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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国家经济、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

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引用古语“务农重本，国之

大纲”，强调了农业在国家发展中的根本地位。在新发展阶段，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是农业投资中的关键任务，是保证粮食安全及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

要环节。审计部门通过实施绩效审计能对项目建设全过程资金运用的合规性进行

监督，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和质量。然而，目前理论界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审

计方面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被审计单位政策执

行情况难以进行客观评价。因此，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此，本文首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的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进行详细介绍。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后，对国内外农田建设项目的绩效审计研究现

状进行了综述，指出当前我国该项目审计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对相关概

念进行界定，介绍 S 县区域现状并对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审计工作的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 5E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为基

础，采用案例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等构建一套涵盖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

平性和环境性五个方面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层

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对应的权重。通过对案例项目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评级，

得出了该项目的绩效审计综合评价得分。同时，基于评价得分结果对 S县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从五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最后，针对该评价指标体系的

应用从审计角度提出具体的绩效审计质量保障措施。 

 

关键词：高标准农田建设 绩效审计 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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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elfare have long been pillars 

of the nation's economy and social stabili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underscored the pivotal role of agriculture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2020 Central Rural Work Conferenc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constructing high-standard farmland is crucial for ensuring food security 

and fostering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auditing these projects, hindering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Hence, there's 

an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ally sound performance audit system 

for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thesis begins by introducing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bjec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performance audits for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reviews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highlights the 

current issues in China's audit evaluations of such projects. Defining key 

concepts, it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audit 

work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S County. 

Drawing on theories like the 5E theory and employing methods like case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s, it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covering economic,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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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t 

determines the weights for each indicator. Quantitatively rating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it derives a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score for the project.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arget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S County. Finally, specific assurance 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rom an 

audit perspective. 

 

Keywords：High 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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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农业的发展水平一直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我国农村人

口基数庞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不断推出政策和措施来加强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然而，由于土地资源紧缺、农

业现代化技术滞后以及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

生活质量和乡村的经济发展。同时，涉农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出现违规重复拨

付、资金流通延迟、使用效率不高等多种问题，严重阻碍了涉农资金发挥其应有

的效用，造成国家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如何确保涉农资金的有效和安全

投放、合规和合理使用，在科学管理的同时确保投入的资金能明显改善效益，避

免浪费、侵吞、挪用等不当行为，成为摆在政府审计部门面前的一项紧迫而艰巨

的任务。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对基层农业的投入以及对农村产业发展

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2022 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强调了高标准农田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目标是将所有的永久基本农田逐步转化为能够抗旱防涝的高标准农

田。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保护农田，同时也明确了需要进行专项审计

来保障项目实施的有效性。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提到要加强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优先将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并强化其全过

程监管。这凸显出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度关注，以及对持续改善农村生态

环境和提升农业产量的决心。表明了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以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进行研究并评价其绩效水平尤为重要。因此，本文以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绩效审计为案例进行绩效审计评价，研究与探讨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

对性的提出有效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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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目的 

本文以绩效审计的 5E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为基础，深

入解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特点，并吸收其他农田项目评价体系基础，归纳提

炼评价指标。运用案例分析法以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进行绩效审计，深

入探讨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的各个方面，构建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并对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针对案例中发现的问题，研究如何合理改进项目

的整体实施，同时为审计实践提供借鉴，加强审计监督的力量，进而杜绝国有资

产的流失。 

1.1.3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有助于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理论体系。本文运用绩效 5E

概念，并结合财政资金的特殊性以及相关理论，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经济性、效率

性、效果性、环境性和公平性五个维度来构建一套操作性强、科学完善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第二，为我国政审机关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提供依据。我国政

府绩效审计工作起步较晚，且当前高标准农田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研究集

中在土地整治、建设标准和区域设计等方面，而对项目绩效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通过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和指标，以更全面了解项目的实际效果，为我国政

审机关开展后续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标准。 

（2）实践意义 

第一，确保高标准农田项目充分发挥效益。构建高标准农田涵盖了诸多方面

的工作，包括前期选址、建设阶段的监察、后期维护以及收益评估等。各步骤的

有效执行对于确保整个项目的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 S 县高标准农

田项目的建设绩效进行深度研究，能够全方位地了解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加强项

目管理和进度监控，提高项目的投资效益。 

第二，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整体质量。本文有针对地将 S县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审计案例代入绩效评价中进行考核，分析其评价结果有助于及时发现并纠



 

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研究 

正潜在问题，提高项目的投资效益，平衡过程和产出分配，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整体质量，对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具有积极的实际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绩效审计的相关研究     

第一，关于绩效审计概念形成的研究。部分学者从经济、效率等角度对绩效

审计的概念进行界定，其中 Everard 和 Wolter（1989）认为绩效审计是从经济、

效率和效益的角度，在计划、实施和监测阶段对所有管理层次进行审计。M. Akram

（1989），Mort Dittenhofer（2001）等专家学者认为绩效审计是对组织活动的一种

评价，以确定资源的管理是否合理地考虑了经济、效率和有效性，以及是否合理

地满足了责任要求。Åge Johnsen和 Pentti Meklin等（2001）指出绩效审计，或

物有所值（VFM）审计，一直是公共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长期组成部分。

Anders Grönlund等（2011）对瑞典国家审计署（SNAO）在其作为独立的国家审

计组织向议会报告的前六年进行的绩效审计进行分类，指出在某些情况下，

SNAO将遵从性审计等同于绩效审计。 

第二，关于绩效审计目标的研究。绝大部分国家都将绩效审计的目标定义为：

通过公共审计机构及审计人员的工作，对公共资源管理使用的经济性（Economy）、

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果性（Effectiveness）进行全面的审查和评估，这三大

要素通常被总结为“3E”。财政资金绩效审计的 3E 目标实际上可以进一步扩展

成 5E 目标，也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平性（Equity）和环保性

（Environment）这两个重要的审计目标。Dalia Daujotaitė和 Irena Mačerinskienė

（2008）认为绩效审计的发展与政治和公共行政的演变平行，从一维的关注投入

（资源）控制转向更广泛地关注产出和结果的问责制。Mahbuba Khatoon Minu

（2012）指出衡量每次绩效审计的影响是审计过程中促进被审计实体绩效的重要

组成部分。Alessia Vacca（2014）认为绩效审计是确保公共部门良好治理的基石，

目的是保证透明度，从而保证民主，但更重要的是确保其效率。L.M.Sembiyeva

等（2019）指出绩效审计旨在改善准公共部门经济的质量特征，并作为一种财务

控制形式，创建评估公共部门经济中资金流动管理绩效的机制和方法。Isaev 等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search?q=Mort%20Dittenhofer
https://www.tandfonline.com/author/Johnsen%2C+%C3%85ge
https://www.tandfonline.com/author/Meklin%2C+Pentti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search?q=Anders%20Gr%C3%B6nl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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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通过研究俄罗斯联邦组织国家效率审计问题，认为国家财政机构的作用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其目的是确保预算资源的产生、分配和使用的便利

性、合法性和效率。 

第三，关于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据英国国家审计署颁布的《绩效审计手册》

（2003）指出，在绩效审计中，审计人员应当采用风险基础法来制定审计计划和

方案。部分专家学者对绩效审计方法实施合理性提出质疑，其中 Linda M. English

（2007）指出新公共管理（NPM）背景下的绩效审计面临重大挑战，一些国家绩

效审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使政策实施合法化的手段。Lockwood和 Porcelli（2016）

指出政府可以通过扩大绩效评价的覆盖面来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服务的监控力

度。 

第四，关于绩效审计评价的研究。Adriana（2007）认为绩效衡量是一个用于

支持政府自我分析以及为知情和公开辩护的决策制定提供基础的过程，并从绩效

的三要素角度分析了财务管理的质量。Kristin Reichborn-Kjennerud（2014）通过

对案例使用混合方法进行分析，指出挪威最高审计机构（SAI）主要关注管理问

题，意味着效率和有效性的关注或对管理标准合规性的评估是开放的。Warwick 

Funnell等（2016）认为审计师的独立性、技术能力和审计效用等因素阻碍了绩效

审计信用度的提升。还有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方式对绩效审计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分

析，其中 Iskandar Muda和 Erlina（2018）重点研究了上城区特宾政府，结果表明

北苏门答腊地区绩效审计并未按照规定执行，许多人员教育背景并非来自经济或

审计相关领域。 

（2）关于农田建设项目的相关研究 

第一，关于农田建设绩效评价的研究。 K.A. Lewis等（1997）指出评估程序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业绩数字指标，根据文字说明农民能够确定需要改进的

领域，其研究旨在供顾问和农民用来审查环境绩效和监测改善耕地农业的进展情

况。Rafael Crecente等（2002）通过探讨各种变量和程序，衡量了加利西亚土地

整理项目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描述了受土地整理规划影响的地区规划特征，

并与其他欧洲国家作者的结果进行比较。Gajendra S.Niroula等（2005）指出南亚

的农田正在破碎化，由于生产成本高，分散的土地所有权限制了有效的土地管理

和促进特定地点的土地使用，而这对于可持续的土地保护和增加农民收入是必不

可少的。Marlene Salete Uberti等（2018）认为质量评价传统上使用经典线性回归

模型，需要对数据进行空间建模。古典回归和空间回归的方法与地质统计技术的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uthored-by/ContribAuthorRaw/English/Linda+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uthored-by/ContribAuthorRaw/English/Linda+M.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356389014539869?journalCode=evia#con
https://www.tandfonline.com/author/Funnell%2C+Warwick
https://www.tandfonline.com/author/Funnell%2C+Warw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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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结合，足以制定和获得农村地区的价值计划并用于各种目的。Safwan 

Mohammed 等（2023）评估了广义线性模型（GLM）、随机森林（RF）、弹性网

回归（EN）和多自适应回归样条（MARS）这四种机器学习算法在预测叙利亚土

壤侵蚀和径流方面的性能。 

第二，关于农田建设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Petr Sklenicka（2006）考察了三

个研究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各项成果，重点研究了土地权属和地块布局的评价标准

后设置了两套评价标准，依据为地块的规模、形状、邻接情况、自然和社会条件

以及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收益和优势等，分别应用于事前和事后的情境中，并采用

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事前标准与三个 LC指标之间的关系。Coelho等（2001）指

出土地整理项目（LCPs）是代价高昂的农村发展行动，经常受到质疑。综合 LCPs

是地理范围限制在农村地区的土地发展行动，其前期评估涉及跨学科研究，以预

测农民行为、土地利用模式以及作物和技术的变化，并提出了结合项目评估农业

系统绩效方法的模型。Thomas L. Daniels（2019）指出即使其他因素可能影响结

果，但也存在一些衡量农田绩效的指标，包括农业产值随时间的变化、保存的总

英亩数和该县保存的农田的百分比、总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百分比变化等。

Ashraf Noumir和Michael Langemeier（2022）利用印第安纳州和爱荷华州的农田

价值数据，考察这两个州不同地点围绕顶级、中等和较差农田质量的风险和回报

特征，发现相对于优质和劣质农田，平均质量农田的权重更大。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绩效审计的相关研究 

第一，关于绩效审计概念形成的研究。我国对于绩效审计的理论探索始于

1982年，中国审计学会在 1998年将绩效审计（经济效益审计）确立为重点研究

课题。竹德操（1992）认为经济效益审计是由专门的审计部门和人员，对被审计

单位或项目的经济活动以及其结果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审查和分析。按照既定的标

准来评估经济效益的当前状况以及挖掘可能的增长空间，提出提升经济效益的建

议，以此激发被审计单位提升其经济效益的行为。宋常和吴少华（2004）认为绩

效审计的概念涵盖了审计主体、被审计对象、目标、方法等方面，其基础定义可

以概括为特定机构受命对委托者利用资产的效益性进行独立的监督。杨春玲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uthored-by/Mohammed/Safwan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uthored-by/Mohammed/Saf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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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指出政府绩效审计的理论体系应该包含管理层对决策进行全面实施和贯

彻，以及对投资决策和组织结构等进行全面的数据分析。郑石桥和韩金煜（2020）

认为财政绩效审计可以被定义为对财政绩效信息的独立验证、评估和监控。 

第二，关于绩效审计目标的研究。何洪彬（2010）指出财政预算绩效审计应

以财政预算绩效和指标的评价作为审计目标。邵世凤（2011）指出财政资金绩效

审计可分为两个层次的目标：直接目标在于对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估；

最终目标是检查公共资源责任。黄溶冰和赵谦（2012）根据研究发现，各类别间

的成效和问题评估有所不同，其中合规性和效果性作为绩效评估的主要关注点；

西部地区更常见与真实性和合规性相关的问题，而在东部地区，则常见于效率性

和效果性的问题。 

第三，关于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余玉苗和何晓东（2005）构建了核心效用

观下政府绩效审计的实施框架。刘爱松（2011）指出在选择审计目标、审计对象、

审计方法等形成审计评估时，绩效审计展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此外，它需要审

计人员根据项目情况做出专业判断。丁萍（2011）指出基层政府财政资金绩效审

计主要针对具体而复杂的经济活动。由于绩效审计的方法和技术不尽相同，审计

人员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然而，这也相应地增加了审计的风险性。张荣（2015）

指出，为完善财政资金绩效审计方法，在具体操作手段上还需应用数学统计方法

并结合信息增长时代的大数据技术。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2020）提出构建一

个以宏观政策、资金、管理效果等为关键因素的审计方法体系，以此提高审计的

效率，并实行精确的审计策略，同时推进审计技术方法的创新。陈希晖（2021）

指出财政资金绩效审计方法体系包括选项方法、取证方法、分析方法和评价方法。 

第四，关于绩效审计评价的研究。陈思维（2004）认为首先可以确定组织或

项目的主要目标，然后将这个主要目标分解为一些次级目标。然后，审计人员可

以根据这个主要目标和次级目标来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张萍（2005）认为对于可

以数字化的因素可以通过设置相应标准进行数字化描述，而对于不能数字化的因

素可以考虑引入国外“优先实践原则”的做法。李俊霞（2014）指出准确的财政

资金绩效审计指标是提高绩效审计的基本前提，随着我国经济的进步、财政政策

的动态调整以及社会环境的持续转变，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的指标和标准体系也会

适应这些变动相应地进行调整和改变。王娟（2015）指出对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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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对于推广绩效审计具有长远且深刻的影响，但前提是要明确和细化绩效评价指

标和标准。刘思和唐丽（2019）认为完整的财政资金绩效审计体系应当包括绩效

审计的目标、原则、内容以及绩效完成情况评价与反馈四个部分。 

（2）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相关研究 

第一，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产生与发展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于土地整

治范畴下的农用地整治，在 200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了加强土地开

发整理复垦的重要性。此外，有效进行中低产田的改良，提高耕地质量，建设一

批高标准农田。王新盼等（2013）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和逐级修正相结合的方法，

提出了高标准基本农田评价模型，通过实证研究为其区域划定提供了方法参考。

杨伟等（2013）指出在执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内，农村土地整治活动主要应

以基础农田整治为核心。朱传民等（2015）通过构建耕地综合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和适宜质量识别模型，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目标与要求出发，更好地分析了该尺

度下时序区域安排和建设措施的选择。方琳娜等（2020）通过对比日本、韩国农

田建设的做法，从规划、监管、标准体系、资金、信息化等方面探讨推动我国农

田建设的措施及政策建议。张凤荣（2023）认为有必要分区分类制定高标准农田

有关农田基础设施和土壤等方面标准。肖琴和李建平（2023）认为在目前实施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中，主要遇到了资金来源、动力差别、组织效能、执行难度

以及监管效率等五大难题。 

第二，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的效益和影响研究。国内学者大多从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角度对项目建设效果进行分析。在衡量经济效益时，

主要关注耕地投入与产出变化、农民收入提升以及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等关键因素。

胡新艳和戴明宏（2022）采用了双重差分模型，运用 2006-2017 年间的 30 个省

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总产量产生的影响。孙学

涛等（2023）对 280个地级市的数据应用了变系数随机前沿模型对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进行测算，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产量的影响。

在衡量社会效益时，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作业时间、农业的可持续性以及大众满

意度等。郧文聚（2015）指出通过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耕地质量与粮食产

能得到稳步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粮食安全的资源基础。陈江华和洪炜杰（2022）

基于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转入农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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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存在差异性，它主要让租赁大面积农地的农户

有更高的可能性转入农地。在衡量生态效益时，主要关注生物多样性、污染程度

以及灾害防御能力等因素。唐秀美等（2015）通过对比高标准农田建设前后耕地

质量等级的提升，来衡量其对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张志新等（2023）

认为在以旱地为主的种植区、土地流转程度高以及农村受教育程度高的省份，农

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在劳动力流动性较强的地区，对农业

绿色发展的影响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王斌等（2023）构建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政策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连续 DID 模型、中介效应模

型予以实证检验。 

第三，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绩效评价研究。曹艳玲（2016）以县（区）

级行政单位作为研究单元，创建了一个立足于“流程逻辑”框架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绩效指标体系。研究竣工项目的成效、管理效率与综合效益水平。熊冰瑶

等（2016）建立了基于区域特色的“4E”绩效评价体系。信桂新等（2017）选取

熵权法及改进 TOPSIS模型对体系进行评价，通过比较其相对于一般土地整治活

动的特殊性，在指标选取时突出了经济与社会效应，并对评价数据进行了均值化

处理和变异系数检验。谢元贵等（2018）按照可比性、系统性、完整性等原则选

取指标因子构建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王晓青等

（2018）为科学地评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执行效果，通过制定一套综合效益

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估模型，对黄淮海地区项目的总体效益及地域差异展开了

研究。王祖光（2019）根据实地考察和样本分析的成果，采取了层次分析法和熵

权法等构建了高标准农田生态评价指标体系。马晓妍等（2020）以我国 29 个省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研究重点，运用 DEA—SBM 模型计算分析其效率值，

并进一步对其进行划分，同时也指明了资金投入产出效率低下的原因。 

1.2.3 文献评述   

当前，国外的农田建设项目已经展现出成熟的状态，尤其是在生态农业的发

展方面表现突出。大量的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视角，使用多样化的方法对各个地区

的农田利用情况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从而为高标准农田评价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

未来西方学者的研究焦点将在于以环境保护、经济收益最大化以及生态景观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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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目标来推行土地整治，同时，也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灌溉管理、施肥技术、

绩效评价、农机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改进和优化。 

高标准农田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关注的新研究领域，以文献发表的数量来看，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相关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略显不足，其相关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才刚刚开始。受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对作物生产能力的影响，以及各地区高标准农

田的特性各有差异，大部分的研究侧重于地区定义、施工周期计划、建设方案以

及评估框架等领域，然而对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后期的管理体系建

设以及资金使用监管等方面的研究确实相对有限。因此，预计未来我国对于高标

准农田建设的研究将进一步注重建设过程中问题的发现和分析，以及提出相应的

解决策略。同时，后期管理主体的构建和体系的建立，以及资金使用的监管也将

是深入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些对于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以及实现

其预期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结合 S县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并借鉴其他

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绩效审计的 5E理论，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出

一套适配该项目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对该类农田建设项目的绩效审计

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在 5E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等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对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绩效审计研究。研究内容共分七个章

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详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通过对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将涉及涉农专项资金以及绩效审计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回

顾，在充分了解现状后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的

相关概念，以及 5E理论等基础理论知识。借助这些理论基础，分析了针对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第三章：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案例分析。本章在论述了 S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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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现状、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建设现状和投资情况后，提出其审计工作当中的一

些问题。通过对 S县基本情况的了解，强调了构建一个针对此类项目的绩效审计

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第四章：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本章主要阐

述了评价指标选取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所选取的各指标的具体评价内容和指标

权重的计算方法，并对该项目绩效审计的定性、定量与综合得分标准作出规定，

以此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 

第五章：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及结果分析。基于模

糊综合评价法对相关专家和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构建出

权重向量，对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第六章：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的保障措施。针对 S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评价结果，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

指标方面提出具体的保障措施。 

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研究的内容进行概况总结，同时反思文章

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期之后进一步完善或提供研究方向。 

本文的具体框架结构如下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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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思路框架 

1.3.2 研究方法 

（1）调研访谈法 

本文计划针对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进行选取，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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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与 S 县相关项目负责人进行访谈。将以对 S 县农业资金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的整合、管理和使用等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作为重点，以确保被选出的评价指

标符合层次化、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评价原则，该研究方法对于设计一个合适的

评价指标体系至关重要。 

（2）案例研究法 

本文以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研究案例，通过整合相关理论、分析当前

的问题以及汲取先前的经验，构建了一个合理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将 S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代入该评价体系中，进行深入的审计评价。通过分析利用审

计评价得出的数据，提出了一系列针对该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的具体保障

措施。 

（3）问卷调查法 

本文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面向与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相关的管

理人员、农户及专家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大量的第一手信息，

为构建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和依据，同时能够确保评价指标是基于实际、科学和可验证的信息，从而更好地

服务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管理和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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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高标准农田 

从 2005年前各粮食大省开展的“沃土工程”到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

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再到 2016年提出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提议已连续超 10 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在提出“高标准

农田”之前，我国曾先后提出了“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概念。1963

年首次提出“基本农田”，1998年在《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明确定义其为“一

定时期内满足社会发展和人口对农产品需求，根据土地整体规划确定不得占用的

耕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农业和人民对于食品质量的需求在逐渐增加，2012

年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TD/T1033-2012）》中将其描述为“一定时期内，

通过农村土地整治形成的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

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此后，国家出台的标准和

相关政策逐渐明晰了“高标准农田”的概念。 

农业农村部于 2021 年 9 月 6 日印发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

2030年）》，提出要加强政府投入保障，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以及使用效益，强调科

学布局，对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改造升级。高标准农田建设指在整个规划的期

间，专注于资源整合以及特定的策略，来打造集中、抗旱涝、节水高效、稳定且

高产，以及对生态友好的农田，保障粮食安全基础。该建设目标囊括了田、土、

水、路、林、电、技、管等八个方面。以上概念的提出目的是更好地保护农田资

源，以满足日益变化的社会需求，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加强农田质量与生

态环境保护。随着社会需求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高标准农田的定义也将持续

进化与更新。在本文中，将依据国家相关部门的最新版高标准农田定义进行研究，

并与国家政策和发展方向相一致，以确保研究的有效性及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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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绩效评价 

绩效的概念源自企业领域，主要是用来衡量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成果。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个概念已经逐渐被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且其内涵也从最初

的经济绩效变为了综合绩效。在农业领域，绩效评价不再只是关注经济收益，而

是更加注重综合的、长期的效果。这包括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对农民生活

水平的提升等方面内容，反映了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建

立一个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以确保能够全面准确地评价农

田建设项目的实际效果。 

在进行绩效审计工作时，评价指标体系起到确保审计全面性、保障关键内容

的作用。指标体系中包含了需要评价的内容与逻辑关系，不仅帮助审计人员明确

工作方向和判断依据，找出实际工作与目标工作间差距，还能够为优化决策和问

题解决提供有力支持，从而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由于指标体系设置的合理与否

直接影响绩效审计评价结果，因此，审计机关人员必须选择通用性指标涉及资金

管理和项目建设，同时根据不同类别涉农资金的性质选择具体个性化指标，以客

观的方式分析其是否满足预定的要求，以实现更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这种

评价体系能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项目的价值，找到优点和不足，从而找到改进的

途径，推动农业的持续发展。 

2.2 理论基础 

2.2.1 5E 理论 

著名美国学者 T.芬维克（1995）总结了美国审计总署（GAO）绩效审计原则，

并提出“3E”绩效评价理论，即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以及

效果性（Effectiveness）。其中，经济性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所需

的资源，包括为实现项目目标所需的所有投入，即金钱、时间、人力等资源的投

入，确保项目在合理的预算内实施与完成，并涉及对成本的严谨控制；效率性主

要关注如何利用并管理投入的资源以实现最大的输出，它看重的是输入和输出之

间的关系，即同样的投入是否能产生更多的产出，或者说对于给定的产出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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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投入，该指标可以用来衡量项目实施的过程，用来找出潜在的改进点，优化

流程，从而提高项目实施的整体效率；效果性则关注的是项目产出的质量和效益，

即项目是否达到了预设的目标，以及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是否达到了最大的效益。 

随着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益突出，各国政府对环境性及社会公平性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增加了公平性（Equity）和环境性（Environment）两个审计目标，由

此转变为 5E理论。公平性着眼于农田建设项目的产出是否公平地分配给了所有

相关者。例如，项目的经济收益是否公平地分配给了所有参与方，包括农户、劳

动者、投资者等，以及项目是否在提供服务、资源和机会等方面对所有人公平；

环境性则主要关注农田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项目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表现。比如项目是否采取了环保的农业实践，是否有措施来保护生物多

样性，是否考虑了如何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等。 

2.2.2 国家治理理论 

国家治理在古代社会通常涵盖了国家的上层统治阶级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和

管理。为进一步提升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的实施力和话语权，西方经济思想理

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策略，即国家治理。该理念主张通过强化政府在市场经

济中的活动和效能，来提升其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由于我国政治体系与

西方国家存在差别，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我国正式提出的“国家治理”方

案是对实践进行的科学总结，更加强调国家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科学、民主、依

法的方式来领导人民。 

国家的权力由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和立法部门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合理运行

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为了确保权力的正当运作，以优化公共资源的分配、保护国

民利益、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需要构建一个独立的机构以监察治理过程。作为决

策监控和管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国家审计在整个国家治理框架中独立运作，与其

他政府机构保持距离。这可以被看作是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服务型政府模

式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因此，对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绩效审计，监督与评价

涉农资金相关政策的落实与效果，能够起到推动国家治理发展、履行监督和管理

职能、确保政策目标实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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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恩里思特（Ernest Parlock）等学者最早提出受托责任理论。

1990 年杨时展先生将受托责任理论引入中国，将其作为会计、审计的本质来理

解与阐释。受托责任理论的发展推动了政府审计中内部控制、绩效评价标准等概

念和实践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受托人需要组织更多的公共资源，因管理不

善导致的腐败问题也就更容易产生，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由此产生。公共受托责任

包含委托方和受托方两个主体，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具备信息优势的一

方为受托方，由委托方聘请代理从事某领域活动，双方基于相互信任的前提建立

受托关系。 

依据该理论，中央、省级以及各级政府与人民之间均存在“受托责任”关系，

如图 2.1所示。社会大众将公共资源所需要的经费通过税收和其他方式筹集至政

府手中，上级政府向下级拨付资金用于维持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但因不可避免的

信息资源差异与核心利益互斥，公众难以做到对资金安全及合理使用进行监督与

审查，因此，委托方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受托方进行审查。随着政府公共部门的

经济运作日益稳定并呈现增长态势，同时社会的民主化步伐不断向前推进，公众

的民主观念得到了明显提升。同时，公众对于自身权利的保护意识也得到显著增

强，公共部门产出与管理效益的责任越来越受到公众监督。社会大众有权对资金

是否合理有效用之于民进行监督，公民对政府部门实施监督时更加关注其是否具

有公平性、高效性、效率性及效果性，是否真正为人民谋福祉、保障人民基本权

益。为避免基层政府在利用公共资源时因管理不善造成的资源浪费，国家审计应

对各级政府的委托责任内容进行有效监督，及时将民众对涉农专项资金来源及使

用、财政收支等工作情况公之于众。 

 

图 2.1  公共受托责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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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案例分析 

3.1 S 县区域现状 

S县位于鲁西北平原的中部，黄河下游的左岸，位于 K市南端，与省会城市

隔黄河相望，共有人口 57.6万人。总面积 1411平方千米，大部分都是广袤的平

原，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境内有 4 条铁路、4条高速公路、5 条国省道和 7 个高

速出入口。境内沿黄河 62.5千米，年引黄量 3.5亿立方米。 

S县是 K市粮食高产的代表，全县有 129万亩耕地，常年种植粮食面积达到

220万亩。两季轮作的方式，使得这里土地得到充分利用，粮食产量常年保持在

22 亿斤以上，连续 7 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是华北地区全国粮食生产功

能区试点单位。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抓住“建管用”关键环节，引入数字化、

市场化手段管好农田水利设施，同时大力推广新型节水灌溉模式，推进取水、输

配水、灌溉全过程深度节水。 

3.2 S 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现状 

3.2.1 S 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规模 

《S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讲到，要加快实施农

田水利建设、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和粮食高产示范田建设等重大基础设施改

造工程，加快实施水系绿化、城乡绿化、绿色通道、农田防护林等重点工程，加

快农田水利精细高效田间灌排系统建设，实施一批节水推广项目。每年农业基础

设施投入不低于 1.5 亿元，五年新增高标准农田 15 万亩。自“十二五”时期以

来，为确保项目达到“高标准、高效益”，S县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严格执行立

项、审批和建设程序，逐步完善工程的高标准设计、施工组织、工程监督、检查、

验收等工作，农业综合生产取得良好成效。 

从 2011年开始，S县每年开展 1-5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并呈现平缓增长

趋势。从 2011 至 2022 年，S 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110.41 万亩，其中，

2013 年、2019 年和 2022 年三个年份的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明显高于其他年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53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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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达到 15万亩、13.61万亩和 20.3万亩。在过去的几年中，S县高标准农田项

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表现出色，建成项目占项目区面积比重均在 80%以上。其中

2015 年的占比最低，仅为 82.4%，2018 年、2019 年、2021 年和 2022 年的项目

建设完成度均达到 100%，具体数据如图 3.1所示： 

 

 

图 3.1  S 县 2011-2022年建成面积与占比柱状点线图 

 

2020 年项目区建设面积共计 5 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打深 80m 机井

748眼，配套老井3眼，配套潜水泵751台，埋设0.4MpaPVC低压管道365.246km，

智能射频控制系统751套。清淤沟18.545km。埋设地下低压线缆，长度是356.5km，

架设高压线，长度是 23.588km。新建箱式变压器 73台，其中 100kVA变压器 62

台，125kVA变压器 9台，160kVA变压器 2台。修建 4m宽水泥砼田间道路共计

38条，总长 36.322km。新建水闸 5座；配套桥涵建筑物 129座，其中：盖板桥

13座，1.5m管涵桥 31座，1.0m管涵桥 25座，0.6m进地涵 60座。 

2021 年项目区建设面积共计 8 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打 84m 深机井 

915眼，配套输水管道 422.26km，桥涵 156座，新修 4m宽田间道 34.4km，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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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线 66.88km，铺设低压线 282.31km，新设箱式变压器 154台。 

2022年项目区建设面积共计 20.3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打机井 2274

眼，埋设 PVC 管道 1176.67km，新建板桥 245 座，管涵 121 座，过路穿涵 506

座，硬化田间道 178.71km，架设高压线 116.13km，铺设低压线 998.75km。新建

箱式变压器 403台，其中 30kVA 变压器 20台，50kVA 箱式变压器 86台，80kVA

箱式变压器 145 台，100kVA 箱式变压器 88 台，125kVA 箱式变压器 31 台，

160KVA 32台，200KVA 1台。 

3.2.2 S 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投资情况 

为确保 S 县高标准农田项目的顺利实施，S 县政府积极履行项目资金的责

任。其中，2013年、2019年和 2022年三个年份的投入资金较多，分别为 18351

万元、21065万元与 39585万元。而 2016年的项目投入资金最少，为 5728万元。

具体数据如图 3.2所示： 

 

 

图 3.2  S县 2011-2022年项目建设资金投入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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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22年 S县共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 20.3万亩，项目总投资 39585万

元，涉及 5 个乡镇（街道），5 个子项目，分别为：A 镇 0.6 万亩，项目总投资

1170万元；B镇 4.08万亩，项目总投资 7956万元；C镇 7.96万亩，项目总投资

15522万元；D镇 4.46万亩，项目总投资为 8697万元；E镇 3.2万亩，项目总投

资 6240万元。具体资金投入情况如图 3.3所示： 

 

 

图 3.3  S县 2022年项目建设投入资金堆积柱状图 

 

由以上堆积柱状图可知，在 2022年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中央财政

资金占比为 51%，省级财政资金占比为 33%，市级财政资金占比为 3%，县级财

政资金占比为 12%。 

3.3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相关审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3.1 绩效审计评价内容不全面 

目前，我国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审计主要集中在资金利用及项目实施

成果两个方面。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从涉农专项资金分配时就需要关注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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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留、挤占挪用、贪污等行为，即便在资金分配之后也需要进行后续落实，从全

面和综合角度对其进行审计。S县审计机关通过对该县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的审

计工作，虽然能够大致了解该项目的收益是否平衡，提出针对优化解决方案，但

其进行的绩效评价更侧重于资金的真实性、合规性审计，且仅对重点项目有所关

注，缺少对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审计工作，导致绩效审计评价指标单一，资

金使用效率、项目建设效果、环境效益以及资金分配公平性等方面的评价相对较

为缺乏，对于“绩效”的审计评价工作尚未得到充分展开。因此，S县审计机关

若想使审计部门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更应该在整个审计过程中对该项目的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进行深入考量，一方面有利于发现绩效审计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绩效审计的水平与质量。 

3.3.2 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深层原因分析不详尽 

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绩效审计，关键在于审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准确性

和偏离情况。审计人员需要依据实地考察和审计过程中找出的问题，准确推断政

策落实的程度，同时，审查政策落实不完善的深层原因。然而，通过对 S县相关

部门的审计公告的细读可以了解到，该公告只是在表述 S 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

问题，却并未对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入的探究。例如，针对“建设完成

标准”较低的问题，公告中并未明确阐述是由于项目管理不善或者资金分配不合

理等原因造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政策实施和执行仅是审计工作的一部分，

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 S 县的审计人员在得出审计结果后准确识别产生问题

的源头，进一步强化审计的监督作用，为项目的筹划与调整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

指引。 

3.3.3 审计数据量化分析不深入 

在审计工作中，通过量化分析审计数据，能够将那些难以言表或无法用文字

精准诠释的内容，转化为具体的数据进行阐明。这使得审计结果和决策过程更为

透明化，也能够避免因定性内容过多而导致报告使用者无法理解其中重点。通过

S县高标准农田审计项目了解到，由于 S县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较大、涉及工

程项目较多，无法对所有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且数据来源多元以及更新较快，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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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部门之间无法对获取数据实时共享，增加了审计人员数据分析的困难性。同

时，部分审计人员因缺乏相关经验，缺少对数据进行深层量化分析的意识，对数

据利用仅停留在简单查询、统计层面。审计人员不仅需要具备审计发展中所需的

各种基本素质，还需掌握复杂的知识结构和现代化信息技术方法，在进行数据分

析时提供充分数据支持。随着审计全覆盖深入推进，审计系统对高端人才可谓求

贤若渴，高端人才不仅在专业理论方面处于领先，面对新型问题时还能提供新思

路, S县审计局人力资源问题尤为突出。综上，S县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审计数据量

化分析领域，无论是工作技能、人员意识还是审计信息化水平，仍有较大的改进

空间。 

3.3.4 多部门协同审计配合效果不理想 

关键性的审计数据对于 S 县审计部门的工作进展至关重要，其存储在政府

各个部门的数据库中。当审计人员进行数据检索时，他们须与各部门进行协调，

并需要得到部门负责人的授权才能访问到相应的数据。然而，在 S县审计部门实

际工作执行过程中经常面临着各种挑战。由于某些部门受到保密条规的约束，部

分工作人员因担心违反规定而拒绝提供数据。有时，甚至因审计过程可能触及到

部门利益，导致部门拒绝配合，极大的增加了项目的审计时间与沟通成本。此外，

在获取审批手续过程中也会因繁琐的流程降低数据的时效性。而审计工作对数据

时效性的依赖程度很高，因为其是确保审计结果准确、可靠的关键。因此，如何

提升审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作效率，促进更高效的沟通和数据共享成为了 S县

审计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一挑战下，S县需要采取措施来建立更加紧密

的合作机制。可以考虑制定明确的数据共享协议，明确各部门在审计工作中的协

作责任和义务。培训各部门人员，提高其对审计工作的理解，有助于减少由于保

密和责任担忧而产生的障碍。此外，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数据获取的程序，可以

提高审计时效性，确保审计工作所需的实时数据得以及时获得，以更好地支持审

计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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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缺乏科学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S 县审计局通常会参照被审计单位的绩效自评指标体系进行绩效审计评价，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评价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但却并不科学。因该方法存

在主观性，尽管适用于被审计单位自评，但可能导致权重分配不合理、指标分值

相互依赖等问题。且因为政府部门和审计机关所关注的焦点和评价标准有所不同，

审计机关的绩效审计评价更注重整个建设过程的综合绩效，而非仅限于规范和管

理。因此，简单地将政府部门的自评指标体系应用于审计评价并不科学合理。综

上所述，为了确保我国涉农资金绩效审计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有必要建

立起符合国情和审计实践需要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设置方法。只有如此，才能

更好地推动我国绩效审计评价工作的规范化和提升，为涉农资金的有效管理和利

用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 

3.4 构建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必要性 

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过程中，准确评价和审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是

关键。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程度和科学性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审计的实际成

果能产生直接影响。通过有效的绩效审计，有助于全面了解项目实施的效果，确

保项目资金得到合理高效利用，从而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取得实质性成果。

目前，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绩效审计工作，审计部门仍处于探索阶段，由

于缺乏全面且科学的评价体系指引导致审计人员缺少主动性，仅针对被审计单位

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计，而未能提供深入的改进指导。因此，建立

科学的高标准农田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变得至关重要。基于以上原因，本

文以绩效审计的 5E理论为起点，构建了一个针对性强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对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评价，并识别其中的问题，旨在推动该项目在之

后的阶段能够持续且健康地进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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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原则 

科学且合理的评价指标是本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必须遵循

正确的指标构建原则。因此，本文在遴选评价指标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几项

原则。 

4.1.1 合规性原则    

在构建合规性相关指标时，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审计

署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审农发〔2018〕27号）以

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相关政策要求，第一，对

于资金申报过程需要确保其完全透明性，特别关注是否有欺骗、套取或者违规获

取农业补助资金的行为；第二，对于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需要注重是否遵守了

法定的招投标程序，以防止违规发包、滥用和挪用资金等行为；第三，对于惠农

补贴的享受需要验证是否存在违规、超出设定范围或标准，以及理应享受但未能

享受等情况。同时，需要关注政府机构是否滞拨、闲置或挪用补贴资金，惠农政

策是否落实到位，农业补贴资金的合规性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问题。 

4.1.2 经济效益原则 

在构建经济效益指标时，选取指标应重点明确，简洁清晰，便于审计人员理

解与使用。本文在经济效益方面需关注是否落实切实可行的相关政策，数据时效

性与准确性是否达标，以及涉农财政资金拨付项目对农村社会的实际影响。一是

考查是否存在效益低下、损失浪费等问题；二是针对拨付的涉农专项资金管理，

关注资金发放是否到位，资金流向是否清晰；三是对具体项目收益情况，是否存

在绩效不佳等问题。确保这些领域之间有协同作用，以达到更显著的综合效果。

这些关注点的评估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农村发展的问题和机遇，为未来的决策提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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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可操作性原则 

可操作性意味着选取的指标能够概括和提炼当前研究现状和特定理论，将抽

象的内容具体化，以便于后续研究。在构建评价体系时，必须确保指标具有可操

作性，选择的指标数据可通过文献查找或实地调查等方法直接获取，并且受到社

会和公众的关注。由于审计人员需要根据指标要求进行客观独立的操作，因此在

设定评价指标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获取相关数据的难易程度，还需要考虑获

取数据后审计人员进行处理的可操作性。同时，应可能地构建合理、可靠且易于

量化的指标体系。可操作性贯穿整个研究流程，直接影响研究结果。为避免主观

因素的介入，本文选择了可以量化的较为客观的指标进行研究。 

4.1.4 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原则 

在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时，考虑到客观性，评价指标

多以选择定量指标，如专项资金利用率、农业产值新增率、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

率和基础设置占地率等。然而，在涉及群众满意度、资源配置公平性、环境改善

程度、信息公示情况等具有主观性且无法具体量化的情况时，需要采用恰当的定

性方法将其纳入到指标体系中进行评价。这种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评价方法，可

以更全面地反映高标准农田项目的绩效状况，确保指标体系的全面和完整。 

4.2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选取 

高标准农田项目极具中国农业发展特色，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多种客观因素，

构建全新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以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

例，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绩效审计 5E理论，参考了国内外对相

关农业建设项目绩效审计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和被审计对象

的突出特点，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规范》（GB/T33130-2016）等

标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在选择指标的过程中，尽量贴近案例所需的指标，从经

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等方面综合考量，按照具体需求和专家

建议对其进一步修正，从而选取出能最有效地反映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情

况的指标并进行详尽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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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经济性指标的选取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审计中，经济性评估关注成本控制、资源利用效率和

整体经济效益。通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确保项目实现成本最小化、资源最优利

用，实现可持续经济效益。 

（1）资金使用 

①资金使用合规率 

资金使用合规率是指在特定项目、活动或领域中，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

规、政策、规章制度以及财务管理规定的程度。这一指标能够评估组织在使用资

金时是否遵循了设定的法律和财务标准，反映组织对于财务管理和项目实施中法

规遵从性的控制和执行情况，以确保资源的合法性、透明性和规范性。 

计算资金使用合规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资金使用合规率=（
符合合规要求的资金使用额

总资金使用额
）*100% 

其中，符合合规要求的资金使用额是指在法规和政策框架内、符合财务管理

规定的资金使用额。总资金使用额是指项目或活动实际使用的全部资金金额。 

②专项资金利用率 

专项资金利用率是指专门用于特定目的的经费在项目或活动中的有效利用

程度。它反映了专项资金在达到预定目标或完成项目任务的过程中的经济效益，

考查资金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和管理。 

专项资金利用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专项资金利用率＝（
实际使用专项资金

核定拨款或预算额
）*100% 

其中，实际使用专项资金是指在项目或活动中实际支出的专项资金金额。核

定拨款或预算额是指最初获批的专项资金数额，即预先确定的资金限额。 

（2）资金管理 

①资金节超率 

资金节超率是指在项目或组织的资金管理中，实际使用的资金相对于预算计

划的节省或超支的比率。这一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实际支出与预算计划之间的差异，

有助于项目管理团队、财务人员和决策者及时调整预算计划和资金使用策略，以

更好地管理资金并确保项目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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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节超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资金节超率=（
计划预算资金−实际使用资金

计划预算资金
）×100% 

其中，实际使用资金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实际用于项目的总资金。计划预算

资金是指在相同时间段内预先计划分配给项目的资金。 

②资金挤占挪用率 

资金挤占挪用率是评估资金使用透明度和合规性的内部指标，用来衡量项目

执行中资金是否被挤占、挪用或用于非法目的的程度。这一指标能够提高对项目

经费使用的监控，防范潜在的财务不当行为，确保资金用于合法、合规的目的。

在高标准农田项目中，这种监控对于确保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非常重要。 

资金挤占挪用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资金挤占挪用率=（
挤占挪用资金总额

总资金支出
）×100% 

其中，挤占挪用资金总额是指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被挤占、挪用或非法使用的

资金总金额。总资金支出是指在相同时间范围内项目实施的总资金支出。 

4.2.2 效率性指标的选取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审计中，效率性指标通过在成本、时间、收益等多方

面进行科学分析，衡量项目用最少的资源（例如资金、人力、时间等）实现预定

目标的能力。目的是为了评估和优化项目的运行方式，从而能够用更经济、高效

的方式达成项目目标。 

（1）资金落实 

①资金到位率 

资金到位率是一个衡量资金筹措情况的指标，主要用于评估计划或项目所需

资金与实际获得资金之间的比例。这一比率反映了项目所需的资金是否得以充分

融资或到位，帮助评估项目或组织的财务健康状况和执行效率。 

资金到位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资金到位率=（
实际到位资金

计划资金
）*100% 

其中，实际到位资金是指项目或计划实际获得的经费或融资金额。计划资金

是指项目或计划规划和预算的总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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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资金到位及时性 

资金到位及时性指的是在农业领域，为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所需的资金

能够及时到位的程度或速度。通过向 S县工作人员发放问卷，了解各项资金是否

按项目进度及时到位。 

（2）项目执行 

①项目完成及时性 

项目完成及时性指的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按照规划和预定时间表，能够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程度。通过向 S县工作人员发放问卷，了解 S县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预定目标是否如期完成，以及未完成的理由是否充分。 

②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支出与预算数额之间的比例关系。用于衡

量组织或实体在财务管理中对预算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提供有关财务管理绩效

的重要信息，反映组织对于财务计划的执行能力以及对资源使用的掌控程度。管

理层通常会关注并分析预算执行率，以进行决策、改进预算编制和提高财务管理

效率。 

预算执行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预算执行率=（
实际支出

预算数额
）*100% 

其中，实际支出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实际使用或支出的资金金额。预算数额

是指在同一时间段内事先规定的、计划中的预算金额。 

4.2.3 效果性指标的选取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审计中，效果性指标的选取综合考虑了各个关键因素，

而非单一角度评估。其核心焦点在于对项目计划目标实现程度的审计，着重评估

项目是否成功达到预期目标，并深入考察项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项目完工 

①项目完成率 

项目完成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已经完成的项目工作量占总项目计划工作量

的比例，通常用于评估项目的进度和达成目标的程度，是项目管理中常用的监测

和评估工具之一。这一指标有助于项目团队和管理层及时发现问题、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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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项目完成率的计算方式取决于项目的性质和规模，但一般可以使用如下公式： 

项目完成率=（
实际完成工程量

计划完成工程量
）*100% 

其中，实际完成工作量是指项目在特定时间段内已经实际完成的部分。计划

完成工作量是指项目整体计划要完成的工作。 

②已完工项目合格率 

在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中，监测和提高已完工项目合格率对于确保项目成功

和客户满意度至关重要。该指标是指在所有已完成的项目中，符合一定标准或质

量要求的项目所占的比例，用于衡量项目完成阶段的整体质量水平。 

已完工项目合格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已完工项目合格率=（
合格项目数量

已完成项目总数
）*100% 

其中，合格项目数量是指在所有已完成的项目中，满足一定标准或质量要求

的项目数量。已完成项目总数是指在特定时间段或范围内已经完工的所有项目数

量。 

（2）经济效益 

①农业产值新增率 

农业产值新增率是一个重要的农业经济指标，它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

和发展水平。这是一种衡量农业部门在一定时期内产出量增加的幅度的指标，通

常用百分比表示。 

农业产值新增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农业产值新增率=（
本期的农业总产值−上一期农业总产值

上一期农业总产值
）*100% 

其中，本期的农业总产值是当前考察期间内农业部门的总产出值。上一期农

业总产值是上一考察期间的农业总产出值。 

②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率 

农业生产成本减少量是指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通过采取一些有效的农业生

产策略，使得农业生产成本相比于此前有所降低的那部分成本。农业生产成本降

低率是用来衡量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时间段内降低的比例。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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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率=（
初始农业生产成本−现在的农业生产成本

初始农业生产成本
）*100% 

③粮食产能新增率 

粮食产能新增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特定地区新增的粮食产能占原有总粮食

产能的比例。这一指标用于评估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尤其是针对粮食作物的生

产水平的改善，在农业规划和政策制定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帮助决策者了解

农业生产的进展和可持续性。 

粮食产能新增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粮食产能新增率=（
新增的粮食产能

原有总粮食产能
）*100% 

其中，新增的粮食产能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新增投入的资源和技术，以提高

粮食产量的部分。原有总粮食产能是指在起始时期的全部粮食产量。 

④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面积增加率 

建成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面积，是指通过实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升土地改

造标准，打造出能在旱涝极端天气条件下均能保证良好产量的农田的总面积，从

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面积增加率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旱涝

保收高标准农田的总面积增长的比例。 

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面积增加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旱涝保收高标准农

田面积增加率=（
现在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面积−初始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面积

初始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面积
）*100% 

（3）社会效益 

①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率 

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率是一个衡量农业生产机械化提高程度的指标。它不

仅反映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还能体现科技进步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该项指标以机械化耕作的面积为衡量依据，更为直观地展示了农业机械在农田

作业中的运用程度。 

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率=（
本年度机械化操作面积−前一年度机械化操作面积

前一年度机械化操作面积
）*100% 

②受益总人数 

受益总人数是指在项目实施后，能够从项目成果中获得直接或间接好处的所

有群体和个人的数量。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项目的社会效益，反映了项目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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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范围和深度，以及项目对提升生活质量，改善环境，增加就业，提高收入等方

面的贡献。 

③群众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是指在农田建设中，受益于该项目的农户对项目实施所产生的影

响和效果的满意程度。通过向 S县受益农户发放问卷，了解农户在项目中对生活

条件、收入、生产方式、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满意程度。 

4.2.4 公平性指标的选取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审计中，公平性指标主要关注项目的资源分配、利益

受益群体及决策过程是否展现出公平性。这涉及到项目的资金、人力和其他资源

是否被公正地分配，所有受益群体是否能公平享受利益，以及项目的决策过程是

否充分、公平地考虑了所有相关方的利益。 

（1）项目实施 

①参与公平性 

参与公平性用以衡量各利益相关方在项目决策、管理、监督等环节中是否有

公平的参与机会和权力。例如，农户、民众在项目决策、反馈、投诉等环节的参

与度。 

②资源配置公平性 

资源配置公平性用以衡量资金、土地、技术等重要资源在项目过程中是否得

到公正、合理的分配。 

③效益分配公平性 

效益分配公平性主要考察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包括农户、项

目承建方、地方政府等）是否能得到公正的利益回报。比如，农户能否通过土地

转让、农作物收益等方式得到合理的收入；项目承建方是否能通过合理的建设计

费、管理费等获取利益。 

（2）项目管理 

①信息公示情况 

信息公示情况是指组织在实施项目前是否公示相关规划、实施项目中是否公

示相关进度，以及项目验收后是否公示验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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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工作程序合规性 

工作程序合规性是指工作组在工作过程、方法和步骤方面是否严格按照既定

的相关规章制度和流程进行。 

4.2.5 环境性指标的选取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审计中，环境性指标是项目最终成果评估的关键指标

之一，在五个指标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环境性指标是用于评估项目、活动或

政策对环境影响的一组度量或标准。这些指标用于量化和监测特定活动对自然环

境的影响，考查是否顺应环境的绿色发展要求，以便更好地理解、管理和减轻对

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环境性指标通常包括各种环境要素的度量，如空气质量、

水质、土壤质量、生物多样性、能源使用等。 

（1）资源环境 

①基础设施占地率 

基础设施占地率是指基础设施项目在土地上占用的比例，通常以百分比表示。

该指标用于衡量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的利用情况，其高低反映了基础设施项目对

土地的利用效率，在基础设施项目评估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础设施占地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基础设施占地率=（
基础设施占用的土地面积

总用地面积
）*100% 

其中，基础设施占用的土地面积是指项目中用于建设基础设施的实际土地面

积。总用地面积是指项目占用的整体土地面积。 

②环境改善程度 

环境改善程度主要用于评估项目在环保和提升环境质量方面的贡献。具体来

说，它衡量项目对土壤质量的改进，对水资源使用和管理的优化，以及在农业生

产过程中减少有害物质排放的程度。该指标的目标是确保农田项目建设的同时关

注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推动绿色与可持续农业发展。 

③工程质量寿命 

工程质量寿命主要用于衡量农田建设项目中相关工程设施（如灌溉设施、排

水设施、固土设施等）的预期使用年限。通常被认定为从项目完工验收之日起，

到工程不能正常使用并需大修或更换之日为止的期间内，工程应能维持其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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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性能。 

④新增供水能力 

新增供水能力是指通过建设和改造等措施，增加了农田的灌溉能力。这其中

可能包括建设新的灌溉系统，例如水库、灌溉管道或者泵站，或者升级改造现有

的灌溉设施。该指标的改善能提高农田的抗旱能力，优化水资源的使用，并有助

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产值。 

（2）生态效益 

①新增农田灌溉达标面积 

新增农田灌溉达标面积主要衡量在项目完成后，增加了多少新的灌溉农田面

积能够达到或者超过既定的灌溉水平标准。这一指标用于衡量高标准农田建设中

灌溉设施的扩展情况，反映农田水利设施的发展和改进水平，在农业规划和水资

源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②新增农田排水达标面积 

新增农田排水达标面积指的是在项目实施后，增加的能够满足排水标准的农

田面积。这一指标用于衡量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排水设施的改善和扩展情况，反映

农田排水设施的发展水平，在农田水利和土壤保护规划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③土壤污染治理情况 

土壤污染治理情况主要用来表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成功进行土壤污染治理

和修复的农田面积。该指标对评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影响和

成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④化肥农药使用减少情况 

该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在项目实施后，通过采取高效、环保的农业技术手段，

在不降低产量的情况下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减少情况。降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可

以有效减少农田对环境的污染，提高农田的生态健康度。 

4.3 确定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权重 

4.3.1 确定指标权重计算方法 

指标权重计算是一种用于确定不同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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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绩效评价、决策分析、风险评估等领域中，各种指标可能对最终结果产生不同

的影响，因此需要为这些指标分配适当的权重，以反映它们在整个体系中的相对

重要程度，从而更全面地评估和比较不同方案、项目或决策的优劣。其中一些常

见的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具体如图 4.1所示： 

 

评价类模型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确定各指标权重

选择或构造综合评价模型

得出综合评价结果

收集指标原始数据

指标数据预处理

（1）AHP层次分析法

（2）熵权法

（3）主成分分析法

（1）TOPSIS法

（2）熵权TOPSIS法

（3）模糊综合评价法

（4）DEA数据包络法

（5）WRSR秩和比评价法

图 4.1  评价模型流程图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是一种用于多准则决策

和评估的系统性方法。它于 1970 年代由美国数学家和运筹学家托马斯·L·赛蒂

（Thomas L. Saaty）提出，用于帮助决策者在面对复杂的多准则问题时做出合理

决策。其核心原理是将与决策相关的各种因素逐层分解成多个层次，形成一个层

次结构，然后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这个结构包括目标、准则、子准则和方案等

层次，每个层次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通过专家判断或者利用已有数据，

对这些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判断矩阵，并通过数学运算计算出每个因素的权

重，表征其相对重要性。 

AHP在管理、工程、经济、环境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涉及农

业资金绩效审计等复杂多维度指标体系的评估中，AHP 具有操作简便、灵活性



 

35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研究 

高、权重计算透明、评价结果可靠等优势。因此，本文旨在利用 AHP 方法对各

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 

4.3.2 计算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1）建立层次结构 

建立层次结构是构建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首要步骤。通过将复杂问

题分解成层次结构，包括目标、准则和方案等层次，有助于组织问题，为全面而

有针对性的进行项目绩效评估提供结构与框架。本文根据 5E理论将项目绩效评

价分为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等五个方面，采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数据来进行绩效评价。通过与绩效专家和

项目负责人员的深入交流，对评价指标进一步优化，最终确定了 11 个二级指标

和 30个三级指标，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4.1所示： 

 

表 4.1  S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A  

S县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

绩效 

B1 经济性 

C1 资金使用 
D1 资金使用合规率 定量 

D2 专项资金利用率 定量 

C2 资金管理 
D3 资金节超率 定量 

D4 资金挤占挪用率 定量 

B2 效率性 

C3 资金落实 
D5 资金到位率 定量 

D6 资金到位及时性 定性 

C4 项目执行 
D7 项目完成及时性 定性 

D8 预算执行率 定量 

B3 效果性 

C5 项目完工 

D9 项目完成率 定量 

D10 已完工项目合

格率 
定量 

C6 经济效益 

D11 农业产值新增

率 
定量 

D12 农业生产成本 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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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率 

D13 粮食产能新增

率 
定量 

D14 旱涝保收高标

准农田面积增加率 
定量 

C7 社会效益 

D15 农业综合机械化

提高率 
定量 

D16 受益总人数 定量 

D17 群众满意度 定性 

B4 公平性 

C8 项目实施 

D18 参与公平性 定性 

D19 资源配置公平

性 
定性 

D20 效益分配公平

性 
定性 

C9 项目管理 

D21 信息公示情况 定性 

D22 工作程序合规

性 
定性 

B5 环境性 

C10 资源环

境 

D23 基础设施占地

率 
定量 

D24 环境改善程度 定性 

D25 工程质量寿命 定量 

D26 新增供水能力 定性 

C11 生态效

益 

D27 新增农田灌溉

达标面积 
定量 

D28 新增农田排水

达标面积 
定量 

D29 土壤污染治理

情况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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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0 化肥农药使用减

少情况 
定性 

 

为了使过程更加快捷，本文选用 YAAHP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层次结构模型

的构建。YAAHP专为 AHP方法开发，具备模型构建、判断矩阵录入、权重计算

等功能，计算过程快捷且无需用户深入了解算法。本文运用 YAAHP 软件构建层

次结构模型如图 4.2所示： 

 

 

图 4.2  YAAHP软件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2）构建判断矩阵 

确定下一层级对上一层级的重要程度在层次分析法中尤为重要。通常情况下，

越低层级的因素越多，直接对其进行对比并确定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比较困难。

基于此，本文通过 1-9标度法对下一层级中的各因素进行逐一比较，其中，重要

性程度和标度间的关系呈正相关，如表 4.2所示。判断矩阵 A表示在需确定权重

的层次中，各元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如式 xxx所示： 

A=[𝑎𝑖𝑗]𝑁×𝑁 

其中，𝑎𝑖𝑗表示指标 i相对指标 j的重要度，N表示重要度矩阵 A的阶数。 

在本文的研究中设计了一套评分标准，采用 1-9的数值来体现各项指标的重

要性，并赋予它们相应的权值，详细的解释见表 4.2。通过采集来自 S县审计局、

国土资源局以及农业农村局项目相关的十位权威专家的意见，来评判各项指标具

体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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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判断矩阵元素𝒂𝒊𝒋标度尺度 

重要性标度 含义 

1 i相较于 j，i和 j同样重要 

3 i相较于 j，i稍微重要 

5 i相较于 j，i比较重要 

7 i相较于 j，i十分重要 

9 i相较于 j，i绝对重要 

2/4/6/8 表示上述相邻重要性标度的中间值 

倒数 记指标 i与 j的重要性之比为𝑎𝑖𝑗，则𝑎𝑗𝑖与

𝑎𝑖𝑗互为倒数 

 

基于上述描述，本文通过多位专家对同一层次中不同指标进行逐一对比，得

到了各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基于此构造判断矩阵，并将数据录入 YAAHP 软

件，如图 4.3所示： 

 

 

图 4.3  YAAHP软件构建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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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权重向量 

计算权重向量的过程涉及对判断矩阵进行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分析。权重向

量表示每个元素在其所属层次中的相对重要性，它是通过对判断矩阵进行归一化

的特征向量得到的。 

本文通过对最大特征根𝜆𝑚𝑎𝑥和其相对应的标准化特征向量𝑊进行求解，得到

当前层级各因素对于上层某因素的相对重要权重。矩阵𝐴的𝜆𝑚𝑎𝑥和𝑊的求解方式

如下： 

𝐴𝑊=𝜆𝑚𝑎𝑥·𝑊 

         ∑𝑊𝑖

𝑁

𝑖=1

= 1 

式中，𝑊𝑖—𝑊的第 i个分量，即第 i个指标的权重。 

使用𝑄𝑅迭代法求解，通过将矩阵𝐴分解为𝑄𝑅的形式，其中𝑄是正交矩阵，而

𝑅是上三角矩阵。在每一步中，将𝐴转化为𝑄𝑅形式，然后重新迭代。流程为： 

①初始化 

对于给定的矩阵𝐴，选择一个初始矩阵𝑄0，可以是单位矩阵或者随机矩阵。

设𝐴0=𝐴。 

② 𝑄𝑅分解 

对当前矩阵𝐴𝑘进行 𝑄𝑅分解，将其分解为𝐴𝑘=𝑄𝑘𝑅𝑘，其中𝑄𝑘是正交矩阵，而

𝑅𝑘是上三角矩阵。 

③矩阵相乘 

计算𝐴𝑘+1=𝑅𝑘𝑄𝑘，得到新的矩阵𝐴𝑘+1。 

④重复 

重复步骤 b和步骤 c，直到矩阵𝐴𝑘的对角线元素足够接近其特征值。 

⑤提取特征值 

矩阵𝐴𝑘的对角线元素即为矩阵𝐴的特征值的估计值。 

⑥特征向量逼近 

特征向量的逼近通常通过对𝐴𝑘的列向量进行线性组合得到。 

基于 YAAHP提供的判断矩阵自动求解功能，可快速获取层次模型中各因素

判断矩阵及指标权重数据，具体如下表所示： 



 

40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研究 

表 4.3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绩效评价判断矩阵 

建设绩效 经济性 效率性 效果性 公平性 环境性 𝑊𝑖 

经济性 1 2 1/3 4 1/4 0.1351 

效率性 1/2 1 1/4 3 1/5 0.0887 

效果性 3 4 1 6 1/2 0.2917 

公平性 1/4 1/3 1/6 1 1/7 0.0432 

环境性 4 5 2 7 1 0.4414 

 

表 4.4  经济性指标判断矩阵 

经济性 资金使用 资金管理 𝑊𝑖 

资金使用 1 3 0.7500 

资金管理 1/3 1 0.2500 

 

表 4.5  效率性指标判断矩阵 

效率性 资金落实 项目执行 𝑊𝑖 

资金落实 1 1/5 0.1667 

项目执行 5 1 0.8333 

 

表 4.6  效果性指标判断矩阵 

效果性 项目完工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𝑊𝑖 

项目完工 1 1/4 1/3 0.1226 

经济效益 4 1 2 0.5571 

社会效益 3 1/2 1 0.3202 

 

表 4.7  公平性指标判断矩阵 

公平性 项目实施 项目管理 𝑊𝑖 

项目实施 1 5 0.8333 

项目管理 1/5 1 0.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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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环境性指标判断矩阵 

环境性 资源环境 生态效益 𝑊𝑖 

资源环境 1 1/3 0.2500 

生态效益 3 1 0.7500 

 

表 4.9  资金使用指标判断矩阵 

资金使用 资金使用合规率 专项资金利用率 𝑊𝑖 

资金使用合规率 1 1/3 0.2500 

专项资金利用率 3 1 0.7500 

 

表 4.10  资金管理指标判断矩阵 

资金管理 资金节超率 资金挤占挪用率 𝑊𝑖 

资金节超率 1 3 0.7500 

资金挤占挪用率 1/3 1 0.2500 

 

表 4.11  资金落实指标判断矩阵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资金到位及时性 𝑊𝑖 

资金到位率 1 5 0.8333 

资金到位及时性 1/5 1 0.1667 

 

表 4.12  项目执行指标判断矩阵 

项目执行 项目完成及时性 预算执行率 𝑊𝑖 

项目完成及时性 1 1/2 0.3333 

预算执行率 2 1 0.6667 

 

表 4.13  项目完工指标判断矩阵 

项目完工 项目完成率 已完工项目合格率 𝑊𝑖 

项目完成率 1 1/2 0.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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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项目合格率 2 1 0.6667 

 

表 4.14  经济效益指标判断矩阵 

经济效益 
农业产值新

增率 

农业生产成

本降低率 

粮食产能新

增率 

旱涝保收高

标准农田面

积增加率 

𝑊𝑖 

农业产值新

增率 
1 3 5 7 0.5791 

农业生产成

本降低率 
1/3 1 2 4 0.2326 

粮食产能新

增率 
1/5 1/2 1 2 0.1213 

旱涝保收高

标准农田面

积增加率 

1/7 1/4 1/2 1 0.0670 

 

表 4.15  社会效益指标判断矩阵 

社会效益 
农业综合机

械化提高率 
受益总人数 群众满意度 𝑊𝑖 

农业综合机械化

提高率 
1 3 5 0.6479 

受益总人数 1/3 1 2 0.2299 

群众满意度 1/5 1/2 1 0.1222 

 

表 4.16  项目实施指标判断矩阵 

项目实施 参与公平性 
资源配置公平

性 

效益分配公平

性 
𝑊𝑖 

参与公平性 1 2 3 0.5390 

资源配置公平性 1/2 1 2 0.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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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分配公平性 1/3 1/2 1 0.1638 

 

表 4.17  项目管理指标判断矩阵 

资源管理 信息公示情况 工作程序合规性 𝑊𝑖 

信息公示情况 1 1/4 0.2000 

工作程序合规性 4 1 0.8000 

 

表 4.18  资源环境指标判断矩阵 

资源环境 
基础设施占

地率 

环境改善程

度 

工程质量寿

命 

新增供水能

力 
𝑊𝑖 

基础设施占

地率 
1 1/2 2 1/2 0.1818 

环境改善程

度 
2 1 4 1 0.3636 

工程质量寿

命 
1/2 1/4 1 1/4 0.0909 

新增供水能

力 
2 1 4 1 0.3636 

 

表 4.19  生态效益指标判断矩阵 

生态效益 
新增农田灌

溉达标面积 

新增农田排

水达标面积 

土壤污染治

理情况 

化肥农药使

用减少情况 
𝑊𝑖 

新增农田灌

溉达标面积 
1 1 1/4 1/2 0.1250 

新增农田排

水达标面积 
1 1 1/4 1/2 0.1250 

土壤污染治

理情况 
4 4 1 2 0.5000 

化肥农药使 2 2 1/2 1 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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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减少情况 

 

按照上述结果，汇总得出各级指标权重表如 4.20所示： 

 

表 4.20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级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B1 经济性 0.1351 

C1 资金使用 0.7500 
D1 资金使用合规率 0.2500 

D2 专项资金利用率 0.7500 

C2 资金管理 0.2500 
D3 资金节超率 0.7500 

D4 资金挤占挪用率 0.2500 

B2 效率性 0.0887 

C3 资金落实 0.1667 
D5 资金到位率 0.8333 

D6 资金到位及时性 0.1667 

C4 项目执行 0.8333 
D7 项目完成及时性 0.3333 

D8 预算执行率 0.6667 

B3 效果性 0.2917 

C5 项目完工 0.1226 
D9 项目完成率 0.3333 

D10 已完工项目合格率 0.6667 

C6 经济效益 0.5571 

D11 农业产值新增率 0.5791 

D12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率 0.2326 

D13 粮食产能新增率 0.1213 

D14 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面积增加率 
0.0670 

C7 社会效益 0.3202 

D15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

率 
0.6479 

D16 受益总人数 0.2299 

D17群众满意度 0.1222 

B4 公平性 0.0432 
C8 项目实施 0.8333 

D18 参与公平性 0.5390 

D19 资源配置公平性 0.2973 

D20 效益分配公平性 0.1638 

C9 项目管理 0.1667 D21 信息公示情况 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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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 工作程序合规性 0.8000 

B5 环境性 0.4414 

C10 资源环

境 
0.2500 

D23 基础设施占地率 0.1818 

D24 环境改善程度 0.3636 

D25 工程质量寿命 0.0909 

D26 新增供水能力 0.3636 

C11 生态效

益 
0.7500 

D27 新增农田灌溉达标面

积 
0.1250 

D28 新增农田排水达标面

积 
0.1250 

D29 土壤污染治理情况 0.5000 

D30 化肥农药使用减少情

况 
0.2500 

 

（4）一致性检验 

对于给定的𝑎𝑖𝑗，由于不同专家间的判断上存在一定的误差，无法保证所有𝑎𝑖𝑗

都满足公式𝑎𝑖𝑗 =𝑎𝑖𝑘  𝑎𝑘𝑗，即矩阵𝐴会出现不一致性的情况。若矩阵𝐴的不一致控

制在一定阈值内，则𝑎𝑖𝑗的数值可接受，检验方法为： 

计算一致性指标𝐶𝐼 

𝐶𝐼=
𝜆𝑚𝑎𝑥−𝑁

𝑁−1
 

通过查阅表 4.21，可获得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其中重要度矩阵𝐴的阶数

N对应着不同的 RI值： 

 

表 4.21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取值 

N 1 2 3 4 5 

RI 0 0 0.52 0.89 1.12 

 

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𝐶𝑅，公式为：𝐶𝑅= 𝐶𝐼/ 𝑅𝐼。  

完成计算后，通过检验得数与 CR之间的关系，以判断当前矩阵 A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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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否在允许限度内。若𝐶𝑅＜0.1，表明一致性满足要求，反之则需重新设定判

断矩阵，并再次计算。  

根据上述内容进行计算，得到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 4.22所示： 

 

表 4.22  一致性检验表 

指标 λ𝑚𝑎𝑥 𝐶𝐼 𝐶𝑅 

B1经济性 2.0000 0.0000 0.0000 

B2效率性 2.0000 0.0000 0.0000 

B3效果性 3.0183 0.0092 0.0176 

B4公平性 2.0000 0.0000 0.0000 

B5环境性 2.0000 0.0000 0.0000 

C1资金使用 2.0000 0.0000 0.0000 

C2资金管理 2.0000 0.0000 0.0000 

C3资金落实 2.0000 0.0000 0.0000 

C4项目执行 2.0000 0.0000 0.0000 

C5项目完工 2.0000 0.0000 0.0000 

C6经济效益 4.0284 0.0095 0.0106 

C7社会效益 3.0037 0.0019 0.0036 

C8项目实施 3.0092 0.0046 0.0089 

C9项目管理 2.0000 0.0000 0.0000 

C10资源环境 4.0000 0.0000 0.0000 

C11生态效益 4.0000 0.0000 0.0000 

 

观察上表可知，上述所有数据的随机一致性比率 CR值均小于 0.1，满足一

致性检验，即上述数据均为有效数据。 

（5）计算综合权重 

假设𝑊𝑗
𝑘和𝑊𝑗𝑖

𝑘+1分别为第 k层各指标对第 k+1层指标权向量和第 k+1层 j指

标对 k+2层 i指标的权重，则： 

𝑊𝑘→𝑘+2=𝑊𝑗𝑖
𝑘+1×𝑊𝑗

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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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权重表示当前层级各指标对目标层的影响程度。在完成低层级指标相对

于更高层级指标权重计算后，使用层次分析法的层级递阶赋权定律，便可得到最

低层级各指标相对最高层指标的权重，如表 4.23所示： 

 

表 4.23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综合权重表 

一级指标 
综合权

重 
二级指标 

综合权

重 
三级指标 

综合权

重 

B1 经济性 0.1351 

C1 资金使用 0.1013 
D1 资金使用合规率 0.0253 

D2 专项资金利用率 0.0760 

C2 资金管理 0.0338 
D3 资金节超率 0.0253 

D4 资金挤占挪用率 0.0084 

B2 效率性 0.0887 

C3 资金落实 0.0148 
D5 资金到位率 0.0123 

D6 资金到位及时性 0.0025 

C4 项目执行 0.0739 
D7 项目完成及时性 0.0246 

D8 预算执行率 0.0493 

B3 效果性 0.2917 

C5 项目完工 0.0358 
D9 项目完成率 0.0119 

D10 已完工项目合格率 0.0238 

C6 经济效益 0.1625 

D11 农业产值新增率 0.0941 

D12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率 0.0378 

D13 粮食产能新增率 0.0197 

D14 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面积增加率 
0.0109 

C7 社会效益 0.0934 

D15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

率 

0.0605 

D16 受益总人数 0.0215 

D17群众满意度 0.0114 

B4 公平性 0.0432 C8 项目实施 0.0360 

D18 参与公平性 0.0194 

D19 资源配置公平性 0.0107 

D20 效益分配公平性 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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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项目管理 0.0072 
D21 信息公示情况 0.0014 

D22 工作程序合规性 0.0058 

B5 环境性 0.4414 

C10 资源环

境 
0.1104 

D23 基础设施占地率 0.0201 

D24 环境改善程度 0.0401 

D25 工程质量寿命 0.0100 

D26 新增供水能力 0.0401 

C11 生态效

益 
0.3311 

D27 新增农田灌溉达标面

积 
0.0414 

D28 新增农田排水达标面

积 
0.0414 

D29 土壤污染治理情况 0.1655 

D30 化肥农药使用减少情

况 
0.0828 

 

（6）进行决策 

通过对各个层次的权重进行分析，得出最终的决策或排序。 

4.4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综合评分标准 

4.4.1 定量指标评分标准 

定量指标评分标准通常基于预设的度量标准和目标进行评估，包括绝对指标

和相对指标两类。其中，绝对指标是基于实际数值进行评估，如新增农田灌溉达

标面积、工程质量寿命和受益总人数等。相对指标则是相对于一个基准或目标进

行评估的，例如已完工项目合格率、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率等。针对不同的条件

和情况，两类指标的评分将采取不同方式。同时，在比较相对度量时，评价指标

也会根据实际改善效果或增长幅度进行打分。这种评分标准比较直观有效，能够

清晰区分各项目之间的优势和效率。为确保评价的公正与准确，保证评审的一致

性并减少偏倚，所有的定量指标都需有明确的度量方法和标准。 

本文中定量指标评价标准参考了 S 县在省市财政局网站所公布的近年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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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农田项目相关数据，以及政务数据资源网和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相关数据。经过

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相关文献的细致研究，为各定量指标设定了预期的分

值范围。同时，为了确保其实际应用的准确性和可行性，通过寻求相关领域专家

进行释疑答惑，并灵活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适宜的调整，确定了最终的评分标

准，如表 4.24所示： 

 

表 4.24  定量指标评分标准表 

三级指标 指标评分标准 得分 

D1 资金使用合规率 

D2 专项资金利用率 

D5 资金到位率 

D8 预算执行率 

D9 项目完成率 

D10 已完工项目合格率 

90%以上 

80—90% 

70—79% 

60—69% 

0—59% 

91—100分 

80—90分 

70—79分 

60—69分 

0—59分 

D3 资金节超率 

2%以上 

0—2% 

0以下 

85—100分 

60—84分 

60分以下 

D4 资金挤占挪用率 

0以下 

0—2% 

2%以上 

90分以上 

60—90分 

60分以下 

D11 农业产值新增率 

D12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率 

D13 粮食产能新增率 

30%以上 

0—30% 

0以下 

90分以上 

60—90分 

60分以下 

D14 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面积增加率 

D15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率 

30%以上 

10—29% 

10%以下 

90分以上 

60—90分 

60分以下 

D16 受益总人数 

10万人以上 

5—10万人 

1—5万人 

90分以上 

75—90分 

60—7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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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人以下 60分以下 

D23 基础设施占地率 

0—5% 

5—8% 

8%以上 

85分以上 

60—85分 

60分以下 

D25 工程质量寿命 

20年以上 

15—20年 

15年以下 

90分以上 

60—90分 

60分以下 

D27 新增农田灌溉达标面

积 

D28 新增农田排水达标面

积 

10万亩以上 

5—10万亩 

5万亩以下 

90分以上 

60—90分 

60分以下 

4.4.2 定性指标评分标准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处理不精确和模糊信息的逻辑推理方法。它的核心思

想是把一种事物的多少不确定程度描述为“模糊”的量，表征为隶属函数，然后

运用模糊数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在农田建设项目评价中，这种方法通

常用于评价项目的可行性、效益、环境影响等多个方面，以得出更全面、准确的

评价结果。 

具体来说，模糊综合评价方法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1）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需要确定评价对象的主要特性和属性，基于此创建一个评价指标体系。该体

系应包含各种评价因素，并且因素之间应彼此独立。 

（2）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对已设定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和计算，确定每个指标在评价过程中的权重。 

（3）建立模糊评价矩阵 

根据赋予的权重，使用模糊隶属函数创建模糊评价矩阵，这是一种对隶属度

进行定量化的方法。 

（4）输出和解模糊综合评价 

记述评价结果，并辅以解决方案进行展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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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和解释结果 

综上所述，对模糊综合评价产出的结果进行解读和分析，了解具体指标的影

响，提出改进和优化的方案。 

4.4.3 综合得分评分标准 

为得到一个量化和标准化的评估工具来反映项目在各个关键指标上的表现，

以及避免主观性和模糊性，更深入地评估该项目的建设情况，建立一个综合得分

评级表是非常必要的，如表 4.25所示： 

 

表 4.25  综合得分评级表 

分数区间 等级评价 

[90,100] 项目绩效评级为优秀 

[80,90) 项目绩效评级为良好 

[70,80) 项目绩效评级为一般 

[60,70) 项目绩效评级为较差 

[0,60) 项目绩效评级为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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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及结果分析 

5.1 定量指标数据整理 

本文在对定量指标进行研究时，采用了数据调研和访谈这两种方式来获取真

实、客观的数据信息。主要查阅并收集了中央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金以及市级

财政配套资金等相关文件作为参考依据。此外，获取了 S县在 2022 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中的财务相关资料、招投标文件、项目后期维护资料、自我绩效评价

报告等中的相关数据。在面对直接获取困难的数据和相关信息时，选择通过深度

访谈的方式进行收集，得到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定量指标得分情况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定量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数据整理 得分（分） 

D1 资金使用合规率 

通过该项目的详细财务报告

了解项目的资金使用细节。

然后，参照农田建设项目的

相关政策法规和资金使用指

南来确定资金使用标准，得

出资金使用合规率为 87%。 

87.20 

D2 专项资金利用率 

根据由 S县调查项目组提供

的资料，该项目核定拨款额

为 39585万元，而实际在项

目建设中投入的金额为

36250万元，计算出专项资

金利用率为 91.6%。 

92.50 

D3 资金节超率 

根据由 S县调查项目组提供

的资料，项目实际支出金额

为 36250万元，该项目预计

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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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金额为 38556万元，其

资金节超率为 5.98%。 

D4 资金挤占挪用率 

根据该项目年度审计报告结

果表明，多计设备购置价款

509万元，了解到该笔资金

涉及被挤占挪用情况，其资

金挤占挪用率为 1.41%。 

78.60 

D5 资金到位率 

通过查阅 S县财政局下划专

项资金文件得出项目的实际

到位资金为 39585万元，项

目计划下达预算资金为

42952万元，其资金到位率

为 92.16%。 

92.70 

D8 预算执行率 

2022年该项目预算支出金

额为 39585万元，项目竣工

决算金额为 37815万元，其

预算执行率为 95.53%。 

96.30 

D9 项目完成率 

根据由 S县调查项目组提供

的资料，2022年该项目完

成率为 100%。 

100.00 

D10 已完工项目合格率 

经施工单位自验及第三方检

验，已完工项目合格率达到 

95%。 

95.50 

D11 农业产值新增率 

通过访谈及验收报告得出该

项目的农业产值新增率达到

16.87%。 

79.80 

D12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率 

通过访谈及验收报告得出该

项目的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率

为 10.21%。 

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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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 粮食产能新增率 

通过访谈及验收报告得出该

项目的粮食产能新增率达到

14.57%。 

76.70 

D14 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面积增加率 

通过访谈及验收报告得出该

项目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面积增加率达到 22.6% 

83.40 

D15 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

率 

通过访谈及验收报告得出该

项目的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

率达到 32.55% 

91.50 

D16 受益总人数 

根据由 S县调查项目组提供

的资料，2022年该项目受

益总人数为 11.81万人。 

90.60 

D23 基础设施占地率 

根据由 S县调查项目组提供

的资料，2022年该项目中

基础设施占地率为 5.16%。 

82.80 

D25 工程质量寿命 

根据由 S县调查项目组提供

的资料，2022年该项目工

程质量寿命为 18年。 

88.10 

D27新增农田灌溉达标面积 

按照调查显示 2022年 S县

该项目新增农田灌溉达标面

积为 9.64万亩。 

87.30 

D28 新增农田排水达标面

积 

按照调查显示 2022年 S县

该项目新增农田排水达标面

积 7.92万亩。 

84.90 

5.2 定性指标数据整理 

本文在对定性指标进行研究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本文以 S县项目组工作

人员、项目区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55 份调查问卷，其中包括《S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家调查问卷》以及《S 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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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调查问卷》。问卷采用了五个选项：“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很

差”，每个选项对应的分值如表 5.2 所示。在问卷中，仅对三级指标进行评分，

并为每个选项附上了相应的评分标准，以确保填写者对评价标准有清晰的了解。 

 

表 5.2  评分说明 

分值区间 评级 

(80,100] 优秀 

(60,80] 良好 

(40,60] 一般 

(20,40] 较差 

[0,20] 很差 

 

问卷中说明了收集的数据仅用于有关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价体系优

化研究，同时强调了匿名填写的形式，保护填写者的隐私。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50

份，均能较好地反映 S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其中专家调查问卷和

农户调查问卷均为 25份，有效率达到 91%。 

根据问卷数据整理得到各指标的隶属度，在 YAAHP软件中通过模糊综合评

价法的加权平均进行综合得分计算。例如效率性（B2）中的三级指标资金到位及

时性（D6），25份问卷中有 12份认为“优秀”，10份认为“良好”，3份认为“一

般”，那么 D6 的隶属度𝑝𝐷6为（0.48，0.40，0.12，0.00，0.00），矩阵为

𝑃𝐷6 = (0.48   0.40   0.12   0.00   0.00 ) ， 评 价 等 级 向 量

𝐺=(0.48   0.40   0.12   0.00   0.00 )𝑇。 

D6的得分=𝑃𝐷6 × 𝐺=(0.48   0.40   0.12   0.00   0.00 ) ×

(

 
 

100
80
60
40
20 )

 
 
=87.20（分） 

同理可得项目完成及时性（D7）的𝑝𝐷7、群众满意度（D17）的𝑝𝐷17、参与公

平 性 （ D18 ） 的 𝑝𝐷18 和 资 源 配 置 公 平 性 （ D19 ） 的 𝑝𝐷19 分 别 为

(0.60   0.36   0.04   0.00   0.00  ) 、 (0.52   0.32   0.16   0.00  0.00  ) 、

(0.44   0.40   0.12   0.04   0.00  )和 (0.56   0.32   0.12   0.00   0.00  )，得分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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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0 分、87.20 分、84.80 分和 88.80 分。其他定性指标评分过程与上述过程类

似，不再过多阐述，隶属度与各得分情况如表 5.3所示： 

 

表 5.3  定性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隶属度 

得分（分）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D6 资金到位及时性 0.48 0.40 0.12 0 0 87.20 

D7 项目完成及时性 0.60 0.36 0.04 0 0 91.20 

D17群众满意度 0.52 0.32 0.16 0 0 87.20 

D18 参与公平性 0.44 0.40 0.12 0.04 0 84.80 

D19 资源配置公平性 0.56 0.32 0.12 0 0 88.80 

D20 效益分配公平性 0.40 0.52 0.08 0 0 86.40 

D21 信息公示情况 0.32 0.36 0.16 0.16 0 76.80 

D22 工作程序合规性 0.60 0.32 0.08 0 0 90.40 

D24 环境改善程度 0.44 0.40 0.16 0 0 85.60 

D26 新增供水能力 0.40 0.60 0 0 0 88.00 

D29 土壤污染治理情

况 

0.60 0.32 0.08 0 0 90.40 

D30 化肥农药使用减

少情况 

0.40 0.56 0.04 0 0 87.20 

5.3 综合评价结果 

将上文的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的评分结果进行汇总，分别计算一级指标与二

级指标得分情况。 

C1的得分=𝑊𝑖 × (
𝐷1
𝐷2
)=(0. 2500  0.7500) × (

87.2
92.5

)=91.175（分） 

可以看出资金使用（C1）的评分结果为“优秀”。其他二级指标与此过程类

似，不再过多阐述，其得分情况如表 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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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二级指标得分汇总 

二级指标 得分（分） 

C1 资金使用 91.175 

C2 资金管理 89.475 

C3 资金落实 91.783 

C4 项目执行 94.600 

C5 项目完工 97.000 

C6 经济效益 78.456 

C7 社会效益 90.768 

C8 项目实施 86.260 

C9 项目管理 87.680 

C10 资源环境 86.182 

C11 生态效益 88.525 

 

B1的得分=𝑊𝑖 × (
𝐶1
𝐶2
)=(0.7500   0.2500) × (

91.175

89.475
)=90.750（分） 

可以看出经济性指标（B1）的评分结果为“优秀”。其他一级指标与此过程

类似，不再过多阐述，其得分情况如表 5.5所示： 

 

表 5.5  一级指标的得分汇总 

一级指标 得分（分） 

B1经济性 90.750 

B2效率性 94.130 

B3效果性 84.667 

B4公平性 86.450 

B5环境性 87.939 

 

由此可计算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得分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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𝑊𝑖 ×

(

 
 

𝐵1
𝐵2
𝐵3
𝐵4
𝐵5)

 
 
=(0.1351   0.0887   0.2917   0.0432   0.4414) ×

(

 
 

90.750

94.130

84.667

86.450

87.939)

 
 
=87.858(分)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该项目的绩效审计综合评价得分为 87.858 分，评价

结果为“良好”。但从各指标得分可以看出，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缺陷，下

面将对评价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5.4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价结果分析及建议 

5.4.1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价结果分析 

（1）经济性指标结果分析 

S县高标准农田项目中经济性指标（B1）的得分为 90.75分，评分结果为“优

秀”。其中，三级指标专项资金利用率（D2）和资金节超率（D3）评分结果均为

“优秀”，分别为 92.50和 93.10分，表明专项资金在项目中得到了有效使用且预

算管理情况较好。在资金使用合规率（D1）方面得分为 87.20分，表明项目的资

金没有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和规定进行使用。资金挤占挪用率（D4）的得分仅为

78.60分，评分结果为“一般”。可以看出，该项目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由于在项目建设中，存在预算制定不准确，资金分配不合理，财务决策不透

明等情况，导致了资金被挤占挪用。长期而言，资源的误用可能破坏项目的可持

续性，影响项目的成功并危及整个组织的财务稳定。 

（2）效率性指标结果分析 

S县高标准农田项目中效率性指标（B2）的得分为 94.13分，评分结果为“优

秀”。各级指标评分结果基本为“优秀”，只有资金落实（C3）中的资金到位及时

性（D6）为“良好”。可以看出，该项目在项目资金到位及时性方面有待提升。 

在 S县项目执行过程中，由于资金发放的流程步骤过多，且为了符合国家的

财务管理标准，需要进行严格的合规性检查，在此过程中因其人力资源不足以及

技术支持不到位，使得资金的发放过程更加繁琐和低效，影响资金到位进度。同

时，项目涉及的各方未能实时有效地交流和协调，进而导致资金发放流程延迟。 

（3）效果性指标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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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县高标准农田项目中效果性指标（B3）的得分为 84.667 分，评分结果为

“良好”。其中，评分结果为“良好”的有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面积增加率（D14）

和群众满意度（D17）。评分结果为“一般”的有经济效益（C6）得分为 78.456

分，农业产值新增率（D11）得分为 79.80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率（D12）得分

为 74.60分，粮食产能新增率（D13）得分为 76.70分。可以看出，该项目在经济

效益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旨在增强农田的生产能力，配合供应链改革的需求，优化

行业结构从而提高粮食产量。在对 S县项目进行实际调查时发现，其主要侧重于

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提升土壤肥力，而对于引入先进的农业科技和产业融合程度

则明显不足。在农业生产实践中，S县并未充分利用其内部的农业资源，仅仅种

植一些常见的作物，缺乏农业特色，且很少与第二和第三产业进行融合，导致该

地区的土地产出水平依然偏低。 

（4）公平性指标结果分析 

S县高标准农田项目中公平性指标（B4）的得分为 86.45分，评分结果为“良

好”。其中，工作程序合规性（D22）得分为 90.40 分，评分结果为“优秀”。信

息公示情况（D21）得分为 76.80分，评分结果为“一般”。其余评分结果均为“良

好”。可以看出，该项目在信息公示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在 S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启动前，有关项目规划的公示不够充分，农户们对项

目的概念和目标理解不够导致在项目中的参与度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项

目进度公示不够详尽，农户们无法准确地了解项目当前进度，对项目认可度造成

一定影响。在项目验收之后，未能详细公示验收情况，从而导致农户们对信息公

示情况感到不满。 

（5）环境性指标结果分析 

S 县高标准农田项目中环境性指标（B5）的得分为 87.939 分，评分结果为

“良好”。其中，土壤污染治理情况（D29）得分为 90.40分，评分结果为“优秀”。

其余指标的评分结果均为“良好”。由此可见，该项目在资源环境和生态效益方

面还有一定提升空间。 

第一，S县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过多的土地资源，对环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

影响。第二，由于绿化措施不到位以及废物处理不当，环境改善程度并未达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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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第三，在建设中使用了较差的材料，使得工程的使用寿命不高。第四，

因水利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不足，导致其供水能力难以完全满足农田需求。第五，

农田的水利设施设计不够完善且施工中存在质量问题，导致项目的灌溉和排水设

施建设有待提升。第六，对于环保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够，且农户对于

这些技术的接受度普遍不高，该县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情况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5.4.2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进建议 

（1）经济性指标方面 

第一，对政府财政资金流向进行实时监控。一个有效的资金监控系统不仅能

够为管理层提供准确、实时的财务信息，还能够优化资源分配，提高财务透明度

和合规性，增强政府与公众间的信任。因此，S县项目组应当对财政资金流向开

展资金监控，及时发现并解决项目中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同时，还需要实行严

格的审批制度，规定所有的资金运用均需要经过审批，并实行严格的报账制度，

所有的资金流向都需要进行详细记录和报告。对资金监控系统的计算逻辑合理性

进行分析，并对系统数据修改权限机制进行审查，确保只有得到授权的人员才能

对系统内的数据进行更改。除此之外，需要实时记录资金监控系统的警报信息以

及可能存在的疑点行为，以便及时发现潜在问题。 

第二，对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

的内容具有高度专业化，对财务管理人员的能力要求相当严格，不仅需要具备专

业工程知识、计算机知识、财务会计知识以及熟悉法律法规等业务素养，还需具

备丰富的涉农资金财务工作实践经验。能够根据经验和实际情况，灵活调节财务

策略和预算分配，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被合理地使用并能带来最大化效益。在遇到

财务困境时，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并保持项目运作的稳定。考虑到 S县的财务部员

工主要是财务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对农业项目方面专业知识的掌握可能较为有限。

因此，该县的上级部门需定期安排专项业务培训来提升财务员工的能力，以更好

地处理涉农项目。 

（2）效率性指标方面 

第一，吸引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能够满足

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需求，也可以根据项目的具体需求提供不同类型、不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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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产品，如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按揭贷款等，帮助项目解决资金匮乏问

题。同时，金融机构的参与也能加强对项目的监管，促进项目的规范运作，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因此，S县政府应积极鼓励当地金融机构加入到建设项目中，共

同研发金融贷款产品。同时，充分发挥政府财政的激励性作用，通过减免税收、

免息贷款等政策来“拉近”金融机构与农田建设参与主体之间的差距。 

第二，鼓励发行专项债券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债券对投资者来说是一种长

期投资策略，可以引入稳定的、长期的资金流，有助于保证项目建设符合计划进

行。由于专项债券是由政府或企业发行，具有较高的信用级别，相较于其他方式

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同时，发行专项债券的过程具有标准化，能有效提高融资

效率，缩短融资时间，加快资金到位速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债券的设计依据

是从农田建设的新增耕地面积和产能增量等关键指标出发，并建立在这些指标之

间能够进行交易的基础上。因此，S县需要制订并优化关于如何确认新增耕地面

积和产能增量的流程和方法，同时建立一个涵盖各项高标准农田建设指标的交易

体系，以此来规范交易市场。 

（3）效果性指标方面 

第一，重视农业技术创新。科学的种植技术和先进的种植设备能够提高农作

物的单产，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业产值。基因工程和其他生物技术可以通过改

良种质，提升农作物的品质，从而提高因质量提升带来的价格溢价。精细化管理

技术如精准施肥、精准灌溉等，可以使农业生产尽可能减少无效和过度投入，智

能化农机设备也能够通过降低人工成本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S县政府

应组织当地农户进行定期的农业技术学习活动，村委会应主导并引导农民购买先

进的农机设备促进农田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第二，注重开发特色农业。特色农产品往往能满足消费者对于多样化、专属

化的需求，相比于常规农产品，其在市场上也能够取得更高的价格。因此，S县

应当通过选择与当地环境条件、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农业类型，来提高土地和种植

物的生产效率。同时，特色农业还可以推动产业链的扩展和完善，如生产—加工

—销售一体化，对农产品的深加工和二次开发，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还

有助于降低单一产品的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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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平性指标方面 

第一，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可以提供项目实施反馈，项目管理人员

可以直接将信息传达给农户，而农户也可以询问和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有助

于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也让公众产生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农户也可以通过参与机

制向其他农户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帮助形成良好的信息流通环境。因此，首

先需要建立开放和可靠的沟通渠道，可以是定期的公众会议、在线论坛或专门的

平台等。同时，设计并公布一套公众参与制度，明确公众参与的方式、时间和基

本原则。定期举办各种公众参与活动，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是在线的，重要

的是让农户有机会直接与项目管理者交流，提出他们的问题和建议，并要求项目

管理者对问题进行积极回应。要注意公众参与机制的持续性，让公众参与成为项

目管理的一部分。 

第二，从单一和传统的信息公示方式转向多元化。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获

取信息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当前，互联网已逐步替代传统方式成为了最主要的

信息获取途径。使用图像、视频和互动问答等更直观、形象的方式能够使信息更

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时，多样化的信息公示方式可以保证信息的传达不受年龄、

生活习惯等因素的阻碍，更加适配现代社会的需求。因此，S县政府可以建立项

目专属网站或应用，定期更新进度、规划和验收结果，在每个环节都做好详实的

记录和及时的公示，以便农户可以获得全面准确的项目信息，进而提升其对信息

公示情况的满意度。 

（5）环境性指标方面 

第一，提高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在土地选择上，S县项目组应尽量寻找较

为适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以尽量减少对土地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在绿化

措施上，引入适合当地生长的植物，进行合理布局，增加绿化覆盖面积。对于废

物处理，应该引入科学、合规的废物处理方式，比如废物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等。

同时，在选择材料和技术时，不仅考虑成本，还要考虑其质量和寿命。需要选择

经过市场验证、耐用、性能良好的材料和技术，并采用严格的施工和质量监控流

程。在规划水利设施时，应该准确评估农田的供水需求，并按需设计和建设水源

设施、输水管网等。除此之外，促进雨水收集和利用，采用滴灌、喷灌等高效灌

溉方式提高供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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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增强资源利用和环保实效。在水利设施建设方面，应当对当前的灌溉

和排水设施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评估，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然后，根据评估的

结果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比如改进设计、更换优质的材料、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

等。同时，对施工过程进行严密的监控和质量把关，确保工程的质量。此外，定

期对水利设施进行维护和更新，确保设施保持在良好的工作状态，满足农田的灌

溉和排水需求。在环保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方面，通过培训、研讨会等方式增加农

户对环保农业生产技术的理解和接受，并提供一些激励政策，如补贴、优惠等，

鼓励农户采纳这些新技术。除此之外，基于项目的具体条件和农户的具体需求进

行具体设计和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改进现状，优化农田的生产力和益效，确保农

业生产的环保性、高效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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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的保障措施 

在确保 S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价体系顺利实施的情况下，需要特别强

调审计人员的参与度和主观协助的必要性。为此，本章将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共分为四部分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旨在全面提升项目的效率与

效益。 

6.1 加强审计人员对涉农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政府在当前的“三农”工作之中设定的关键性战略方案。

因此，审核人员在进行专业判断前对相关农业政策的深入理解显得极为重要。为

了确保工作的顺利实施，可以考虑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农业专家，通过他们的专

业知识和理解，参照实际案例对目前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情况进行详述和深入剖析，

解读最新的农业政策措施。通过专家的讲解，审计人员能够更好地把握农业农村

领域的发展动态、政策调整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同时，相关审计人员还需定期通

过组织培训、参加相关研讨会、阅读政策文件等方式参加学习中央最新下发的政

策制度，保证对最新政策的及时了解，以便更好地运用最新政策指导实际工作。

另外，审计机关可组建跨业务的审计项目组，该项目组会邀请高校专家顾问团队

和县、市级审计专家一起参与。通过利用各方专业优势，不断加强审计人才队伍

的建设。 

6.2 建立审计的整改问责机制 

审计的问责和整改功能是确保审计价值最终实现的关键环节。考虑到高标准

农田项目审计包含较长的时间线和独特的地理差异，往往需要审计人员依据各个

地区的具体状况来变更审计的焦点，这使得传统的审计程序可能无法满足预期的

审计评估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起对于审计结果整改步骤的持续、动态的监督体

制，确保下一轮审计任务的顺利执行。第一，规范审计问责的法规制度，制定明

确的审计问责相关规范；第二，在审计问责的追责对象上进行细化，将责任追溯

到项目具体责任人；第三，对疏忽职务，但不涉及贪污和严重失职等问题的相关

人员，可以考虑将其移交至当地的党委纪检办公室进行管理和处理。第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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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部门、上级行政部门、财政部门等多个组织间沟通协调，实现数据共享，增

强审计问责的效能和精确性；第五，做好审计问责之后的人事管理任务，并对受

其影响的成员鼓励其进行再学习和进步。 

6.3 提高审计结果的公开透明度 

政府作为委托人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为公众作为代理人提供相关公共服务。

审计机关应积极扩展审计结果的传播渠道，定期发布审计信息、审计简报等审计

结果，客观反映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管理使用中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审计建议。

同时，社会监督力量在政策落实监督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为了做好审计公开工作，

不仅需要优化审计结果的公告，还应在审计公开过程中融合主流和新兴媒体等信

息渠道，建成审计部门与社会大众互动反馈的通道，进一步激励公众大范围地参

与到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执行监督中。提高审计结果公开透明度的方法包括清晰

明了的审计报告、提供详细的审计师意见、强调重大不确定性和风险、采用透明

的可视化工具呈现审计结果、及时公布审计结果以及积极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等。 

6.4 建立数据平台推进数据式审计 

增强审计的信息化水平并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适应现代社会信息化发

展的关键步骤。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投入规模大，具有较强的政策性，传统

审计技术面临着效率提升的难题。且由于农村地形不平，审计人员在现场勘察时

可能面临安全隐患。因此，建议采用大数据审计技术，将现场审计转为远程数据

审计，通过数据采集、预处理、分析等步骤进行数字化地图绘制，改善传统抽样

审计的局限性。同时，搭建在科技创新、多模式支持、跨网络运行等方面具有优

势的平台，将收集来的审计工作信息，例如审计领域的解读、员工技能的评估解

析、社会共享信息等进行精确的分类和整理，并以多种形式如过程表、分类表等

储存到数据库中。这些经过筛选和分类处理的历史数据可以大大提高审计人员在

执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审计任务时收集、整理以及归纳相关审计案例信息的效

率，提前介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计划、资金筹集、使用、分配等环节，及时发现不

合理的计划制定，重复立项以及程序履行不到位等问题，为从传统审计向全过程

审计的过渡提供技术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提高审计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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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本篇文章围绕 S 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绩效评价展开研究。聚焦于高标

准农田的含义及其理论基础，通过梳理其现状和成效，进而设计了相应的评价指

标体系。以 2022年 S县的建设项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时，需着重考虑农业

发展的最新相关要求。本文从 5E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出发，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运行的各个环节，构建了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

过层次分析法，根据国家对涉农资金拨付落实情况和发展要求以及相关专家判断，

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案例，验证了绩效指标的适用性、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绩效审计时需要从多个方面综合考虑。本

文基于五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具体的评价体系。运用这一体系对 S县 2022年实施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了绩效审计评价，结果表明该项目的评价结果为“良

好”。并针对评价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

环境性指标方面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以及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的保障措施，能够为

S县开展该类项目的绩效审计提供一定借鉴。 

7.2 研究不足 

尽管文章已初步完成，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受到个人英语水平的

限制，与国内研究相比，对国外研究的覆盖不够全面，可能导致对国外相关学者

观点的理解与总结不够准确。第二，由于自身人际关系有限，所征求的专家意见

虽然都是在相关领域中能够接触到的最专业人士，但却无法组建一支顶尖的专家

团队，以进行评价指标的筛选和重要性排序。第三，评价过程中存在主观性，主

要体现在评价指标的筛选、重要性排序的确定上，但已经尽最大努力追求评价的

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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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研究展望 

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深化以及治理重心的下沉，在审计实践中将会发现更多

涉及农业资金的问题，并涉及更为复杂的细节，问题成因也会更多样化。对于涉

农资金的使用，应该深入研究如何在提升高标准农田效益方面发挥最大效果。当

前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进展迅速，审计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演变，未来的研究应

该紧密关注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特点和发展新要求，提高审计评价的准确性和实用

性。随着数字化农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期待能将这些先进技术融入到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中，加强信息化技术在绩效审计中的应用，以促进对绩

效的客观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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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A 专家调查问卷-关于 S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

指标权重的调查研究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A 

S县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

绩效 

B1 经济性 

C1 资金使用 

D1 资金使用合规率 定量 

D2 专项资金利用率 定量 

C2 资金管理 
D3 资金节超率 定量 

D4 资金挤占挪用率 定量 

B2 效率性 

C3 资金落实 

D5 资金到位率 定量 

D6 资金到位及时性 定性 

C4 项目执行 

D7 项目完成及时性 定性 

D8 预算执行率 定量 

B3 效果性 

C5 项目完工 

D9 项目完成率 定量 

D10 已完工项目合

格率 
定量 

C6 经济效益 

D11 农业产值新增

率 
定量 

D12 农业生产成本

降低率 
定量 

D13 粮食产能新增 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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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D14 旱涝保收高标

准农田面积增加率 
定量 

C7 社会效益 

D15 农业综合机械化

提高率 
定量 

D16 受益总人数 定量 

D17 群众满意度 定性 

B4 公平性 

C8 项目实施 

D18 参与公平性 定性 

D19 资源配置公平

性 
定性 

D20 效益分配公平

性 
定性 

C9 项目管理 

D21 信息公示情况 定性 

D22 工作程序合规

性 
定性 

B5 环境性 

C10 资源环

境 

D23 基础设施占地

率 
定量 

D24 环境改善程度 定性 

D25 工程质量寿命 定量 

D26 新增供水能力 定性 

C11 生态效

益 

D27 新增农田灌溉

达标面积 
定量 

D28 新增农田排水

达标面积 
定量 

D29 土壤污染治理

情况 
定性 

D30 化肥农药使用减

少情况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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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判断一级指标的重要程度 

 

 

 

 

 

 

 

 

 

 

 

 

1.请问该评价指标体系是否合理？（请在相应选项处上打“√”号） 

是（  ） 

否（  ） 建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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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S 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家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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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S 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户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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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落叶捎来讯息。即将落笔之时，倏地回想起三年前刚刚踏进校园的自己，虽

不知如何用言语描述对即将开启的这段旅程的期待，内心却充满坚定。 

一朝沐杏雨，一朝念师恩。感谢我的硕导史教授，在这三年中的每一个阶段

都给予了我良多的建议和指导，让我能够明确方向、不断改进。也感谢三年学习

生涯中遇到的所有老师，感谢你们给予的所有帮助，涓涓师恩，铭记于心。 

春晖寸草，山高海深。感谢我的家人们，是他们教会我为人处事的道理、教

我善待这个世界，让我懂得了感恩。总是无条件尊重并支持我的任何决定，从不

给我施加压力，尽所能给我最好的生活。感谢妈妈给我无条件的爱，你是我的满

分家人，生命里有你的存在是让我感觉最幸运和幸福的事情。希望妈妈永远健康、

永远开心、永远幸福。 

人海茫茫，庆幸相遇。感谢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在学习中提的建议，感谢小

鲁同学对我学业上莫大的帮助。感谢我可爱的室友们，正是有你们的善意和陪伴，

才拼凑出我对这段旅程的不舍与热爱。祝福你们的未来如鲜花般灿烂，回首过往，

不忘曾全力以赴的自己。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感谢我最珍贵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喜怒哀乐，彼此

陪伴，相互成长。你们承载了我整个青春的回忆，下一个十年我们还会是好朋友。

希望朋友们都天天开心、没有烦恼、快速暴富!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感谢最最帅气幽默的洪桑，情绪稳定的你总能在

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理智的开导我，在求学路上给予我陪伴和鼓励。谢谢你出现在

我的人生里，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最后要感谢这一路走来的自己，回想无数个自我治愈

的瞬间，无数个为自己加油鼓劲的时刻。离别之际，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概括，那

便是：“即使我来时没有爱，离别盛载满是情。” 

落叶捎来讯息。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