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市

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和《天津市市

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2号）

等文件要求，天津市财政局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成立了绩效评价

组，于 2023年 7月-11月，对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农机购置

补贴”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该项目评价结果为 88.04分，评价

等级为“良”。有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农机购置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项重要的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明确规定的

重要扶持措施。2004 年政策出台以来，支持强度逐渐加大，惠

及范围不断扩大，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

支持了农机装备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推动了农

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为保障粮食安全、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为切实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以



下简称“市农业农村委”）根据《2012 年度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和《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文件要求，结合天津市近年农业农村发展状况，

出台《天津市 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及《天津市

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延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

项目。

2.主要内容

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依据《农业部 2012年度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及《天津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

划的通知》的要求，对农民购置农机的购置经费进行补贴，补贴

对象为天津市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补贴方

式为“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区级结算、直补到卡（户）”，

以定额补贴方式补贴施行，并按年动态调整补贴额。补贴范围分

为中央和地方两类，一是中央财政补贴，具体范围是 14大类 32

个小类 97个品目。二是市级财政补贴，依据天津市实际特色，

将 3大类 3个小类 4个品目列入市级财政补贴范围。

3.项目组织及实施

项目主管部门为市农业农村委，主要负责制定农机购置补贴

相关政策及管理办法，部署、指导各区农业农村委日常工作，汇

总测算各区补贴机具数量并分配预算资金，监督管理各区农业农



村委项目执行情况，对各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开展考核，对农机

购置补贴涉及经销商及生产商设备开展监管及核查。

项目实施单位为各区农业农村委及下属农业推广服务中心

等单位。各区农业农村委主要负责制定符合本区实际工作内容的

相关政策及管理办法，监督指导下属农业推广服务中心等农机购

置补贴实施单位有效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发放及核验工作，并对其

开展评定及考核；农业推广服务中心等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单位同

时也是资金实际使用单位，主要负责项目具体实施，编制项目预

算，审核农机购置补贴申请，核验机具与补贴申请情况一致程度，

对已发放农机购置补贴的购机者进行复核和满意度调查。

项目资金拨付部门为各区财政局，主要负责审核各区农业农

村部门提交的资金兑付申请、补贴申请汇总表和有关材料，通过

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向符合要求的购机者兑付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由中央、市级两级统筹解决，按事权划分

原则，由中央、市级财政分别安排补贴资金。中央资金 2020至

2022年共计拨付 23601万元，市级资金共计 3400万元，合计为

27001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天津市财政局（以下简

称“市财政局”）已将专项资金 27001万元下达至各区财政局，

其中 2020年下达 7600万元，2021年下达 8301万元，2022年下

达 11100万元。各年度资金情况表见表 1。



表 1 2020-2022年度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到位资金 支出资金

当年结余
合计 上年结余 当年财政 合计 上年结余 当年财政

2020 9277.95 1677.95 7600 9178.12 1664.28 7513.83 99.83

2021 8400.83 99.83 8301 8329.38 99.64 8229.74 71.45

2022 11171.45 71.45 111001 10516.62 58.39 10458.23 243.922

2023 654.83 243.92 410.913 654.83 243.92 402.1 0

市财政局下达资金后，各区财政局根据各区农业农村委申报

农机购置补贴兑付资料，将资金直接拨付至购机者“一卡通”账

户或拨付至各区农业农村部门，由其拨至符合条件的购机者账

户。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分年度看 2020年下达 7600万元，

资金到位率为 100%；2021 年下达 8301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2022年实际下达 10689.09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96.3%4；

分来源看 2020 年至 2022 年中央下达资金 23318.19 万元，到位

率为 98.8%，市级下达资金 3271.9万元，到位率为 96.23%。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农机购置补贴共下达资金 26992.1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3592.1 万元，市级资金 3400 万元。各区

1 2022年当年实际到位 10689.09万元，未到位 410.91万元，见表 4和问题二。

2 2022年到位资金与当年支出资金相减计算结余资金为 654.83万元，其中包含静海区财政局未拨付

资金 410.91万元，剔除该因素后，当年结余资金为 243.92万元。

3 410.91万元为 2022年未到位资金，2023年度数据中不含 2023年度当年资金。

4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静海区财政局未按要求及时拨付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静海区实际下达资

金为 2092.09万元，剩余 410.91万元未拨付，其中中央资金 282.81万元，市级资金 128.1万元。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静海区财政局追加下达剩余资金 402.0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73.91万元，市级资

金 128.1万元，剩余 8.9万因机具生产商正接受调查，按市农业农村委要求暂缓发放。



中央及市级资金共计支出 28678.95 万元，2020 年共计支出

9178.12万元，2021年共计支出 8329.38万元，2022年共计支出

10516.6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各年度各区资金使用情况

见表 2-表 4。

表 2 2020年度各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涉农区
到位资金 支出资金 当年

合计 上年结余 当年财政 合计 上年结余 当年财政 结余

东丽区 58.52 10.52 48 51.97 10.52 41.45 6.55

西青区 286.19 110.19 176 271.4 110.19 161.21 14.79

津南区 117.56 49.56 68 117.37 49.56 67.81 0.19

北辰区 104.97 86.97 18 90.96 73.31 17.65 14.01

武清区 587.34 142.34 445 587.34 142.34 445 0

宝坻区 3319.74 1.74 3318 3319.28 1.74 3317.54 0.46

滨海新区 466.93 367.93 99 435.91 367.93 67.98 31.02

宁河区 557.46 157.46 400 557.19 157.46 399.73 0.27

静海区 623.09 123.09 500 623.09 123.09 500 0

蓟州区 3156.13 628.13 2528 3123.6 628.13 2495.47 32.53

合计 9277.95 1677.95 7600 9178.11 1664.28 7513.83 99.83



表 3 2021年度各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涉农区

到位资金 支出资金
当年

结余
合计 上年结余 当年财政 合计 上年结余 当年财政

东丽区 54.55 6.55 48 40.80 6.55 34.25 13.75

西青区 168.79 14.79 154 168.79 14.79 154 0

津南区 95.19 0.19 95 45.44 0.01 45.43 49.76

北辰区 68.01 14.01 54 67.79 14.01 53.78 0.22

武清区 539 0 539 535.73 0 535.73 3.27

宝坻区 2990.46 0.46 2990 2989.98 0.46 2989.52 0.48

滨海新区 178.02 31.02 147 177.99 31.02 146.97 0.03

宁河区 792.27 0.27 792 792.01 0.27 791.74 0.26

静海区 811 0 811 810.98 0 810.98 0.02

蓟州区 2703.54 32.53 2671 2699.88 32.53 2667.35 3.66

合计 8400.83 99.83 8301 8329.38 99.64 8229.74 71.45



表 4 2022年度各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涉农区

到位资金 支出资金
当年

结余
合计 上年结余 当年财政 合计 上年结余 当年财政

东丽区 53.75 13.75 40 44.45 13.75 30.70 9.30

西青区 250 0 250 164.97 0 164.97 85.03

津南区 89.76 49.76 40 74.12 36.70 37.42 15.64

北辰区 90.22 0.22 90 89.89 0.22 89.67 0.33

武清区 1093.27 3.27 1090 1088.08 3.27 1084.81 5.19

宝坻区 3618.48 0.48 3618 3618.13 0.48 3617.65 0.35

滨海新区 477.03 0.03 477 349.59 0.03 349.56 127.44

宁河区 1346.26 0.26 1346 1346.18 0.26 1345.92 0.08

静海区 1129.02 0.02 1129 718.01 0.02 717.99 0.105

蓟州区 3023.66 3.66 3020 3023.21 3.66 3019.55 0.45

合计 11171.45 71.45 11100 10516.62 58.39 10458.23 243.92

（二）项目绩效目标

市农业农村委申报的农机购置补贴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实

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使用先

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并从“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数”“农作物耕

5 2022年静海区到位资金与当年支出资金相减计算结余资金为 411.01万元，其中包含静海区财政局未

拨付资金 410.91万元，剔除该因素后，当年结余资金为 0.1万元。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农机购置补贴年度资金兑付率”“单台农

机补贴标准”四方面设置产出指标，从“直接受益农户数”方面

社会效益设置效益指标。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根据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评价项目

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从决策、过程、产出、效

益四个方面对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总结项目管理与执行

经验，发现项目管理和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

建议，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的使用效率，为相关部门决策、

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对象和范围是 2020-2022年农机购置补贴项

目。

（二）绩效评价原则、方法、指标和标准

本次评价按照“科学规范、客观公正、目标引领、问题导向、

激励约束”的原则，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及因素分析法

等方法，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反映

项目实际情况，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理的

参考。

评价指标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天津市市级财政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2号）等文件，



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指标细化和分值设定。绩效评价一级指标 4

项：决策、过程、产出、效益，下设二、三级指标，总分值设定

为 100分。同时，设置减分项，对自评报告存在问题和项目资料

提供不及时等酌情扣分，减分上限设定为 5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绩效评价组实施本次评价的依据为《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国

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各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

意见》《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

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天津市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

指导意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2018-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

案》等政策文件。

评价过程中，按照全面覆盖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采用

案头分析、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等多种方法，制定绩效评价工作

方案，设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项目的文件依据、预算编制、

制度执行、资金拨付、资金使用、产出效益等方面进行核查分析，

相应编制工作底稿，并对各绩效评价指标进行评分，形成绩效评

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结论

经过综合评价，项目得分 88.04分，评价等级为“良”。其

中，项目决策 14分，项目过程 18.91分，项目产出 21.31分，项

目效益 35.82分，因区级农业农村委绩效自评填报不规范扣 2分。

具体情况见表 5。

表 5 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绩效得分情况表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减分项 合计

分值 17 23 22 38 - 100

得分 14 18.91 21.31 35.82 2 88.04

得分率 82.35% 82.21% 96.86% 94.26% - 88.04%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为保障农机购置补贴项目顺利开展，市农业农村委依据农业

部上位文件规定，结合天津市实际情况，确定了实施方案和补贴

范围，同时出台核验规范要求及异常情形报告等制度，为各区项

目开展提供了文件依据和规范参考。市农业农村委对农机购置补

贴项目绩效目标进行了细化，工作内容包括农机购置补贴，产出

和效益按照往年情况制定，项目预算金额与中央及市财政下达指

标金额匹配。但是，存在部分区农业农村委绩效管理水平不高，

绩效目标编制不合理等问题。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执行过程中，市农业农村委按照各区上报农机购置补贴

需求，结合各年度农业机具经销商销售实际情况、各年度涉农区

资金结余结转情况分配各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提升了农机购置

补贴项目资金分配及使用的合规性；同时，市农业农村委持续加

强监督指导，对补贴机具使用情况、补贴信息公开情况等重点内

容开展核查工作，有效保障各区农委政策执行方向的明确性。

各区农业农村委积极落实上级政策文件，按要求健全符合本

区实际工作的实施方案及核验制度，积极组织政策宣传活动；参

照制度内容开展农机购置补贴申请的受理及核验工作，根据线上

补贴申请的核验结果，及时准确发放农机购置补贴，通过下户复

查等方式有效保障了补贴农机的利用率，确保了农机购置补贴项

目在基层的有效实施。但是，存在部分区财务管理水平不足，财

务记账管理不规范；个别区存在资金截留、补贴审核流程不合规

等问题。

（三）项目产出情况

农机购置补贴项目依据《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

案》及《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对天津市 10个涉

农区购置农机的农户进行补贴发放，按照方案中的购机补贴目录

实行定额补贴，涉及补贴范围包括中央 14大类 32个小类 97个

品目及市级 3大类 3个小类 4个品目，补贴机具全部经过专家论



证，符合天津市实际农业生产情况；补贴机具生产商各类资质齐

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对生产机具开展定期抽查，有效保障机具

质量。项目 2020-2022年期间共计受理补贴机具 14529台，各区

农业农村部门按方案要求完成核验、复核、公示等工作，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共计兑付补贴资金 28678.95万元，补贴申请、

办理、结算工作均在“天津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

系统”完成，涉农区系统上线率达 100%，补贴申请流程合规。

但补贴工作存在办理、发放延误情况。

（四）项目效益情况

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的实施，推动了天津市农业现代化高质量

转型，提升了整体农业发展水平，促进了农业经济稳步提高，改

善了整体农业生态环境。一是缓解了农户生活压力，通过农机购

置补贴的发放，有效保障了购机者生活稳定；二是提升了天津市

农业机械化率，通过有效引导农户购置先进农机，推动了天津市

农业机具现代化水平；三是带动了农业机具销量的增长，为企业

应对疫情期间的资金压力提供了有效手段，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税

收收入增长；四是改善了天津市土壤和水体环境，通过引进先进

农业技术，落实国家环保政策，减少了土壤和水体的污染。但是，

存在部分区宣传手段较为单一，购机者政策内容知晓率不足等问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提升农业机械化程度，保障购机者生活水平

市农业农村委通过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提升了天津市各

类农业发展水平，有效保障了购机者生活稳定。一是推动天津市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幅度提升。2022 年天津市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6达到 90.39%，较 2018年提高 3.9%，2018年至 2022

年平均增长率为 1.28%，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均达到 98%以上，率先实现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全覆盖。二是减轻了购机者的经济负担。根据天

津市统计局发布《2022天津统计年鉴》数据，2021年天津市农

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2.8万元，由于天津市农村人口收入

较低，而农业机具的价格对农户来说相对较高，农机购置补贴的

发放能够有效缓解农户购买农机的经济压力。2022 年，天津市

农机购置补贴受益农户人数已达到 5145 户，较 2018 年增长了

57%。在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受益人数的平均增长率达

16.23%。不仅减轻了农户的经济负担，同时有助于提高农户的生

活水平。天津市农业发展情况见表 6。

6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指农作物机耕、机播、机收三项作业水平

按 4︰3︰3比例加权的和，是反映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代表性指标。



表 6 天津市农业发展情况表

2.加强补贴平台建设，推动信息化全面覆盖

为提升信息化水平促进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工作便利化、规范

化，市农业农村委于 2020至 2022年期间推行多项信息化措施，

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一是推广使用补贴机具网络投档软件、补贴

APP、机具二维码和物联网监测“三合一”系统，逐步将投档及补

贴申请办理基本程序和要求格式化、电子化，实现网上投档、网

上申请、网上办理，提升效率，切实便利企业及购机者，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补贴机具线上管理覆盖率已达 100%，补贴

申请 APP申请率达 95%，补贴申请线上办理率达 100%，既保障

了线上管理的规范性与准确性，又提升了购机者和基层农机部门

的申请、办理效率，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既定

要求；二是加强农机购置补贴、农机试验鉴定、农机安全监理等

信息数据共享和互校，为农机购置补贴管理工作决策提供大数据

年度 机械化率 受益人数

2018年 87% 3277户

2019年 90.15% 5022户

2020年 90.31% 4806户

2021年 90.35% 3850户

2022年 90.39% 5145户

平均增长率 1.28% 16.23%



支撑，实现农机生产企业、农机经销商、农机购机者间的数据校

准，保障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合规、准确。

3.拉动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机销售水平

在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的推动下，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得以全面

落实，有效地促进了天津市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机械生产

企业及经销企业的收入增长。2022 年度天津市农机购置销售额

达到 5.57亿元，相比 2018年增长了 60.52%，在 2018年至 2022

年期间，农机购置销售额的平均增长率达 17.11%。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为企业应对疫情

期间的资金压力提供了有效手段，推动了天津市的农业税收增

长，保障了天津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4.引进先进农业技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市农业农村委积极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在补贴目录中加入生

态保护类农机等方式，有效改善了天津市农业生态环境水平。一

是发展智慧农机，市农业农村委大力推动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

点工作，引进北斗导航系统、无人机施肥施药技术、无人驾驶插

秧机插秧，在提升播种质量和提升产量的同时，减少了化肥施用

量，降低了土壤结构的破坏和土壤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减少对地

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改善了天津市土壤和水体环境。二是完善

补贴目录，市农业农村委将秸秆粉碎还田机、喷雾机、残膜回收

机等生态保护类农机纳入补贴范围，有效保护地力，维护土壤的



正常运作；同时，实施国家及天津市农机环保政策7，进一步改

善天津市农业生态环境水平。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实施方案落实不到位

一是西青区操作流程不规范，根据天津市农机购置补贴实施

方案要求，农业农村部门在收到购机者补贴申请后应做出是否受

理的决定，对符合条件可以受理的完成相关核验工作并公示，公

示期满无异议后向区财政部门提交补贴申请，由区级财政部门审

核。评价组通过核查农机购置补贴系统审核情况发现，西青区资

金兑付系统审核由西青区农业农村委代审，只向西青区财政局提

供纸质申请材料，未对系统中兑付信息进行审核，与操作要求流

程规范不符。二是大部分区补贴发放不及时，根据天津市农机购

置补贴实施方案要求，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应于 2个工作日内做

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符合条件可以受理的，应于 13个工作日

内（不含公示时间）完成相关核验工作，并在农机购置补贴信息

公开专栏实时公布补贴申请信息，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区

级财政部门“审核农业农村部门提交的资金兑付申请、补贴申请

汇总表和有关材料，于 15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向

符合要求的购机者兑付资金”，评价组通过核查农机购置补贴系

7 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关于做好柴油机排放标准升级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获证产品信息变

更等相关工作的通知》（农机化总站〔2022〕47号）要求，2022 年 12月 1日起，原鉴定合格的国三

产品不得将所获证书用于申请购机补贴、政府采购和技术推广等相关活动。



统的审核时间发现，各区农业农村部门 2020年至 2022年审核及

时率8为 76.62%，各区财政部门审核及时率为 34%，各区审核及

时率情况见表 7。
表 7 各区审核及时率情况表

单位：笔

2.资金管理和财务规范性有待加强

一是个别区存在资金截留问题，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静海区 2022年项目资金仍有 410.91万元未发放，涉及中央补贴

8 根据天津市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要求，各区财政应于 15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向符合

要求的购机者兑付资金，本次绩效评价主体为农业农村部门，未考虑区财政兑付不及时问题。

行政区 办理申请总数
区主管部门审核办理 区财政部门审核办理

及时数 及时率 及时数 及时率

合计 12127 9292 76.62% 4122 33.99%

滨海新区 569 479 84.18% 149 26.19%

北辰区 108 72 66.67% 10 9.26%

西青区 897 652 72.69% 47 5.24%

宁河区 875 303 34.63% 115 13.14%

津南区 923 901 97.62% 875 94.80%

东丽区 165 158 95.76% 143 86.67%

静海区 2492 2394 96.07% 653 26.20%

宝坻区 2127 917 43.11% 1145 53.83%

武清区 1093 980 89.66% 84 7.69%

蓟州区 2878 2436 84.64% 901 31.31%



资金 282.81万元，市级补贴资金 128.1万元；2023年 5月 17日，

静海区农业农村委和静海区财政局就农机补贴项目实施情况，共

同接受上级主管部门问询并被要求整改。二是部分区存在记账不

规范情况，根据《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范，农机购置

补贴资金记账应记入“30310-个人农业生产补贴”，该科目反映

对个人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发放的生产补贴支出，如国家对农民发放的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以及发放给残疾人的各种生产经营补贴等，但宝坻区

农业农村委将 3618.13万元补贴资金的财务凭证计入“30399-其

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将 349.59 万元补

贴资金的财务凭证计入“30299-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不符合

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3.购机户满意度较低

针对购机者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满意情况，评价组向购机

农户发放共 500份调查问卷，问卷中涉及“补贴发放时间满意度”

“线下工作站服务态度满意度”“政策解读宣传满意度”等满意

度问题。补贴农户满意人数为 427人，满意度为 85.4%，农户的

主要意见为补贴发放时间较长。经分析，原因一是农机购置补贴

超录机具过多，导致当年资金无法满足所有购机者补贴需求，需

等待下年度资金到位后补足。二是核验、兑付时间不及时，部分

区农业农村委为统一管理、统一核验，延长审核或推送各区财政



局时间，加之部分区财政局审核超时，导致资金兑付时间较长。

4.农业机械化率新增长点尚不明确

随着市农业农村委及各区农业农村委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天津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逐年稳步提升，

天津市整体机械化率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但伴随着天津市农业机

械化水平的快速发展，目前各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也基本饱和，提升空间较小，市农业农村委农机补贴目录中对其

他作物的补贴力度有所不足，未来农机购置补贴引导能力将逐步

减小。各区主要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情况见表 8。

表 8 各区主要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情况表

涉农区
主要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东丽区 99.95% 99.97% 99.97%

津南区 99.80% 99.92% 99.91%

西青区 99.15% 99.42% 99.75%

北辰区 99.86% 99.90% 99.92%

蓟州区 99.42% 99.51% 99.56%

宝坻区 100% 100% 100%

宁河区 99.72% 99.33% 99.98%

静海区 95.32% 95.79% 96.94%

武清区 100% 98.00% 100%

滨海新区 99.43% 99.43% 99.47%

5.政策宣传效果一般



一是政策宣传手段较为单一。仅东丽区、宁河区宣传手段覆

盖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其他各区农业农村委宣传方式主要为

在经销商处悬挂市农委“一图读懂”彩页或举办其他惠农活动时

进行伴随宣传，宣传政策多样性较差。二是各区购机者对政策内

容知晓程度不高，评价组现场调研发现，各区购机者基本知晓农

机购置补贴内容为购置新机给予一定金额的政府补贴，但对于政

策实际操作流程等内容基本不了解，评价组针对“是否知晓农业

部门核验时间”“是否了解农机补贴标准”及“是否了解核验结

束后补贴发放时间”等问题发放 500份调查问卷，实际全部了解

上述内容购机者仅为 353人，农机补贴政策知晓率仅为 70.6%。

这一方面导致购机者核验、补贴发放等提交资料时间较长，造成

补贴发放不及时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购机者因政策了解程度不

够产生大量投诉。

6.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

一是区级绩效目标未编制或编制内容存在问题，绩效目标应

反映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的实际工作内容及预期达成效果，但武清

区农业农村委绩效目标编制时未考虑项目效益，只列举补贴机具

数量工作，东丽区、西青区、宝坻区、静海区及滨海新区农业农

村委未编制逐年项目绩效目标。二是区级绩效指标编制不合理，

如东丽区农业农村委绩效目标申报表未细化质量指标，部分指标

未填写指标值，无法衡量完成程度；宝坻、静海、滨海新区农业



农村委绩效指标参照市农业农村委资金分配测算中的绩效目标

表参考模板，绩效目标申报表中产出指标仅包含质量指标，指标

编制不完整。三是市农业农村委对各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的绩效

管理不到位，未要求各区向上级部门上报绩效目标申报表，也未

针对农业发展资金专项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无法保障各区绩效目

标编报质量，并导致各区绩效自评时缺乏标准衡量。

六、相关建议

（一）严格执行补贴政策，落实流程岗位职责

一是建议各区农业农村委严格按照天津市农机购置补贴实

施方案内容开展补贴发放工作，规范申请办理审核流程，按照实

施方案的各项时间节点及时完成申请办理及核验公示工作，建议

各区财政局及时分析补贴资金兑付情况、加快资金兑付进度，保

障农机购置补贴发放工作依照实施方案内容顺利开展。二是建议

市农业农村委定期对各区农机购置补贴发放情况开展核查，必要

时制定相应的考核措施，对未按方案要求执行工作的区级部门要

求定期整改，避免出现实际补贴发放工作流程与实施方案不符情

况，建议市财政局对该转移支付执行进度加强监督指导，督促各

区加快资金执行进度。三是建议宝坻区农业农村委及时完善区级

核验制度，针对核验方式进一步细化，尽量采用现场下户核查方

式，避免出现因要求购机者上门原因导致机具损坏或核验延时。

四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委对各区核验制度加以监督，确定核验制度



的具体操作要求有效执行，保障申请办理信息审核的准确。

（二）加强资金监管力度，落实财务管理政策

一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委对各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加强监督

管理，对各区农业农村部门资金开展核查，定期针对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使用情况组织内部审计，对查出的问题及时下达整改通

知，严格落实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管理办法要求。二是建议静

海区农业农村委积极与区财政沟通，落实专项资金的下达时间，

并将沟通结果与申请支付进度等信息及时上报市农业农村委，辅

助上级部门了解资金使用情况，同时严格执行市财政局、市农业

农村委印发的天津市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办法的相关要求，按时拨

付补贴资金。

（三）完善农机补贴政策，优化执行提高效益

一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委及时完善天津市农机购置补贴实施

方案内容，一方面积极调整各区核验时间，在上级部门政策规定

的时间范围内延长核验时间，避免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因人员不足

或区域面积过大等原因导致核验不及时；另一方面完善各区部门

在补贴办理、兑付阶段线上审核的岗位职责，确保实施方案中各

部门在线上审核过程中完成本职工作。二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委进

一步研判目前农作物机械化现状，在落实中央和天津市制度框架

的前提下，依托现行目录，增加其他机具的补贴，在天津市主要

农作物机械化生产基本饱和的情况下扩大其他领域农机需求，增



强政策引导，在其他领域农作物机械化普及上提升作用。

（四）多样化宣传手段，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

一是建议各区农业农村委拓宽宣传手段及渠道，积极利用网

络媒体及广播电视等渠道，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同时与购机

者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定期开展调研，了解对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的意见建议、加强现行政策解读，减少出现因政策了解程度不

足导致购机户投诉。二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委在政策发布时加大政

策解读力度，并委托权威媒体对政策内容进行全面讲解，帮助购

机户了解政策中的各项规定要求。三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委与各区

农业农村委加强对本地农机经销商的培训，并督促其加大向农户

宣传农机技术、补贴政策的力度，必要情况下对经销商政策业务

知识开展考核，并对考核不达标的经销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五）提升绩效管理意识，合理编制绩效目标

一是建议各区农业农村委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

求，及时、准确填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并确保绩效目标

设定具有适当性，绩效指标表述规范、符合项目实际且可衡量。

二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委加强对各区级单位的绩效培训力度，推动

各区农业农村委在业务工作开展的同时重视绩效管理，理解绩效

基本概念，提高单位绩效工作质量。三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委加强

对中央、市级资金绩效的监督管理，按要求定期收集各区农业农

村委项目绩效全过程管理中形成的绩效成果，对市级资金的使用



情况进行绩效监督、跟踪和评价。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实行超录导致各区农业部门投诉增多

根据农业部发布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要求，补贴政策全面

实行跨年度连续实施，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购机者提交补贴申

请，导致每年各区均存在大量资金超录申请9情况，即因购机者

实际并不了解超录政策，导致购机者认为补贴发放不及时，造成

大量投诉，各区农业农村委因此需在超录政策上做大量解释工作。

（二）信息化全面覆盖水平仍待提高

现行部分农业机具未实现扫码录入功能，机具铭牌较小，信

息繁杂，易造成购机者信息录入错误，加大各区农业农村委核验

难度，间接延长各区农业农村委核验时间。

9 资金超录申请：在当年中央补贴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的情况下，允许继续在农机购置补贴系统录

入补贴申请，且在下一年度资金下达后结算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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