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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县 2021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推动我县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提高财政资源配置

效率，根据陇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财政投资重点项

目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陇财办发〔2021〕42 号）要求，

2022 年 4 月 16 日至 17 日，我局组织对陇县 2021 年政策性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

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了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助推产业脱贫、支持“三

农”发展的保障作用，逐步构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保障

体系，提高农业灾后恢复生产的能力，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

高质量发展，提高农业抗御灾害的能力，更好地满足“三农”

领域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2021 年根据市局文件精神，陇县政策性农业保险由人保财险、

中航安盟财险、锦泰财险、永安财险四家保险公司承保办理，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玉米、小麦、苹果、核桃、油菜、公益

林、设施蔬菜、花椒、农房等十六个政策性农险品种及生猪

价格指数一个创新品种。陇县财政局 2021 年安排县级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420.2 万元。

（二）绩效目标情况

1. 绩效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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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有效地推进全县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保障农民增

收，促进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确保粮食安全，为种植业和养

殖业提供抵御自然灾害的屏障。

2.绩效指标

（1）产出指标。数量方面，按标准 100%拨付保费补贴，

保险品种承保率大于 90%。质量方面，参保农户受灾损失赔

付率 100%。时效方面，及时发放保费，规定时点理赔结案率

100%。成本指方面，按险种市级赔付结算保费。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方面，挽回参保农户 90%以上

的损失。社会效益方面，建立制度保障，有效化解农户生产

风险。生态效益方面，牲畜废弃物还田施肥，实现生态建设

目标。

（3）满意度指标。参保农户对经办机构理赔服务满意

度达到 90%以上，参保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满意度达到 80%

以上。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 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一是了解县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

金的使用和效益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二是全面评价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为完善相关政策和提高资金安排的有效性、

导向性提供参考。

(二) 绩效评价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综合考评”的原则，把年

度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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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管理部门评价与社会公众评议相结合，较全面准确地

反映财政资金实施效果。

（三）绩效评价依据

1.陕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施意见》（陕发[2019]3 号）

2.《宝鸡市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宝

字(2019)78 号)；

3.《陕西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陕财办

绩〔2020〕9 号)；

4.《陇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陇财办

〔2020〕33 号）；

5.《宝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22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宝市财办金合[2021]95 号）；

6.《关于印发陇县 2022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

（四）绩效评价方法

结合绩效评价指标，通过现场走访、询问查证等综合评

价的方法开展工作。具体为：依据相关文件、账务资料，核

查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情况的真实性、合规性；与相关保险

理赔单位一起，走访受灾农户，与乡镇政府主管业务人员座

谈，了解项目实施中的问题。经评价分析评定项目是否达到

预期目标，参照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由县财政局相关股室

及项目实施单位座谈评议形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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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绩效评价指标及标准

陇县 2021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项目绩效评价工

作，设定了“决策、管理、绩效”3 个一级指标，含 8 个二

级指标和 16 个三级指标，总分值 100 分（详见附件）。

（六）绩效评价工作程序

1.前期准备

结合项目预算文件，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在与县财

政局相关业务股室，各保险公司沟通的基础上设置了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针对项目特点，制定工作底稿，准确反映实地

调研、核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2.组织实施

实地查看评价项目。评价业务人员对项目整体情况、预

算执行率、各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核实并座谈分析评价，

最终根据评价情况形成绩效评价结论。

（七）分析评价

评价业务人员与保险公司、县农业局、乡镇业务主管人

员进行座谈并核查相关资料，实地访问农户。在核查资料、

分析汇总的基础上，撰写工作底稿、拟定绩效评价表，。根

据工作底稿、绩效评价表及相关资料，对评价内容进行汇总，

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项目建设总体情况。该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农业生

产抗风险能力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灾害

补偿的精准度，充分发挥了农业保险的风险补偿和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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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为陇县现代农业平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二）评价结论。项目整体执行情况较好。根据项目绩

效评价指标及标准，综合得分 90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秀”。

其中，一级绩效指标综合评价得分值为：“项目决策”

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20 分，“项目管理”指标分值 25

分、评价得分 25 分；“项目绩效”指标分值 55 分、评价得

分 45 分。主要扣分原因如下：

项目绩效方面，产出数量指标分值 10 分，因各种原因

造成的农户参保积极性不高，保险品种承保率降低，扣 2 分；

产出质量指标分值 10 分，因受灾农户损失赔付率难以达到

指标值，扣 2 分；产出时效指标分值 10 分，因理赔程序造

成的赔付时间不及时，扣 2 分。经济效益指标因挽回受灾农

户经济损失有限，扣 2 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值 10 分，

由于当前在参保、赔付方面存在各种问题，导致服务对象满

意度降低，扣 2 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资金到位及执行情况分析

1.财政资金到位执行情况。县财政局年初下达政策性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项目资金 420.2 万元，资金下达及时。截止

2021 年底，支付项目资金 392.48 万元，节约资金 27.72 万

元，执行率 100%。

2.财务管理情况。该项目资金管理采用报账制，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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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财务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按照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办法实行专款专用，其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

进度、支付依据合法合规，没有发现违规问题。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次评价按照结合实际情况设置评价指标体系，按照规

定程序，对单位评价指标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1.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目标：扎实有效地推进全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工作，促进我县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提高农业抵御灾害的

能力。

（2）决策依据：项目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符

合中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

（3）决策程序：项目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

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

（4）资金分配办法：按照县级年初预算执行。

（5）资金分配结果：主要对种植面广、对促进“三农”

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小麦、玉米、花椒、核桃、苹果、育肥猪、

能繁母猪、公益林等进行投保的保费给予补贴。

2.项目管理情况

（1）资金到位：2021 年县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财政

补贴专项资金共计 392.48 万元，已全部拨付到位，到位率

100%。

（2）保险业务赔付情况：

2021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开展以来，为了使这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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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策落到实处，增强种植户、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建

立产业长效健康的发展机制，县财政局与主管部门一起，与

各涉及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协调，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公司、

主管部门、财政局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并就政策性保险工作

实施办法、参保面积（头数）、补助上报拨付认定等进行了

明确，认真做好事前检查和事中、事后监督等工作。截止 2021

年底，中航安盟财险公司共赔付 224.99 万元；人保财险公

司共赔付 842.83 万元；锦泰财险公司共赔付 45.88 万元；

永安财险公司共赔付 301.92 万元，各保险公司基本做到了

出险查勘准确、理赔及时。

3.项目产出情况

按照市上安排，陇县开展了小麦、玉米、能繁母猪、育

肥猪、设施蔬菜、公益林、核桃、花椒、农房保险等农业保

险。承保的项目有，中央品种：小麦承保 19.24 万亩、玉米

承保18.23万亩、能繁母猪保险承保0.5万头、奶牛承保1.12

万头、育肥猪承保 2.76 万头、公益林保险承保 113.69 万亩。

中央支持的省级优势特色产业品种：苹果保险承保 2.14 万

亩。省级品种:核桃保险承保 4.17 万亩、花椒保险承保 0.25

万亩。奶山羊承保 4.14 万只。创新品种：生猪价格指数保

险承保 0.33 万头。

4.项目效益情况

提高了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充分

发挥了农业保险的风险补偿和防灾减灾作用，为陇县现代农



- 8 -

业平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升

了农业灾害补偿的精准度。

5.可持续性影响

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降低农业

生产中遇到的自然灾害风险，保障农户基本收入，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

五、 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一）存在问题

1.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参保积极性不高。由于大部分农

户长期处于传统的小生产模式下，自给自足和自然经济传统

观念根深蒂固。对农业气象灾害和病害存有侥幸心理，缺乏

预见性。对农业风险认知不足，保险意识不强。

2.承保公司数量增多，监管赔付难度大。2020 年以来，

市级主管部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与公司进行了统一招标，

每县设 3-4 个承保公司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涉及保险品种

多，保险公司也多。一方面造成政策口径不统一，参保时效

不统一，理赔工作程序不一致，由于不分片管理，偏远地区

政策执行存在“空白”，对监管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

一方面赔付政策理解不一致，赔付金额与干部群众的理解和

期望差异很大，挫伤了农户参保的积极性，给涉农政策性保

险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

（二）相关建议

1.强化宣传抓引导。进一步加强媒体宣传和引导，提高

农业保险社会知晓度，澄清农业保险认识误区，增强农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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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保意识，变“要我保”为“我要保”，努力形成政府、

农户、保险公司三方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2.提高门栏保质量。把开展保险业务的公司选择权下放

到县级层面，由县上统一招标；在招标时，提高准入“门槛”，

选出信誉良好，有能力、有实力、有责、任心，切实为农户

服务的大公司承保，而不是多家公司“人人有份”，使政策

性农业保险真正成为农业抵御灾害风险、促进农民增收的

“保护伞”。

3.加强检查促发展。加大对保险公司灾后理赔业务的后

续跟踪监督力度，特别是对业务部门的前期数据真事性核实

要求，摒弃花财政资金与部门关系不大的思维；在政策性保

险有关赔偿条款的解读上，责任明晰，加强政策培训，而不

是只听一家之言。

附件：陇县 2021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项目绩效

评价指标及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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