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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农业科研单位
实施部门整体绩效预算的几点建议

示范推广力度（示范基地建设、示范

推广面积）、农业与农村发展战略性

和前瞻性研究（乡村振兴规划引领、

乡村振兴模式研究）、全省高层次职

业农民教育培养等指标，并分别赋予

权重，且总权重不低于50%。二类指

标为保障“三农”发展的科技创新和

科技服务绩效，具体包括科研经费、

农作物新品种、论文、品种权与专利、

获奖成果、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服务

等，并分别赋予权重，总权重控制在

40%左右。二是社会评价指标。反映

第三方对部门整体年度任务完成情

况的客观评价结果，权重控制在10%

左右。指标主要包括对省级农业科研

单位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的满意

度、廉政建设等，主要从省统计调查

队或其他第三方调查机构设计的有

关专项调查中获得。最后明确各项指

标值的数据来源与考核主体，以便实

施考评。实际上，省级农业科研单位

的整体绩效指标设计中除了产出与

效果和社会评价，笔者认为，还应设

置辅助指标及加减分项。辅助指标从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预算执行率和审

计不合格资金占比两个方面衡量。加

减分项主要衡量省级农业科研单位

在日常工作之外承担的应急性、突发

性额外任务和获得国家、省级有关奖

励。这两者只作为评价整体绩效指标

体系的参考指标，不设置权重。

（二）合理构建与部门整体绩效

挂钩的预算总额包干机制

目前，省级农业科研单位预算管

理仍延续了传统的投入型预算管理

模式，存在“重事后绩效评价，轻事

前绩效目标审核”“重项目绩效，轻

单位整体绩效”等问题。笔者认为，

应强调预算绩效和结果导向，建立以

绩效为核心的预算管理机制和部门

整体绩效评价奖惩机制，探索符合省

级农业科研单位特色的整体绩效预

算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

（一）科学设置整体绩效目标及指

标体系

绩效指标设计是部门整体绩效

预算最关键的环节，必须体现部门主

要职能，清晰反映年度主要任务及目

标。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的整体绩效

目标应以完成本省推进乡村振兴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科技支撑引领作

用的绩效目标为主 ,且由省级农业科

研单位和同级财政部门协商确定。首

先，在设置指标范围时，应以量化为

主，强调结果导向，优先选择可直接

从统计部门取得数据的指标。其次，

在设置指标值时，应分析历年对应指

标值情况并根据单位发展目标和规

划科学合理设置。再次，在设置指标

权重时，应根据各指标农业科研工作

任务中的重要程度，赋予不同权重。

一是产出与效果指标。其中，一类指

标为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乡村振兴战

略行动计划中涉及省级农业科研单

位的工作任务以及年度目标任务，具

体包括乡村振兴科技行动工作、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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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总额包括支撑省级农业科

研单位实现整体绩效的基本支出和

项目支出（剔除重大工程项目支出预

算）。在确定的预算总额内，应由省

级农业科研单位自主统筹安排单位

内部具体预算，强化部门理财责任。

考虑到农业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科

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周期较长等因素，

可依据近3年工作任务及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选取整体绩效指标中与科技

创新关联度较大的指标作为产出指

标，建立经费预算总额与整体绩效产

出指标相挂钩的预算分配机制。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需根据同级财政上年

度整体绩效产出指标的绩效评价结

果，按与科技创新目标相匹配的挂钩

比例对下一年度部门预算总额给予

一定的增减，挂钩比例根据同级财政

收支“盘子”及部门整体绩效指标完

成情况由财政部门确定。

（三）配套制定部门整体绩效评价

奖励机制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需加强内部

绩效评价，将绩效预算目标纳入评价

体系。同时，建立整体绩效考核结果

与绩效工资总额增长奖励机制，年度

整体绩效考核优秀（90分以上）的给

予绩效工资总额8%的奖励，良好（80

分以上）的给予5%的奖励。考核结

果由单位自评、财政评价、第三方评

价等综合确定。
（作者单位：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计划

财务与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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