农民，项

目涉及面宽泛，对农村文化、组织、教育等层面的资金投入远不及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只对宏观资金进行审查容易忽视资金背后更深刻的经济内涵与决策背景，

影响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结果的深度与全面性。审计实践中正在逐步

应用立体审计、“三维”审计的评价模式，但基层审计工作中依然局限于对经济

效益的审查，评价指标也多为财务指标，审计评价内容与范围偏窄，缺乏对乡村

振兴政策落实情况多维度，全方位的审查。 

3.2.2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缺乏系统性 

审计机关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中，倾向于将乡村振兴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量化，并通过这些指标直观地展示政策效果。然而，乡村振兴作为

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政策落实效果不能仅仅通过经济指标来全面反映。在审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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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审计人员有时过于关注部分项目的审计，缺乏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的整体

性、系统性分析，这可能导致跟踪审计结果在客观性和科学性上存在一定的偏差。

只对经济定量指标审查相对表面，难以深入获得错综复杂的社会信息。因此，只

有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中对非计量因素

进行评价，挖掘政策落实中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和影响因素，可以提高政策评价

的精度，增加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3.2.3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不成熟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工作中，审计人员往往更侧重于事中与事后的审

计环节，而对于政策前期制定审查较少。在审计署发布的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报告

中，对各地区乡村振兴配套政策制定环节问题的探讨较少，未体现对政策落实“事

前”环节的审查，这可能忽视政策在制定环节出现的方向性问题。另外，在各地

开展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实践中，对事前、事中、事后的评价指标未作出

明确规定。同一项目出现多种衡量标准、相同问题评价结果存在差异、评价方法

缺乏横向纵向比较数据导致评价结果难以有效应用等问题降低了乡村振兴政策

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的公正性与科学性。 

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确保乡村振兴政策从制定到落实的

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全面、细致的审计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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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与方法 

4.1.1 “四维”审计视角 

本文所指的“四维”审计，是“三维”审计视角的拓展与延伸，在“形式、

事实、价值”三个维度的基础上，李晓冬（2020）进行拓展，加入“受众”维度，

提出应用于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四维”审计视角，构建对公共政策评

估的形式（事前）、事实（事中）、价值和受众（事后）四维审计框架。“形式”

维度上审计和评价乡村振兴政策贯彻部署情况；“事实”维度是审查政策是否被

执行进程以及如何被执行；“价值”维度关注政策的执行效果，审查资金使用效

益和政策的产出效果；“受众”维度重点关注乡村振兴政策受众群体政策参与度

及满意度评价。 

4.1.2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文章在进行指标选取时，遵循如下原则： 

1、 客观与公正原则 

客观是指在指标选取中，不以主观意愿为标准，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反映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主体的真实情况；公正指选取中保持中立，不偏

向任何一方。客观与公正原则是审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在进行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选取时的根本原则。 

2、 定性与定量结合原则 

定性原则是指在审计评价指标选取时，要基于政策的性质、特点、属性等非

量化因素，通过深入理解和分析来进行判断，关注乡村振兴政策落实的内在属性

来选择定性指标。定量原则是选取利用搜集的数据，使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来

揭示数据背后的规律趋势或关系的量化指标。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贯穿政

策执行全过程，需要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进行指标的选取。定性原则关注

乡村振兴政策的本质、目的、社会影响等方面，能提供全面的理解，定量原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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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通过分析数据提供乡村振兴政策客观精准的评价，二者相互结合，形成互补效

应，提高政策评价结果的准确性、系统性和公信力。 

3、 全面性与重点性结合原则 

“全面性”是指所选取的指标能够综合反映分析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情况，指

标选取要涵盖政策、资金与项目等方面，效益评价不仅着眼于经济效益，对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重点性是指在选取审计评价指标时要重点

关注的领域和审查对象，根据公共资金规模和项目性质来确定评价重点，提高乡

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效果和效率。全面性和重点性相结合既可以让审计人

员考虑到乡村振兴政策落实的所有方面，又可以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避免了只

关注局部而忽视整体、工作精力分散而效率低下的弊端。 

4、 可理解性与可操作原则 

可理解性原则是指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定义清晰，通俗易懂，

不同审计人员在同一指标进行解释和应用时，能够达成较为一致的理解，提高评

价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可操作性是指审计评价中选取的指标能够反映所关注领域

的实际情况，具有可行性，数据来源可靠，便于收集和分析。 

4.1.3 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层次分析法（简称 AHP）是一种将决策分为多个目标、准则或方案，进行定

量和定性分析的决策方法。AHP 视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为一个系统，通

过分解目标，建立层次结构矩阵，构造判断矩阵进行层次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等步

骤，找出最优解。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研究中，层次分析法多被用来构建指标体

系，层层分解，比较判断指标间的重要性，结合专家的逻辑判断分析与客观的精

确计算推演，能够增加指标权重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因此，本文确定层次分析法

来构建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模型并确定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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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的选取与设计 

4.2.1 形式维度的指标设置与解释 

“形式”维度是事前审计，审计机关在政策执行前期介入，审查地方政府的

配套政策的贯彻部署情况。 “形式”维度主要选取 6 个具体指标进行评价，如

表 4.1 所示： 

表 4.1 形式维度评价指标 

形式维度 B1 

事前政策部署 C1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 D1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措施的完备程度 D2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 D3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效考评制度完善性 D4 

事前资金与项目部署 C2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 D5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合度 D6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 D1。即关注地方政府政策和规章是否致力于

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是否与中央政策在多方面保持协调，共同推动国家的

发展与进步。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措施的完备程度 D2。即审核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制

定出台与国家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相适应的配套措施，地方政府有关乡村振兴配套

措施的部署情况，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省、市、县级的乡村振兴政策文件等测度。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 D3。即审核地方政府是否设立省、市、县三级专门的乡

村振兴机构，例如是否设立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等。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效考评制度完善性 D4。即审核地方政府是否为政策实

施主体建立相应的绩效考评制度，是否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激励，考评制度和激励

制度是否完善。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 D5。即对各地的乡村振兴资金进行专项

管理，以及对是否制定乡村振兴资金管理制度或对制度的完善性作出评价。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合度 D6。即审查乡村振兴政策建设项目是否

紧密结合当地的资源，是否与当地的经济社会本发展水平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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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事实维度的指标设置与解释 

“事实”维度是事中审计，审计机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介入，审查地方乡村

振兴政策是否得到实质性的执行落实。“事实”维度主要选取 8 个具体指标进行

评价，如表 4.2 所示： 

表 4.2 事实维度评价指标 

事实维度 B2 

事中政策执行 C3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乡村振兴政策参与积极性 D8 

事中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 C4 

资金投入规模 D9 

资金到位率 D10 

实施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数量 D11 

乡村振兴项目审批合规性 D12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D13 

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D14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即指乡村振兴政策是否与精准扶贫政策有效

衔接，实现政策总体稳定，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效果。 

乡村振兴政策参与积极性 D8。即考察乡村振兴政策执行主体的力度与政策

参与主体的积极程度，体现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对乡村振兴的关注程度。 

资金投入规模 D9。评估乡村振兴投入资金规模，检查资金是否与当地发展

需求相适应，资金使用是否合规。 

资金到位率 D10。指标的测度方式是将已下发的乡村振兴财政资金总额比去

计划下发的乡村振兴财政资金总额。 

实施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数量 D11。审查乡村振兴实施重大项目个数，检查真

正有多少项目得到执行，项目是否发展农村地区主导产业，审计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数量，经营规模如何，是否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乡村振兴项目审批合规性 D12。即指乡村振兴项目的审批过程是否遵循国家

及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否严格审查和评估项目的合规性。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D13。审查建设项目进展是否与计划相一致，体现乡村振

兴项目的建设效率。重大项目建设进度=（重大项目实际完成工作量/重大项目计

划完成工作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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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D14。即对前期发现的在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与使用、项目

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整改是否及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4.2.3 价值维度的指标设置与解释 

“价值”维度是事后审计，审计机关在政策执行后开展针对乡村振兴政策落

实结果的审查。“价值”维度主要选取 10 个具体指标进行评价，如表 4.3 所示： 

表 4.3 价值维度评价指标 

价值维度 B3 

经济效益 C5 

农村人均 GDP D15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社会效益 C6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 D18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D19 

农村医疗卫生室个数 D20 

乡镇文化站个数 D21 

生态效益 C7 

农村绿化率 D22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农村人均 GDP D15。可衡量政策实施地区乡村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农村人

均 GDP=农村 GDP 总额/农村总人口。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即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的比例，

是衡量农村发展水平的重要经济指标。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即按人口平均的纯收入水平，指农民在一定时期

可用于个人开支或储蓄的一部分收入，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可以反映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 D18。乡村地区通入互联网户数，反映乡村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基本情况与基础设施是否与农业经济相融合，与农民需求相符合等信息。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D19。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人数与

毕业人数之比，用于农村地区衡量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效果。 

农村医疗卫生室个数 D20。即设立的农村医疗卫生室的数量，为反映农村地

区实施乡村振兴政策后的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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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文化站个数 D21。即设立的乡镇文化站的数量，为反映农村地区实施乡

村振兴政策后文化建设水平。 

农村绿化率 D22。即衡量农村地区绿化面积是否增加，农村生态环境是否改

善。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衡量农业面污染是否改善，农业生产方式是否由粗放

型向可持续农业过渡。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农村地区处理污水量/

总污水量)×100%。评价该地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是否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

宜业美好乡村。 

4.2.4 受众维度的指标设置与解释 

 “受众”维度是事后审计，审计机关关注乡村振兴政策受众群体政策参与

度及满意度评价。 “受众”维度主要选取 3 个具体指标进行评价，如表 4.4 所

示： 

表 4.4 受众维度评价指标 

受众维度 B4 政策受益群体评价 C8 

了解度 D25 

参与度 D26 

满意度 D27 

 

了解度 D25。即乡村振兴政策受众群体对其内容、目的、实施方式的了解

程度，反映政府政策宣传力度。 

参与度 D26。即在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过程中，农民是否积极参与到乡村振

兴实践中，反映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过程中，农民是否处于主体地位。 

满意度 D27。即乡村振兴政策受众群体对政策内容、执行效果及其影响的

综合评价。政策内容的合理性、公平性、可执行性、政策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

偏差以及政策实施后的预期效果都会影响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满意度评价，反

映政策能否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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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4.3.1 评价指标层次结构 

本文构建了四级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层次结构，如表 4.5 所

示： 

表 4.5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层次结构 

目标

层 

准则

层 
子准则层 方案层 属性 

乡村

振兴

政策

落实

跟踪

审计

评价 A 

形式

维度

B1 

事前政策

部署 C1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 D1 定性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措施的完备程度 D2 定性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 D3 定量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效考评制度完善性 D4 定性 

事前资金

与项目部

署 C2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 D5 定性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合度 D6 定性 

事实

维度

B2 

事中政策

执行 C3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定性 

乡村振兴政策参与积极性 D8 定性 

事中资金

使用与项

目运营

C4 

资金投入规模 D9 定量 

资金到位率 D10 定量 

实施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数量 D11 定量 

乡村振兴项目审批合规性 D12 定性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D13 定量 

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D14 定性 

价值

维度

B3 

经济效益

C5 

农村人均 GDP D15 定量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定量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定量 

社会效益

C6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 D18 定量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D19 定量 

农村医疗卫生室个数 D20 定量 

乡镇文化站个数 D21 定量 

生态效益

C7 

农村绿化率 D22 定量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定量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定量 

受众

维度

B4 

政策受益

群体评价

C8 

了解度 D25 定性 

参与度 D26 定性 

满意度 D27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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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1、 层次分析法计算流程 

作者向审计领域专家，乡村振兴领域工作者发放调查问卷，构造两两判断矩

阵，评判各层次两两指标相比的重要程度，通过 1-9 标度法来反映乡村振兴政策

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的权重，1-9 标度法含义如表 4.6 所示： 

表 4.6 1-9 标度及其含义 

标度 重要性等级 

1 Bi 元素与 Bj元素同等重要 

3 Bi 元素比 Bj元素稍微重要 

5 Bi 元素比 Bj元素明显重要 

7 Bi 元素比 Bj元素非常重要 

9 Bi 元素比 Bj元素绝对重要 

2，4，6，8（中值） Bi 元素比 Bj元素重要性在上述两个相邻等级之间 

1，1/2,…1/9（倒数） Bi 元素比 Bj元素的重要性为 Bij，则 Bj 元素比 Bi的重要性 Bji=1/Bij 

 

各判断矩阵计算流程如下： 

（1）正规化处理判断矩阵 

bij =
aij

∑ aij
n
i=1

(i, j = 1,2,3…，n) 

（2）判断矩阵按行相加 

Vi = ∑bij

n

j=1

(i, j = 1,2,3…，n) 

（3）正规化处理向量 V=[V1,V2,…,Vn]T 

Wi =
vi

∑ vi
n
i=1

(i, j = 1,2,3…，n) 

（4）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 

λmax = ∑
(AW)i

nWi

n

i=1

(i, j = 1,2,3…，n) 

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计算流程如下： 

（1）计算一致性指标 CI 

CI =
λmax − n

n − 1
(n 为判断矩阵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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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义随机一致性指标均值 RI 

表 4.7 随机一致性指标均值 RI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RI 0.00 0.00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1.49 

 

（3）计算一致性比率 CR 

CR =
CI

RI
 

当 CR＜0.10 时，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2、 构建判断矩阵 

本文邀请了 12 名审计与乡村工作领域专家，填写判断矩阵问卷，两两判断

指标重要性，计算 12 名专家各指标判断结果的几何平均数，构成汇总矩阵，计

算各指标汇总矩阵一致性检验结果与权重，如表 4.8-4.43 所示： 

表 4.8 B1-B4 判断矩阵 

 事实维度 B1 形式维度 B2 价值维度 B3 受众维度 B4 

事实维度 B1 1.000 0.275 0.237 0.630 

形式维度 B2 3.634 1.000 0.746 2.000 

价值维度 B3 4.217 1.340 1.000 2.371 

受众维度 B4 1.587 0.500 0.422 1.000 

表 4.9 B1-B4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结果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4.004 0.001 0.890 0.002 通过 

表 4.10 B1-B4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事实维度 B1 9.683 

形式维度 B2 32.815 

价值维度 B3 41.146 

受众维度 B4 16.356 

B1-B4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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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C1-C2 判断矩阵 

 事前政策部署 C1 事前资金与项目部署 C2 

事前政策部署 C1 1.000 1.277 

事前资金与项目部署 C2 0.783 1.000 

表 4.12 C1-C2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结果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2.000 0.000 0.000 null 通过 

表 4.13 C1-C2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事前政策部署 C1 56.088 

事前资金与项目部署 C2 43.912 

C1-C2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表 4.14 C3-C4 判断矩阵 

 事中政策执行 C3 事中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 C4 

事中政策执行 C3 1.000 0.676 

事中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 C4 1.480 1.000 

表 4.15 C3-C4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2.000 0.000 0.000 null 通过 

表 4.16 C3-C4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事中政策执行 C3 40.327 

事中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 C4 59.673 

C3-C4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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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C5-C7 判断矩阵 

 经济效益 C5 社会效益 C6 生态效益 C7 

经济效益 C5 1.000 1.213 1.609 

社会效益 C6 0.824 1.000 1.406 

生态效益 C7 0.621 0.711 1.000 

表 4.18 C5-C7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3.000 0.000 0.520 0.000 通过 

表 4.19 C5-C7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经济效益 C5 40.820 

社会效益 C6 34.301 

生态效益 C7 24.879 

C5-C7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表 4.20 D1-D4 判断矩阵 

 地方政策与中央

政策的一致性 D1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

措施的完备程度

D2 

乡村振兴组

织机构 D3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

效考评制度完善性

D4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

策的一致性 D1 
1.000 0.693 1.456 1.733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

措施的完备程度 D2 
1.442 1.000 1.529 1.908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

D3 
0.687 0.654 1.000 1.130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

绩效考评制度完善

性 D4 

0.577 0.524 0.885 1.000 

表 4.21 D1-D4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4.012 0.004 0.890 0.004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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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D1-D4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 D1 27.744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措施的完备程度 D2 34.546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 D3 20.362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效考评制度完善性 D4 17.349 

D1-D4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表 4.23 D5-D6 判断矩阵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

全性 D5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

合度 D6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

全性 D5 
1.000 1.003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

合度 D6 
0.997 1.000 

表 4.24 D5-D6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2.000 0.000 0.000 null 通过 

表 4.25 D5-D6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 D5 50.083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合度 D6 49.917 

D5-D6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表 4.26 D7-D8 判断矩阵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8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1.000 0.846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8 1.18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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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D7-D8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2.000 0.000 0.000 null 通过 

表 4.28 D7-D8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45.836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8 54.164 

D7-D8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表 4.29 D9-D14 判断矩阵 

 资金投入

规模 D9 

资金到位

率 D10 

实施乡村振兴

重大项目数量

D11 

乡村振兴项目

审批合规性

D12 

重大项目建

设进度 D13 

存在问题整

改情况 D14 

资金投入规模

D9 
1.000 1.170 1.001 1.276 1.108 1.115 

资金到位率

D10 
0.854 1.000 0.774 0.963 0.926 0.858 

实施乡村振兴

重大项目数量

D11 

0.999 1.293 1.000 1.173 1.134 1.137 

乡村振兴项目

审批合规性

D12 

0.784 1.038 0.852 1.000 0.797 0.899 

重大项目建设

进度 D13 
0.902 1.080 0.882 1.255 1.000 0.905 

存在问题整改

情况 D14 
0.897 1.165 0.880 1.112 1.105 1.000 

表 4.30 D9-D14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6.006 0.001 1.260 0.001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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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D9-D14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资金投入规模 D9 18.386 

资金到位率 D10 14.817 

实施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数量 D11 18.557 

乡村振兴项目审批合规性 D12 14.774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D13 16.529 

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D14 16.937 

D9-D14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表 4.32 D15-D17 判断矩阵 

 农村人均 GDP D15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农村人均 GDP D15 1.000 1.054 0.596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0.949 1.000 0.567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1.678 1.765 1.000 

表 4.33 D15-D17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3.000 0.000 0.520 0.000 通过 

表 4.34 D15-D17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农村人均 GDP D15 27.573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26.184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46.243 

D15-D17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研究——以 A 市为例 

38 

 

表 4.35 D18-D21 判断矩阵 

 
乡村通互联网

户数 D18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 D19 

农村医疗卫生室

个数 D20 

乡镇文化站个

数 D21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

D18 
1.000 0.351 0.427 1.092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 D19 
2.848 1.000 1.060 1.805 

农村医疗卫生室个数

D20 
2.344 0.944 1.000 1.848 

乡镇文化站个数 D21 0.916 0.554 0.541 1.000 

表 4.36 D18-D21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4.027 0.009 0.890 0.010 通过 

表 4.37 D18-D21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 D18 14.758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D19 35.453 

农村医疗卫生室个数 D20 32.995 

乡镇文化站个数 D21 16.795 

D18-D21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表 4.38 D22-D24 判断矩阵 

 农村绿化率 D22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农村绿化率 D22 1.000 1.652 2.085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0.605 1.000 1.309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0.480 0.764 1.000 

表 4.39 D22-D24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3.000 0.000 0.520 0.000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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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D22-D24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农村绿化率 D22 47.930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29.36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22.708 

D22-D24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表 4.41 D25-D27 判断矩阵 

 了解度 D25 参与度 D26 满意度 D27 

了解度 D25 1.000 0.278 0.660 

参与度 D26 3.596 1.000 1.268 

满意度 D27 1.514 0.789 1.000 

表 4.42 D25-D27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3.044 0.022 0.520 0.042 通过 

表 4.43 D25-D27 层次分析结果 

 权重值(%) 

了解度 D25 17.289 

参与度 D26 50.435 

满意度 D27 32.276 

D25-D27 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层次分析法要求，求出指标权重值。 

综上所示，所有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得到最终综合权重，如表 4.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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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最终权重 

准

则

层 

权重

（%） 

子准则

层 

权重

（%） 
方案层 

权重

（%） 

综合权重

（%） 

形

式

维

度

B1 

9.68 

事前政

策部署

C1 

56.09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 D1 27.74 1.5068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措施的完备程度

D2 
34.55 1.8762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 D3 20.36 1.1059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效考评制度完

善性 D4 
17.35 0.9422 

事前资

金与项

目部署

C2 

43.91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

D5 
50.08 2.1295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合度

D6 
49.92 2.1225 

事

实

维

度

B2 

32.82 

事中政

策执行

C3 

40.33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45.84 6.0656 

乡村振兴政策参与积极性 D8 54.16 7.1677 

事中资

金使用

与项目

运营

C4 

59.67 

资金投入规模 D9 18.39 3.6003 

资金到位率 D10 14.82 2.9014 

实施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数量 D11 18.56 3.6338 

乡村振兴项目审批合规性 D12 14.77 2.8930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D13 16.53 3.2367 

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D14 16.94 3.3166 

价

值

维

度

B3 

41.15 

经济效

益 C5 
40.82 

农村人均 GDP D15 27.57 4.6311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26.18 4.3978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46.24 7.7669 

社会效

益 C6 
34.301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 D18 14.76 2.0829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D19 35.45 5.0037 

农村医疗卫生室个数 D20 33.00 4.6567 

乡镇文化站个数 D21 16.80 2.3704 

生态效

益 C7 
24.879 

农村绿化率 D22 47.93 4.9065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29.36 3.0057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22.71 2.3246 

受

众

维

度

B4 

16.36 

政策受

益群体

评价

C8 

100 

了解度 D25 17.29 2.8278 

参与度 D26 50.44 8.2491 

满意度 D27 32.28 5.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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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应用 

5.1 案例背景 

5.1.1 案例基本情况介绍 

A 市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农业增加值连续九年稳居全省第一，

坚持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市。A 市紧抓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深入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开发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新功能

新业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实施“八改”工程，

完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推动乡村移风易俗，将资源政策精力投入到三农发

展上，形成“8+N”现代农业优势主导产业发展势头。 

A 市健全乡村振兴政策，推动政策举措平稳转型支持乡村振兴。把脱贫攻坚

期内形成的组织动员、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协作帮扶、考核督导等一系列政策

举措和机制办法借鉴应用到乡村振兴上来。A 市在乡村振兴政策颁布方面循序渐

进，做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过渡，从财政、土地、法制教育、就业、生态等

多领域精准施策、完善乡村振兴工作体系。 

5.1.2 A 市审计局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概况 

A 市审计局是市政府组成部门，为正县级。“十四五”A 市审计工作发展规

划重点任务之首是：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根据 A 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省审计厅

的统一安排，以促进政令畅通为目标，按照政策审计操作指南（规程），结合年

度政策审计动态，集中力量开展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并作为各类专项审计的重点

内容，重点关注创新驱动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乡村振兴战略、生态优先战

略、城乡融合发展等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充分发挥审计专业优势，突出跟

踪审计的时效性，确保政策措施执行到位。审计工作发展规划重点任务第四点是

农业农村审计。对保障粮食安全相关、乡村建设行动实施和农业农村改革任务推

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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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审计。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是 A 市政府工作计划的重点内容，A 市政府为保障乡

村振兴实施发布了一系列规范文件。国家、省市一级均投入了大量的乡村振兴衔

接资金来保证和支撑乡村振兴的实施。A 市审计局将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与农业农

村审计列为市“十四五”规划期间核心工作。通过实现乡村振兴的全面覆盖型审

计，紧盯“三农”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对生态环境整治，乡村治理等环节开

展审计工作并取得工作实效。 

5.2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指标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为 2020-2022 年《甘肃发展年鉴》、《A 市统计年鉴》、

《A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A 市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清单》、《甘肃

农村年鉴》，A 市审计局、乡村振兴局、统计局官网上的相关文件及作者对 A 市

57 名农村居民进行的访谈、问卷所得。 

5.2.1 形式维度指标数据收集与整理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方面，A 市自乡村振兴政策实施以来，出台《A

市 2020 年脱贫攻坚工作要点》、《A 市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实施方

案》、《A 市 2021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要点》、《A 市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政策文件，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

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等国家级政策，《甘肃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提升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产业发展水平切实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的指导意见》、《甘肃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省级政

策具有一致性。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措施的完备程度方面，A 市自乡村振兴政策实施以来，颁

布产业、人才、生态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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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A 市乡村振兴主要配套政策 

政策

实施

方向 

政策名称 政策目标 

产业

方面 

《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的实施意见》 

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聚焦重点产业、加快沿山、

沿川、沿沙“三大特色产业带”发展，推动牛羊鸡菜

果菌薯药“八大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促进乡

村产业布局区域化、科技集成化、基地规模化、生产

标准化、加工集群化、营销品牌化、经营产业化全产

业链发展。 

《A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提升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产业发展水

平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实施方案》 

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健全产业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精

准落实产业配套支持政策。 

《A市供销社关于做好

“土特产”文章促进产

业振兴的实施方案》 

围绕做好“土特产”开发利用，强龙头、补链条、兴

业态、树品牌，立足资源禀赋优势，持续深化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以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发挥供销合作社经营主体多、产业链条长的优势，着

力破解当前“土特产”发展中面临的主体不强、产业

链延伸不足、助农增收作用发挥不够等堵点卡点，立

足农业农村特色资源，挖掘乡村多元价值。 

《中共 A市委办公室 A

市人民政府办关于加快

现代农业产业园规范提

升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 

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全产业链为主攻方

向，以产业发展、主体培育、三产融合、科技创新、

促农增收为重点，坚持建设、规范和提升相结合，推

进农业全要素融合，高起点打造一批规划布局合理、

要素高度集聚、设施装备先进、生产方式绿色、经济

效益显著、辐射带动有力的高标准产业园，形成特色

鲜明、定位清晰、互为补充的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为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深度推进现代农业优

势主导产业振兴三年行

动实施意见》 

现代农业优势主导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到 2023年，8

大主导产业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N个区域

优势特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度提升。 

文化

方面 

《A市乡村文化振兴规

划（2022——2025

年）》 

农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和素质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显著提高，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持续

增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富有成效，乡土文化人

才队伍不断壮大，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乡村文明水平显著提升，良好社

会风尚进一步形成，乡村文化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果。 

生态

方面 

《A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

（2021-2025 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有效

处理厕所粪污；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管控乱倒

乱排；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有条件的

村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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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实施

方向 

政策名称 政策目标 

人才

方面 

《A市推进乡村工匠培

育工作实施方案》 

挖掘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者，推荐省级乡村工匠名

师若干名，培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乡村工匠队伍。设立

一批乡村工匠工作站、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所，扶

持乡村工匠领办创办特色企业，打造乡村工匠品牌。 

农村

普法

方面 

《A市培育农村学法用

法示范户实施方案

（2022-2025 年）》 

广泛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

户培育，为全面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农村

劳动

力就

业方

面 

《A市“雨露计划＋”

就业促进行动实施方

案》 

组织引导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入读职业院校，提升

技能素质；将雨露计划毕业生纳入稳岗就业范围，对

毕业生进行岗前指导、推送就业信息、组织雨露计划

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帮助雨露计划毕业生实现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资料来源：A市政府官网披露文件整理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方面，A 市于 2019 年组建市农业农村局，整合“三农”

工作，农业投资项目，农田整治项目，水利建设项目等职责。2021 年市扶贫开发

办公室重组成立市乡村振兴局，研究乡村振兴相关问题，统筹加强扶贫项目资产

管理。乡村振兴局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等工作。2022 年，乡村振兴

组织数量趋于稳定，稳步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效考评制度完善性方面，A 市将乡村振兴成效和质量作

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和任用的重要依据，将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实施情况，作

为有关督导检查内容，纳入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

评估和乡村建设评价范围，确保乡村建设项目质量和实施效果，但尚未公开明确

的考核细则与规范性制度。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方面，根据《甘肃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项目规范化管理工作指南》、《甘肃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管理实施办法》，颁布《A 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A 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经济稳中有进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推

动涉农整合资金、衔接补助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益和

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益等优先用于乡村振兴项目，完善乡村振兴资金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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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合度方面，A 市发挥沿山、沿川、沿沙三大特

色产业带和牛羊猪禽果菜菌草“8+N”农业优势主导产业，包装开发农特产品。

建设乡村旅游样板村（乡村振兴文化旅游样板村），培育特色精品民宿，乡村旅

游合作社，乡村旅游龙头企业。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大力实施种业振兴“五大行

动”，以玉米、瓜菜、肉牛、肉羊为重点，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推动建设河

西走廊种质资源库与农牧业研发基地项目，加快种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装

备升级改造。支持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开展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2.2 事实维度指标数据收集与整理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方面，一方面，2022 年当期未发现 A 出台的长期

性与短期性的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存在冲突或其他不具备衔接性的情况；另一方面，

以产业振兴为例，A 市出台《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现

代农业产业园规范提升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建设沿山沿川沿沙“三大产

业带”大力发展“八大产业”的指导意见》、《深度推进现代农业优势主导产业振

兴三年行动实施意见》一系列政策文件，政策逐渐深入具有一贯性和衔接性。 

乡村振兴政策参与积极性方面，A 市在乡村振兴政策参与方面展现出了积极

的态度。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政策时注重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特色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迈进，实现产业迭代升级；注重乡村文

化振兴，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生态方针，开展国土绿化和防沙治沙。  

资金投入规模方面，A 市紧扣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安排使

用资金，支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积极安排本级衔接资金，并统筹用好其他渠道

资金，支持具备条件的村充分挖掘利用当地资源，有效改造利用资产，发展社会

化专业化服务，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结合本地实际，统筹兼顾脱贫村和非贫

困村实际情况，推动均衡发展。突出资金支持重点。做好统筹使用，优先支持产

业发展项目。A 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统计，如表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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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A 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统计 

时间 资金规模 

2020

年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支出方向、“三西”农业建设支出方向）预算市

15134 市万元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 930 万元 

2021

年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9181 万元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第二批）58 万元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8721 万元 

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200 市万元 

2022

年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4 万元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364 万元 

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 4300 万元 

资料来源：A市政府官网披露文件整理 

 

乡村振兴资金到位率方面，资金到位率越高，情况越好；A 市 2022 年当期

乡村振兴资金到位率 100 且当期划拨乡村振兴保障资金全部到位。 

实施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数量方面，如表 5.3 所示： 

表 5.3 2021-2022 年 A 市乡村振兴重大项目个数 

 2021 年 2022 年 增长率（%） 

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数量（个） 17 16 -5.88 

资料来源：《A市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清单》整理 

 

项目囊括生猪，肉牛，奶牛基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建设、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2022

年乡村振兴重大项目个数较上年减少 5.88%。 

乡村振兴项目审批合规性方面，A 市根据《甘肃省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指导

意见（试行）》、《甘肃省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研

究制定了《A 市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实施细则（试行）》、《A 市乡村建设任务清

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在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中，按照“村申报、乡审核、

县审定”的程序入库，落实项目入库逐级公示制度，经批准并建设竣工的项目要

在实施地公告，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县区人民政府是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和管

理的责任主体，统筹协调推进项目库建设。县级乡村振兴、农业农村部门组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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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库建设，负责做好项目汇总、监督实施等工作，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定期向本

级人民政府报告项目库建设运行情况。行业主管部门按照业务归口负责相关领域

项目谋划、组织实施工作，包括项目立项审批、入库论证、项目实施、验收评估、

动态调整等工作。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方面，A 市 2022 当期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为:(251090/466402)×100=53.84%。 

存在问题整改情况方面，当期，A 市发现乡村振兴领域问题 34 件，处理 100

人，处分 14 人。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对典型案件深

入剖析，督促发案单位扛牢责任、整改问题、完善制度，推动体制机制更加健全、

方法举措更加科学。针对审计发现的突出问题，A 市督促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

职能部门切实加强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指导和监管。 

5.2.3 价值维度指标数据收集与整理 

经济效益方面指标数据，如表 5.4 所示： 

表 5.4A 市价值维度经济效益指标数据 

 2021 年 2022 年 增长率（%） 

农村人均 GDP（元） 25474 29818 17.05 

乡村恩格尔系数 32.6 32 -1.84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4859 15899 7 

资料来源：《A市统计年鉴》、《A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所得 

社会效益方面指标数据，如表 5.5 所示： 

表 5.5 A 市价值维度社会效益指标数据 

 2021 年 2022 年 增长率（%）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户） 214556 226702 5.66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100 100 0 

乡镇卫生院床位数（张） 2852 3114 9.19 

乡镇文化站个数（个） 93 100 7.53 

资料来源：《A 市统计年鉴》、《A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所得 

 

生态效益中，农村绿化率方面，A 市开展镇区绿化、村庄绿化和环村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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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片林、庭院绿化、“四旁”绿化、森林小游园建设，构建布局合理、配套完善、

人文丰富、景观多样的乡村美景，全面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2022 年 A 市完成镇区绿化提升 21 个，绿化面积 690 亩，农村村庄绿化 205 个，

绿化面积 10840 亩，争创省级森林小镇 5 个，新建森林乡村 11 个，乡村森林小

游园 57 个，村庄绿化率达到 50%以上。 

农药化肥施用量方面，如表 5.6 所示： 

表 5.6A 市 2020-2022 年农药化肥施用量 

 2021 年 2022 年 增长率（%） 

农药化肥施用量（吨） 366803 361477 -1.45 

资料来源：《A 市统计年鉴》、《A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所得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方面，因地制宜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工

程，2022 年新建续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 20 座，农村污水治理率达到 36.8%，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2.65 个百分点。落实《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因

地制宜推进城镇污水管理网延伸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2025 年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8.5%。 

5.2.4 受众维度指标数据收集与整理 

乡村振兴政策了解程度方面，所调查的 57 名村民中，有 2 名村民表示对乡

村振兴政策“非常了解”，8 名表示“基本了解”，“了解一些”和“不太了解”的

村民分别有 30 名和 17 名，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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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A 市农村居民对乡村振兴政策了解程度分布图 

 

乡村振兴政策满意程度方面，所调查的 57 名村民中，有 14 名村民表示对乡

村振兴政策“非常满意”，33 名表示“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

的村民分别有 9 名和 1 名，如图 5.2 所示 

  

 

图 5.2 A 市农村居民对乡村振兴政策满意程度分布图 

 

乡村振兴政策参与程度方面，有 41 人表示参与到乡村振兴活动中，占调研

人数的 71.9%。 

3%
14%

53%

30%

完全了解 基本了解 了解一些 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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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结果 

模糊综合评价法可以综合评价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将定性指标转换为定量

分析，可以解决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中难以量化评价的问题。

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 A 市 2022 年度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情况。 

5.3.1 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流程 

1、 确定评价对象指标 

本文中设置 27 个评价指标，D=（D1,D2…,D27），具体评价指标已在本文第

四章中确定。 

2、 确定评价对象的评语集 

划分评语等级，本文将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语集设置为 V=（优秀，

良好，一般，较差，很差），并对评语进行赋值，如表 5.7 所示： 

表 5.7 模糊综合评价评语等级 

评语 评分 

优秀 100 

良好 80 

一般 60 

较差 40 

很差 20 

 

3、 建立单因素模糊关系矩阵 

评价已设定的评价指标 Di(i=1,2,……,n)，确定评价指标 Di 的隶属度，得到

模糊关系矩阵： 

R = [

R|U1

R|U2

……
R|Up

] = [

r11 r12 … r1𝑚

r21 r22 … r2𝑚

… … … …
r𝑝1 r𝑝2 … r𝑝𝑚

] 

4、 确定评价因素的权重 

上文中，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形成权重矩阵 W=(w1,w2,…,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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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合成指标权重矩阵与单因素模糊关系矩阵，生成评价矩阵： 

W · R = (w1,w2,…，wp) [

r11 r12 … r1m
r21 r22 … r2m
… … … …

rp1 rp2 … rpm

] = (b1, b2,…bm) = S 

利用加权平均法，计算评价结果。 

5.3.2 量化评价结果 

1、 问卷调查结果 

本文利用调查问卷法，邀请 A 市审计局、乡村基层工作者等 20 名工作人员

依照设置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对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等级打分，

如表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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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问卷调查统计情况 

2、 建立模糊关系矩阵 

整理问卷结果，形成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模糊关系矩阵，

准则层 子准则层 指标层 
优

秀 

良

好 

一

般 

较

差 

很

差 

形式维

度 B1 

事前政策部署 C1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的一

致性 D1 
12 6 2 0 0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措施的

完备程度 D2 
11 7 1 1 0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 D3 10 6 2 2 0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效考

评制度完善性 D4 
10 6 2 1 1 

事前资金与项目

部署 C2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

度健全性 D5 
11 6 2 1 0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

的契合度 D6 
12 5 2 1 0 

事实维

度 B2 

事中政策执行 C3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8 8 4 0 0 

乡村振兴政策参与积极性

D8 
9 7 4 0 0 

事中资金使用与

项目运营 C4 

资金投入规模 D9 7 7 4 1 1 

资金到位率 D10 8 9 3 0 0 

实施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数

量 D11 
6 9 3 1 1 

乡村振兴项目审批合规性

D12 
7 6 4 2 1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D13 10 7 1 1 1 

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D14 7 9 2 2 0 

价值维

度 B3 

经济效益 C5 

农村人均 GDP D15 10 7 2 1 0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10 6 3 1 0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9 8 1 2 0 

社会效益 C6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 D18 8 8 3 0 1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 D19 
18 2 0 0 0 

农村医疗卫生室个数 D20 8 9 2 1 0 

乡镇文化站个数 D21 9 8 3 0 0 

生态效益 C7 

农村绿化率 D22 14 5 1 0 0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10 8 2 0 0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9 8 2 1 0 

受众维

度 B4 

政策受益群体评

价 C8 

了解度 D25 8 8 1 1 2 

参与度 D26 8 7 2 2 1 

满意度 D27 10 6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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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9 所示： 

表 5.9A 市 2022 年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评价模糊关系矩阵 

指标层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 D1 0.6 0.3 0.1 0 0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措施的完备程度 D2 0.55 0.35 0.05 0.05 0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 D3 0.5 0.3 0.1 0.1 0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效考评制度完善性 D4 0.5 0.3 0.1 0.05 0.05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 D5 0.55 0.3 0.1 0.05 0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合度 D6 0.6 0.25 0.1 0.05 0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0.4 0.4 0.2 0 0 

乡村振兴政策参与积极性 D8 0.45 0.35 0.2 0 0 

资金投入规模 D9 0.35 0.35 0.2 0.05 0.05 

资金到位率 D10 0.4 0.45 0.15 0 0 

实施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数量 D11 0.3 0.45 0.15 0.05 0.05 

乡村振兴项目审批合规性 D12 0.35 0.3 0.2 0.1 0.05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D13 0.5 0.35 0.05 0.05 0.05 

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D14 0.35 0.45 0.1 0.1 0 

农村人均 GDP D15 0.5 0.35 0.1 0.05 0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0.5 0.3 0.15 0.05 0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0.45 0.4 0.05 0.1 0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 D18 0.4 0.4 0.15 0 0.05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D19 0.9 0.1 0 0 0 

农村医疗卫生室个数 D20 0.4 0.45 0.1 0.05 0 

乡镇文化站个数 D21 0.45 0.4 0.15 0 0 

农村绿化率 D22 0.7 0.25 0.05 0 0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0.5 0.4 0.1 0 0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0.45 0.4 0.1 0.05 0 

了解度 D25 0.4 0.4 0.05 0.05 0.1 

参与度 D26 0.4 0.35 0.1 0.1 0.05 

满意度 D27 0.5 0.3 0.15 0.05 0 

3、 计算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计算准则层与子准则层评价矩阵。 

事前政策部署 C1 评价矩阵： 

C1 = (0.2774,0.3455,0.2036,0.1735） [

0.6 0.3 0.1 0 0
0.55 0.35 0.05 0.05 0
0.5 0.3 0.1 0.1 0
0.5 0.3 0.1 0.05 0.05

] 

= (0.5450,0.3173,0.0827,0.0463,0.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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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 VT = (0.5450,0.3173,0.0827,0.0463,0.0087) =

[
 
 
 
 
100
80
60
40
20 ]

 
 
 
 

= 86.872 

 

事前资金与项目部署 C2 评价矩阵： 

C2 = (0.5008,0.4992) [
0.55 0.3 0.1 0.05 0
0.6 0.25 0.1 0.05 0

] 

= (0.5750,0.2750,0.1000,0.0500,0) 

C2 · VT = (0.5750,0.2750,0.1000,0.05000,0) =

[
 
 
 
 
100
80
60
40
20 ]

 
 
 
 

= 87.5 

事中政策执行 C3 评价矩阵： 

C3 = (0.4584,0.5416) [
0.4 0.4 0.2 0 0
0.45 0.35 0.2 0 0

] 

= (0.4271,0.3729,0.2000,0,0) 

C3 · VT = (0.4271,0.3729,0.2000,0,0) =

[
 
 
 
 
100
80
60
40
20 ]

 
 
 
 

= 84.542 

事中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 C4 评价矩阵： 

C4 = （0.1839,0.1482,0.1856,0.1477,0.1653,0.1694）

[
 
 
 
 
 
0.35 0.35 0.2 0.05 0.05
0.4 0.45 0.15 0 0
0.3 0.45 0.15 0.05 0.05
0.35 0.3 0.2 0.1 0.05
0.5 0.35 0.05 0.05 0.05
0.35 0.45 0.1 0.1 0 ]

 
 
 
 
 

 

= (0.3730,0.3930,0.1416,0.0584,0.0341) 

C4 · VT = (0.3730,0.3930,0.1416,0.0584,0.0341) =

[
 
 
 
 
100
80
60
40
20 ]

 
 
 
 

= 80.254 

经济效益 C5 评价矩阵： 

C5 = （0.2757,0.2618,0.4624） [
0.5 0.35 0.1 0.05 0
0.5 0.3 0.15 0.05 0
0.45 0.4 0.05 0.1 0

] 

= (0.4768,0.3600,0.0900,0.0731,0) 

C5 · VT = (0.4768,0.3600,0.0900,0.0731,0) =

[
 
 
 
 
100
80
60
40
20 ]

 
 
 
 

= 84.804 

社会效益 C6 的评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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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 （0.1476,0.3545,0.3300,0.1680） [

0.4 0.4 0.15 0 0.05
0.9 0.1 0 0 0
0.4 0.45 0.1 0.05 0
0.45 0.4 0.15 0 0

] 

= (0.5857,0.3102,0.1149,0.0803,0.0074) 

C6 · VT = (0.5857,0.3102,0.1149,0.0803,0.0074) =

[
 
 
 
 
100
80
60
40
20 ]

 
 
 
 

= 93.64 

生态效益 C7 的评价矩阵： 

C7 = （0.4793,0.2936,0.2271） [
0.7 0.25 0.05 0 0
0.5 0.4 0.1 0 0
0.45 0.4 0.1 0.05 0

] 

= (0.5845,0.3281,0.0760,0.0114,0) 

C7 · VT = (0.5845,0.3281,0.0760,0.0114,0) =

[
 
 
 
 
100
80
60
40
20 ]

 
 
 
 

= 89.714 

 

政策受益群体评价 C8 的评价矩阵： 

C8 = （0.1729,0.5044,0.3228） [
0.4 0.4 0.05 0.05 0.1
0.4 0.35 0.1 0.1 0.05
0.5 0.3 0.15 0.05 0

] 

=(0.4323,0.3425,0.1075,0.0752,0.0425) 

C8 · VT = (0.4323,0.3425,0.1075,0.0752,0.0425) =

[
 
 
 
 
100
80
60
40
20 ]

 
 
 
 

= 80.938 

子准则层评价矩阵汇总表如 5.10 所示： 

表 5.10 子准则层评价矩阵表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事前政策部署 0.5450 0.3173 0.0827 0.0463 0.0087 

事前资金与项目部署 0.5750 0.2750 0.1000 0.0500 0 

事中政策执行 0.4271 0.3729 0.2000 0 0 

事中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 0.3730 0.3930 0.1416 0.0584 0.0341 

经济效益 0.4768 0.3600 0.0900 0.0731 0 

社会效益 0.5857 0.3102 0.1149 0.0803 0.0074 

生态效益 0.5845 0.3281 0.0760 0.0114 0 

政策受益群体评价 0.4323 0.3425 0.1075 0.0752 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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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维度 B1 的评价矩阵： 

B1 = (0.5609,0.4391) [
0.5450 0.3173 0.0827 0.0463 0.0087
0.5750 0.2750 0.1000 0.0500 0

] 

= (0.5582,0.2988,0.0903,0.0479,0.0049) 

B1 · VT = (0.5582,0.2988,0.0903,0.0479.0.0049) =

[
 
 
 
 
100
80
60
40
20 ]

 
 
 
 

= 87.156 

事实维度 B2 评价矩阵: 

B2 = (0.4033,0.5967) [
0.4271 0.3729 0.2000 0 0
0.3730 0.3930 0.1416 0.0584 0.0341

] 

= (0.3948,0.3849,0.1652,0.0348,0.0203) 

B2 · VT = (0.3948,0.3849,0.1652,0.0348,0.0203) =

[
 
 
 
 
100
80
60
40
20 ]

 
 
 
 

= 81.982 

价值维度 B3 评价矩阵： 

𝐵3 = (0.4082,0.3430,0.2488) [
0.4768 0.3600 0.0900 0.0731 0
0.5857 0.3102 0.1149 0.0803 0.0074
0.5845 0.3281 0.0760 0.0114 0

] 

= (0.5412,0.3350,0.0951,0.0602,0.0025) 

B3 · VT = (0.5412,0.3350,0.0951,0.0602,0.0025) =

[
 
 
 
 
100
80
60
40
20 ]

 
 
 
 

= 89.084 

受众维度 B4 评价矩阵： 

𝐵4 = (1)[0.4323 0.3425 0.1075 0.0752 0.0425] 

= (0.4323,0.3425,0.1075,0.07520.0425)  

受众维度 B4 得分与政策受益群体评价一致。 

准则层评价矩阵汇总表如 5.11 所示： 

表 5.11 准则层评价矩阵表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形式维度 0.5582 0.2988 0.0903 0.0479 0.0049 

事实维度 0.3948 0.3849 0.1652 0.0348 0.0203 

价值维度 0.5412 0.3350 0.0951 0.0602 0.0025 

受众维度 0.4323 0.3425 0.1075 0.0752 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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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评价矩阵： 

𝐵 = (0.0968,0.3282,0.4115,0.1536) [

0.5582 0.2988 0.0903 0.0479 0.0049
0.3948 0.3849 0.1652 0.0348 0.0203
0.5412 0.3350 0.0951 0.0602 0.0025
0.4323 0.3425 0.1075 0.0752 0.0425

] 

= (0.4726,0.3456,0.1186,0.0524,0.0147) 

F = B · VT = (0.4726,0.3456,0.1186,0.0524,0.0147) =

[
 
 
 
 
100
80
60
40
20 ]

 
 
 
 

= 84.414 

2022 年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情况整体模糊综合评价评分值为 84.414 分 

4、 汇总综合评价结果 

汇总综合评价结果如表 5.12 所示： 

表 5.12 评价得分汇总 

准则层 具体得分 子准则层 具体得分 整体得分 

形式维度 B1 87.156 
事前政策部署 C1 86.872 

84.414 

事前资金与项目部署 C2 87.5 

事实维度 B2 81.982 
事中政策执行 C3 84.542 

事中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 C4 80.254 

价值维度 B3 89.084 

经济效益 C5 84.804 

社会效益 C6 93.64 

生态效益 C7 89.714 

受众维度 B4 80.938 政策受益群体评价 C8 80.938 

 

5.4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案例结论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综合得分为 84.414 分，整体情况良好，

仍具有优化空间。 

从指标权重结果分析，“事实”维度与“价值”维度所占权重大，意味着乡

村振兴政策落实环节中，政策执行，资金落实情况与项目的开展更能为政策带来

实效，是评价的重要部分。乡村振兴政策落实的目的要提供切实效益，为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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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民带来实质性的改善，“价值”维度的评价衡量乡村振兴政策在经济社会生

态层面为“三农”带来的收效，是政策落实的目的，对其评价得出评价结果能直

观反映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不同方面效果如何，以此来决定后

续乡村振兴项目与资金的投入方向。“形式”维度中，“事前政策部署”权重略

高于“事前资金与项目部署”，在政策执行前期，对于政策审查重要性较高，配

套政策的制定是对宏观政策的细化与深入，对政策实施事前审查能确保政策内容

的合法性，合规性，提前发现政策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保证宏观政策与配

套政策、各配套政策之间协调一致。“事实”维度中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相对重

要，确保公共资金投向乡村需要的领域，乡村振兴项目开展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受众”维度中更看重农民的参与度，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

地位是农民，只有农民参与到农业生产生活，农村发展才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 

从模糊综合评价结果来看，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四维”与综合

评价得分均处于 80-90 区间，情况良好。具体来看，“形式”维度与“价值”维

度得分相对较高，“事实”与“受众”维度得分相对较低。事前审查中，A 市颁

布了较为详尽的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与国家及省级政策相一致，资金管理制度完

善，乡村振兴项目选择符合当地环境基础与实际农业发展状况。事中审查反映 A

市在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过程中项目与资金管理仍需要完善，加大资金监管力度，

督促乡村振兴项目建设进度，及时整改资金与项目环节存在的问题。事后评价得

分较高，这说明 2022 年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带来一定的效益，经济效益显著，

农村地区人均 GDP 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发达地区农村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而实施乡村振兴政策以来，A 市农村经济效益指标与社会效益指标稳步提升。生

态方面，A 市处于大陆性干旱气候区，降水量少蒸发量大，生态环境恶劣，在乡

村振兴背景下 A 市多方面改善生态环境，强化农村地区生活污水设施的运行监

管，稳步修复生态。群众评价与参与方面，A 市农村地区群众年龄结构偏大，对

乡村振兴政策信息获取通道有限，参与到乡村振兴中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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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优化建议 

5.5.1 “形式”维度——前移审计端口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要前移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端口。在审计

实践中，政策制定阶段的预防性审计相对薄弱，目前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

踪审计仍以事后审查为主，不利于乡村振兴政策按照预期目标顺利落实。乡村振

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可以提前识别出政策在执行前存在的问题，预测和防范政策

风险，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和效率。在审计工作中要加强“形式”维度的监督，将

审计端口提前至政策制定中，评估政策目标是否与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发展目标

相一致，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长远效益。形成与

政策制定、执行、终结平行态势，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问题与不

足，形成审计与政策落实的良性循环发展。 

5.5.2 “事实”维度——引入现代审计技术手段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中，可以利用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提高审计处理，分析数据能力，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审计效率。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例如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可以分析和处理大量的乡村振兴政

策文本数据，自动化分类乡村振兴政策文本文件，归纳分析乡村振兴政策文件内

容，提取关键信息并生成乡村振兴政策目录摘要，帮助审计人员快速理解政策，

辅助审计人员发现潜在风险。利用区块链技术的透明性和不可篡改性，确保政策

执行过程中的数据真实可靠，利用区块链技术监控乡村振兴政策资金的使用情况，

防止资金挪用或滥用。 

5.5.3 “价值”维度——强化审计整改与问责 

强化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事后整改与问责机制。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

踪审计整改与问责是确保政策有效执行和审计结果得到实际应用的重要环节。乡

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整改政策落实审计工作的延续与深化通过分析问题的

根源，制定整改方案实施整改措施以及监督整改成效等多方面。确保政策得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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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效的执行，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问责是指对乡村振兴执行过程中的违规

行为或失职行为进行追责和惩处，通过问责强化乡村振兴责任人风险意识，推动

其积极履行职责，确保乡村振兴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5.5.4 “受众”维度——建立资助对象反馈机制度 

建立乡村振兴资助对象反馈机制度。有效和完善的反馈机制，可以帮助政策

制定者及时了解资助对象的需求困难和意见，从而更好的调整资助策略和政策方

向。反馈机制明确反馈渠道，畅通线上线下平台，设立政府网站、移动应用、官

方公众号、电子邮箱、热线电话、信访等反馈渠道。审计人员在开展乡村振兴政

策落实跟踪审计过程中，要积极搜集群众评价，与乡村振兴资助对象沟通政策成

效，定期汇总和分析反馈信息，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同时，要加强宣传和推广乡

村振兴政策与反馈机制，及时公开反馈处理结果，增加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

解度，参与度和信任度。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研究——以 A 市为例 

61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在保障经济、生态等国家重大政策落实方面扮演了举足轻

重的角色，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能如实反映政策执行效果，已成为国家

审计体系中的核心业务之一。 

本文在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下，以 A 市乡村振兴政策为焦点，剖析当地乡村

振兴领域实施的政策及落实情况，阐述 A 市 2022 年度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面

的现状。讨论构建与乡村振兴政策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总结的问题明确了

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四维”审计框架，包括“形

式、事实、价值和服务对象”维度。从准则层，子准则层，方案层 3 个层次和“形

式”、“事实”、“价值”、“受众”四个维度出发，共设计 27 个指标，构建乡村振兴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理清了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

计的思路和内容，将配套政策贯彻部署、政策项目和资金、政策效果、政策受益

对象评价作为审计评价的载体，以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审计相结合的审计全覆

盖要求。在邀请 12 名专家学者打分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确认了各项

指标权重，利用模糊综合评价对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进行综合评价，从“四维”视角

分析对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提出一些优化建议，更好的推动政策落实。下一

步研究方向将对构建的实务框架的内容进一步细化，强化其可操作性。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目前，对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的探究相对稀少，所以，本文

的研究缺乏成熟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缺乏实践性。本文指标设计来源于文献研究、政策研究与调研访谈，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在实践中应用，适用性和操作性有

待验证。 

第二，调查样本有限。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政策受益群体评价中

使用到问卷调查的方法，但问卷调查范围有限，调查结果与真实结果可能会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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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笔者力所能及扩大样本容量得出研究结论。 

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将持续关注乡村振兴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关注农

业农村发展情况，把握机会参与到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实践工作中，不断

验证与改进审计评价体系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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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指标权重调查问卷 

您好，该问卷应用于层次分析法指标权重确定，不搜集个人信息，请您放心

作答。 

一、填写说明 

数字标度的含义及说明如下表所示： 

标度 重要性等级 

1 Bi 元素和 Bj元素同等重要 

3 Bi 元素比 Bj元素稍微重要 

5 Bi 元素比 Bj元素明显重要 

7 Bi 元素比 Bj元素非常重要 

9 Bi 元素比 Bj元素绝对重要 

2，4，6，8（中值） Bi 元素比 Bj元素重要性在上述两个相邻等级之间 

1，1/2,…1/9（倒

数） 

Bi 元素比 Bj元素的重要性为 Bij，则 Bj 元素比 Bi的重要性

Bji=1/Bij 

二、请判断重要性程度并填写 

重要性为竖行指标比横行指标。 

1、第一层指标比较 

  

 

2、第二层指标比较 

 事前政策部署 C1 事前资金与项目部署 C2 

事前政策部署 C1 1 - 

事前资金与项目部署 C2 - 1 

 

 

 形式维度 B1 事实维度 B2 价值维度 B3 受众维度 B4 

形式维度 B1 1 - - - 

事实维度 B2 - 1 - - 

价值维度 B3 - - 1 - 

受众维度 B4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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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层指标比较 

 
地方政策与中央

政策的一致性

D1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

措施的完备程度

D2 

乡村振兴

组织机构

D3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

效考评制度完善性

D4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

的一致性 D1 
1 - - -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措

施的完备程度 D2 
- 1 - -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

D3 
- - 1 -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

效考评制度完善性

D4 

- - - 1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

全性 D5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

合度 D6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

全性 D5 
1 -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

合度 D6 
- 1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8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1 -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8 - 1 

 事中政策执行 C3 事中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 C4 

事中政策执行 C3 1 - 

事中资金使用与项目运营 C4 - 1 

 经济效益 C5 社会效益 C6 生态效益 C7 

经济效益 C5 1 - - 

社会效益 C6 - 1 - 

生态效益 C7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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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投入

规模 D9 

资金到位

率 D10 

实施乡村振兴重

大项目数量 D11 

乡村振兴项目

审批合规性

D12 

重大项目建

设进度 D13 

存在问题整

改情况 D14 

资金投入规模

D9 
1 - - - -- - 

资金到位率 D10 - 1 - --  - 

实施乡村振兴重

大项目数量 D11 
- - 1  - -- 

乡村振兴项目审

批合规性 D12 
- - - 1 - - 

重大项目建设进

度 D13 
- - - - 1  

存在问题整改情

况 D14 
- - - - - 1 

 

 

 农村人均 GDP D15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农村人均 GDP D15 1 - -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 1 -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 - 1 

 

 

 乡村通互联网

户数 D18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 D19 

农村医疗卫生室

个数 D20 

乡镇文化站

个数 D21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

D18 
1 - - -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 D19 
- 1 - - 

农村医疗卫生室个数

D20 
- - 1 - 

乡镇文化站个数 D21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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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绿化率 D22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农村绿化率 D22 1 - -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 1 -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 - 1 

 

 

 了解度 D25 参与度 D26 满意度 D27 

了解度 D25 1 - - 

参与度 D26 - 1 - 

满意度 D27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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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单因素模糊评价调查问卷： 

您好！请对 A 市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评价，在您认为的等级✔。 

 

准则层 子准则层 指标层 
优

秀 

良

好 

一

般 

较

差 

很

差 

形式维

度 B1 

事前政策部署 C1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的一

致性 D1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措施的

完备程度 D2 
     

乡村振兴组织机构 D3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绩效考

评制度完善性 D4 
     

事前资金与项目

部署 C2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制

度健全性 D5 
     

项目选择与当地实际情况

的契合度 D6 
     

事实维

度 B2 

事中政策执行 C3 

乡村振兴配套政策衔接性

D7 
     

乡村振兴政策参与积极性

D8 
     

事中资金使用与

项目运营 C4 

资金投入规模 D9      

资金到位率 D10      

实施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数

量 D11 
     

乡村振兴项目审批合规性

D12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D13      

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D14      

价值维

度 B3 

经济效益 C5 

农村人均 GDP D15      

乡村恩格尔系数 D16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7      

社会效益 C6 

乡村通互联网户数 D18      

农村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 D19 
     

农村医疗卫生室个数 D20      

乡镇文化站个数 D21      

生态效益 C7 

农村绿化率 D22      

农药化肥施用量 D2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D24      

受众维

度 B4 

政策受益群体评

价 C8 

了解度 D25      

参与度 D26      

满意度 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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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市乡村振兴政策受众群体调查 

您好！问卷用于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受众群体情况调查，请您放心填写。 

1、 您的性别： 

A 男 

B 女 

2、 您的年龄： 

A18 岁以下 

B18-35 岁 

C35-60 岁 

D60 岁以上 

3、 您的文化程度 

A 小学及以下 

B 初中 

C 高中（含中专） 

D 大学及以上 

4、 您目前从事的职业： 

A 无职业 

B 种地农民 

C 村干部 

D 事业单位人员 

E 基层公务员 

F 在读大学生 

G 外出打工人员 

H 其他 

5、 您对乡村振兴是否了解？ 

A 完全了解 

B 基本了解 

C 了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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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太了解 

6、 您对村子乡村振兴成果满意吗？ 

A 非常满意 

B 比较满意 

C 不太满意 

D 很不满意 

7、 您认为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后您家乡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些地方 

A 乡村建设发展，公共设施进一步完善，生活环境改善 

B 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企业发展 

C 政治民主化进程加速，社会法制化增强 

D 思想观念改变，逐渐易于接受社会新鲜事物 

E 生态环境转好 

F 其他 

8、 您是否参与到乡村振兴过程中？具体参与哪个环节或项目中？ 

A 是         

B 否 

9、 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后您的收入水平发生了何种变化？ 

A 上升 

B 不变 

C 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