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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质量安全溯源制度，是食品安全管理一项重要手段，“食品质

量安全追溯系统”是一个连接生产、检验、监管和消费各个环节的系

统。我国关于食品安全溯源体系的研究始于 2002 年，同年上海市政府

在本市建立食用农产品安全卫生质量跟踪制度，率先实施农业信息系

统档案建设。2013 年起，上海市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纸质档案开展补贴。

根据新形势下提升追溯体系的迫切性，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进重要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5〕95 号）和《上

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沪府令 33 号）文件要求，市农委

与市财政于 2016 年 8 月联合发布《关于印发 2016 年上海市地产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农委〔2016〕212 号），

将电子农业档案纳入追溯体系建设范围。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项目总

预算为 4090万元，共执行 3608.37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8.23%。其

中 2015年预算 885万元，执行 885万元；2016年预算 1850万元，执

行 1662.329万元；2017年预算 1355万元，执行 1061.045万元。

按照由项目评价小组设计并通过专家组论证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

分标准，通过基础表、实地勘察、文件审阅及访谈，对 2015-2017年度

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的绩效情况进行客

观评价。本项目得分为 89.05分，属于良好。

项目整体评价良好，资金的使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整体来看

项目的主要经验及做法有：

项目经过 3年的持续开展，目前各个条线农产品追溯档案追溯工



2015-2017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2

作稳步推进，市区镇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均有专门的部门和机构负责推

进项目实施，责任落实到人。通过相关机构及责任人的工作，目前全

市范围内大中型农业生产组织已形成自觉进行追溯档案工作记录的意

识，其内部正逐步建立相关制度，保证档案记录工作的时效性和真实

性；中小农业生产者记录工作档案的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培养农业生

产者记录生产工作及农资使用形成追溯档案意识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档案记录内容及形式不断完善，目前正由纸质档案向电子档案形

式过渡，整体质量逐步提升，追溯档案未来可以从数量及质量方面成

为追溯体系数据来源的保证。

存在的问题

1、中小农业生产者建档质量需提高

从评价小组对浦东新区、崇明区等区县检查来看，档案建立的质

量直接与农业生产者生产水平及意识相关，在验收测评中被评定为合

格的档案中企业化农业生产者记录的农业档案质量远好于一般农业和

中小生产者的质量，在与各区县负责人沟通了解后目前部分中小农业

生产者档案记录时效性欠佳，往往存在事后补填情况，事后补填对于

档案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有较大伤害。

2、档案设计工作需加强

项目涉及多个产业部门，包括水产办、种植办等，各部门对于农

业档案记录均有自身的相关要求，并形成了不同的档案样式及记录方

案，以水产养殖为例，2017年就有 3种不同版本档案，需要农业生产

者进行填写，但其内容基本相同，增加了农业生产者填制档案的工作

量，对此农业生产者也有部分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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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应用需加强

目前项目仍然处于整个追溯体系准备期，项目立项的目的除了建

立追溯体系基本资料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农业生产者对农业生产过程，

使用农资进行记录的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本项目基本达到了项目立

项要求。但随着时间推进，项目推进过程中不足之处也逐渐显露，虽

然本项目电子档案部分已实现与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的数据

对接，但是纸质档案相关数据信息仍未得到充分利用，档案整体效用

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对项目的建议和改进举措

1、培训与奖励并举，提升档案质量

针对目前各区中小农业生产者追溯档案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的情

况，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培训和指导，使农业经营者明确档案填写质量

要求，从而做到规范填写。同时将现有补贴标准中部分资金调整为按

照档案检查评级结果进行发放的奖补资金，通过评优奖励的方式，提

高各区县的农业生产者填写档案工作积极性，促使农业生产者主动提

高档案填写质量。

2、加强设计，统一档案样式

针对农业生产者集中反映的档案版本众多，增加档案建立工作量

的情况，建议农委各个业务部门间加强沟通，尽可能按照农产品大类

建立包含全部信息要素的统一档案样式，减轻农业生产者建档的工作

量。

3、加强运用，逐步宣传推广

目前本项目电子档案部分已实现与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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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对接，但是纸质档案相关数据信息仍未得到充分利用。虽然目

前整体工作仍然处于探索完善工作中，但如何实现全部档案数据的有

效利用，应及早提上日程并制定相关计划。

项目建立农产品追溯档案，培养农业生产者安全生产意识，最直

接的受益者是广大市民，但通过社会调查，我们发现本项目公众知晓

度低，建议主管部门安排适量预算对于项目进行一定宣传推广，提高

市民对于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认知，配合未来数据进行社会公开，

在社会层面形成对项目的监督，同时也增强市民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

食品安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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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财政资金，加强 2015-2017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

性，完善预算管理基础，提高目标管理质量和评价的及时性，充分体

现 2015-2017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的目标，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指标体

系和评价标准，对 2015-2017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专项资金的产出和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 概况

1. 立项背景及目的

1、项目立项背景

食品质量安全溯源制度，是食品安全管理一项重要手段，最初是

由欧盟为应对“疯牛病”问题于 1997 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它利用现代化信息管理技术给每件商品标上号码、保存相

关的管理记录，从而进行追踪溯源。一旦在市场上发现危害消费者健

康的食品，就可根据标记将其从该市场中撤出。“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

统”是一个连接生产、检验、监管和消费各个环节的系统。

我国关于食品溯源体系的研究始于 2002 年，同年上海市政府在本

市建立食用农产品安全卫生质量跟踪制度，率先实施档案农业信息系

统建设。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指出为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

系建设，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网

络。农业部从 2007 年起正式启动实施产地准出制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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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并在上海市作为试点开展了畜产品质量追溯

制度建设工作，实现了部分鸡蛋产品的源头可追溯。

2010 年，为了在世博期间提升食品的质量保障和安全水平，市农

委制定了《迎世博重点蔬菜生产基地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建设工作方

案》等制度，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2013 年，上海市农业委

员会和上海市财政局共同印发《关于印发上海市 2013-2015 年农业档

案追溯体系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农委〔2013〕368 号），规范本市

农业档案追溯体系建设，扩大地产农产品追溯体系覆盖面，本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覆盖率（指地产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中建立农

业档案的面积占种植、养殖总面积的比重）2015 年底达到 90%，“十二

五”以后保持在 90%以上的水平。2016 年发布《关于印发 2016 年上海

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农委〔2016〕

212 号），文件中继续保持提出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农业档案

覆盖率 90%以上，在不断提升农业档案记录质量的基础上，推进电子化

管理，试点少量地产农产品的全程可追溯。2017 年发布《市农委关于

印发 2017 年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

知》（沪农委〔2017〕208 号），文件中提出巩固农业纸质档案覆盖率，

农业纸质档案追溯覆盖率继续保持在 90%以上，推进农业电子信息追溯

建设和二维码全程可追溯。

2、项目立项目的

食品质量安全溯源制度，是指利用现代化信息管理技术给每件商

品标上号码、保存相关的管理记录，从而进行追踪溯源。通过农业档

案追溯体系项目建设，强化农产品生产者的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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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加快实现本市地产食用农产品源头可

追溯、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从源头上把好农产品

质量安全关，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本项目主要工作是进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基础工作，即通过

奖补资金的发放，鼓励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对蔬菜、水产品、瓜果等

地产农产品种植和养殖过程中的每项活动进行详细记录，特别是农药、

饲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品种、用量、使用时间和安全间隔期等，以及农

产品的上市时间、销售品种、销售量和销售对象等，形成农业生产档

案。通过项目不断开展，使农业经营主体养成生产信息记录的习惯，

并逐渐实现电子化建档，通过现代化信息管理技术，为今后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推广运用打好基础。

2. 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项目市

级财政总预算为 4090万元，其中：

2015年度各产业办上报年度工作计划为完成 16.6万份农业纸质档

案建设，按照市农委印发《关于印发上海市 2013-2015年农业档案追溯

体系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农委〔2013〕368号）中每份农业档案

市级财政给予 50元补贴标准，市农委安排农业纸质档案追溯体系建设

奖补资金 830万元，另外按照 3元/份的标准安排农业档案印制资金 49.8

万元，对区县农业档案追溯情况考核资金 5.2万元，2015年预算资金

总额为 885万元，各区按照 1:1的比例安排配套资金。

2016年度各产业办上报年度工作计划为完成 16.6万份农业纸质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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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建设，按照每份农业档案市级财政给予 50元补贴标准，安排农业纸

质档案奖补资金 830万元，并配套安排农业档案印制资金 49.8万元。

各产业办将其负责的各区年度电子档案建档工作量汇总后，报送至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2016年度经济作物电子化建档 73473亩，蔬菜

种植电子化建档 54546亩，水产生产电子化建档 98450亩。按照《关

于印发 2016年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

知（沪农委〔2016〕212号）》制定的补贴标准进行补贴，同时考虑到

2016年度为第一年实施档案电子化，各区财政 2016年预算中尚未安排

农业档案电子化管理区级资金，2016年市、区两级奖补资金由市级全

额安排，2016年度安排农产品质量安全电子档案建设奖补资金 935万

元。为了更好的促进电子档案建档工作，安排田间档案网络建设培训

费用 30万元，进行档案电子化培训。2016年度安排对区县农业档案追

溯情况考核资金 5.2万元，用于第三、四季度对于档案建设情况进行考

核，2016年预算资金总额为 1850万元。

2017年度因为推广家庭农场以及种植规模调整等诸多原因，土地

向集体化种植集中，在保持农业建档工作覆盖率 90%以上的情况下，

纸质档案建设计划调整为 14万份，按照每份农业档案市级财政给予 50

元补贴标准，市农委安排农业纸质档案追溯体系建设奖补资金 700万

元，并配套安排农业档案印制资金 49.8万元。2017年度拟进行经济作

物电子化建档 53417亩，蔬菜种植电子化建档 165812亩次，水产生产

电子化建档 119600亩。按照《关于印发 2017年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农委〔2017〕208号）》制定

的补贴标准进行补贴。2017年度安排农产品质量安全电子档案建设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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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资金 600万元，同时 2017年度安排对区县农业档案追溯情况考核资

金 5.2万元，用于第三、四季度对于档案建设情况进行考核，2017年

总预算资金为 1355万元。具体明细见下表 1-1

（2）资金使用情况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项目市

级财政共执行 3,608.374万元，其中：

2015年度完成 16.6万份农业纸质档案建设，农业纸质档案追溯体

系建设奖补资金发放 83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农业档案印制资金支

付 49.8万元，对各区农业档案追溯情况考核资金支付 5.2万元，2015

年预算执行金额为 885万元，执行率为 100%。

2016年度完成 135829份纸质档案建设，农业纸质档案追溯体系建

设奖补资金发放 679.14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农业档案印制资金支付

49.8万元。电子档案建设中经济作物电子化覆盖 54546亩，实现建档

85384亩次，其中 58938亩次实现二维码追溯，发放补贴 397万元；上

海市蔬菜生产信息电子化建档 54546亩次，发放补贴 236.184万元；水

产生产电子化建档 95498.05亩次，发放补贴 265万元，电子化建设共

计发放补贴 898.184万元。另支付考核经费 5.2万元，田间档案网络建

设培训执行 30万元，2016年度预算执行金额为 1,662.329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90%。

2017年度完成 110317份纸质档案建设，农业纸质档案追溯体系建

设奖补资金发放 551.58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农业档案印制资金支付

49.8万元。电子档案建设中经济作物电子化建档 53303.45亩次，发放

补贴 102.36万元；上海市蔬菜生产信息电子化建档 165812亩次，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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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 183.56万元；水产生产电子化建档 107321.52亩次，发放补贴 173.5

万元，电子化建设共计发放补贴 4594,200万元，另支付考核经费 0.24

万元，2017年度预算执行金额为 1061.04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8%。

具体明细见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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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15-2017 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表

单位：元

年份

项目名称

2015 2016 2017

预算 执行 执行率 预算 执行 执行率 预算 执行 执行率

农业纸质档案追溯体系建设奖补资金 8,300,000 8,300,000 100% 8,300,000 6,791,450 82% 7,000,000 5,515,850 79%

农业档案印制 498,000 498,000 100% 498,000 498,000 100% 498,000 498,000 100%

农产品质量安全电子档案建设奖补资金 —— —— —— 9,350,000 8,981,840 96% 6,000,000 4,594,200 77%

对区县农业档案追溯情况考核 52,000 52,000 100% 52,000 52,000 100% 52,000 2,400 5%

田间档案网络建设培训 —— —— —— 300,000 300,000 100% —— —— ——

合计 8,850,000 8,850,000 100% 18,500,000 16,623,290 90% 13,550,000 10,610,45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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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情况

3.1专项资金实施时间

2015年 1月-2017年 12月。

3.2专项资金管理单位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3.3专项资金涉及项目内容

本专项资金用于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项目主要

内容为：

1） 推进纸质农业档案管理，提高纸质档案覆盖率

各区县的种植户和养殖户（包括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重点是散户）。按照市农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年初分品种印

制种植、养殖生产档案，详细记录种植和养殖过程中的每项活动，特

别是农业投入品的品种、用量、使用时间和安全间隔期等，以及农产

品的上市时间、销售品种、销售量和销售对象等，并保存两年，作为

农产品追溯的原始凭证。

2） 推进农业档案电子化管理。

由各区农委指导开展农产品生产信息的采集和录入工作，包括农

业投入品出入库信息，生产环节信息，销售环节信息等，逐步推进纸

质农业档案向电子档案发展，实现农产品生产信息的电子化管理。电

子信息档案由区级农委负责管理。

3） 推进二维码全程追溯。

每年试点建立上海市少量农产品统一质量追溯编码规则和识别查

询标识，推广应用二维码标签设计和打印技术，实现少量农产品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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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

其中 2015 年本项目实施为建立纸质农业档案并且覆盖率达到

90%，2016和 2017年在保持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农业档案继

续保持 90%以上，在不断提升农业档案记录质量的基础上，推进企业/

合作社农业档案的电子化管理，并试点少量地产农产品的全程可追溯。

1.4项目所在区域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项目涉

及区域覆盖闵行区、嘉定区、宝山区、浦东新区、奉贤区、松江区、

金山区、青浦区、崇明区 9 个区以及光明集团及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所属农场。

4. 组织及管理

4.1项目申报

依据《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生态和农产品安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沪农委〔2015〕252号）市农委、市财政局每年负责制订农

业生态和农产品安全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各产业办

按照年度工作计划上报相关数据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处将数据汇总后按照相关追溯体系相关建设标准编制预

算，作为专项预算列入农委部门预算。

4.2项目实施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负责纸质档案印刷、发放和纸质档案建设

情况考核工作，各个专业办负责电子档案建档工作的指导及考核，各

个区相关机构负责组织相关农业生产主体填报相关纸质档案和电子档

案，并负责日常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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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项目验收

市农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组织专家领导于每年第三、第四季

度对各个区档案建立情况进行抽查，按照抽查情况进行奖补资金的发

放。其中 2015、2016年市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至区农委，2017年开始由

市财政拨付至区财政，市属单位由市农委和市财政审核批准后拨付。

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

市级管理机构：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

区级管理机构：区农业委员会、区财政局、光明食品集团，上海

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相关部门；

受益者：农业生产主体；

间接受益者：人民群众

（二） 项目绩效目标

1. 总目标

通过建立纸质地产农产品档案并不断推进电子档案建设，进行地

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通过进一步强化生产主体的责任，

确保生产过程留下记录，从源头上把好了农产品质量关，提升农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

2. 具体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2015年度绩效目标：继续推进农业档案建档工作，完成 16.6万份

农业纸质档案建设，档案建设覆盖率达到 90%。

2016年度绩效目标：保持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农业档案

90%以上，完成 16.6万份农业纸质档案建设，推进企业和合作社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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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的电子化管理，完成经济作物电子化建档 73473亩，蔬菜种植电

子化建档 54546亩，水产生产电子化建档 98450亩，同时试点少量地

产农产品的全程可追溯。

2017年度绩效目标：继续保持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农业

档案 90%以上，完成 14万份农业纸质档案建设，继续推进企业/合作社

农业档案的电子化管理，完成经济作物电子化建档 53417亩，蔬菜种

植电子化建档 61639亩，水产生产电子化建档 119600亩，继续推进试

点地产农产品的全程可追溯。

（1）管理目标

市级资金按规定及时到位；专项资金涉及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目实施过程管理规范。

管理目标对应考核指标见表 1-2：管理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表 1-2：管理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管理目标

投入管理
资金拨付及时率 及时

项目资金执行率 ≥95%

财务管理

资金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实施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采购合规性 合规

（2）产出目标

2015年按照计划完成 16.6万份纸质档案建设，档案考核全部合格，

补贴按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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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按照计划完成 16.6万份纸质档案建设，73473亩经济果林

的电子档案建设，54546亩蔬菜面积的电子档案建设，98450亩水产养

殖面积的电子档案建设，档案考核全部合格，补贴按时发放。

2017年按照计划完成 14万份纸质档案建设，53417亩经济果林的

电子档案建设，165812亩次蔬菜的电子档案建设，119600亩水产养殖

面积的电子档案建设，档案考核全部合格，补贴按时发放。

产出目标对应考核指标见表 1-3：产出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表 1-3：产出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

2015 年产出

纸质档案建设完成情况 16.6 万份

纸质档案考核合格情况 100%

补贴发放及时性 按时发放

2016年产出

农业纸质档案建设完成情况 16.6 万份

经济作物档案电子化和二维码追溯 73473 亩

蔬菜电子档案建设情况 54546 亩

水产电子档案建设情况 98450 亩

档案考核合格情况 100%

补贴发放及时性 按时发放

2017年产出

农业纸质档案建设完成情况 14 万份

经济作物档案电子化建设情况 53417 亩

蔬菜电子档案建设情况 165812 亩次

水产电子档案建设情况 119600 亩

档案考核合格情况 100%

补贴发放及时性 按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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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果目标

农业档案追溯覆盖率达到 90%以上；2016年实现经济作物、蔬菜

园、水产养殖场目标企业电子档案覆盖率均达到 100%。无食品安全事

故发生，区县实施单位及农户对农业档案设计满意度≥85%，区县实施

单位对电子平台满意度≥85%。

效果目标对应考核指标见表 1-4：效果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表 1-4：效果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农业档案追溯覆盖情况 ≥90%

电子档案企业覆盖率 100%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 0

满意度
对农业档案设计满意度 ≥85%

对电子平台满意度 ≥85%

（4）影响力目标

区级及下属单位机构人员落实到位，项目数据有被外界所使用，

项目知晓率≥85%。

影响力目标对应考核指标见表 1-5：影响力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表 1-5：影响力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影响力目标 可持续性

区级及下属单位机构人员配备状况 人员落实到位

信息共享性
有被外界所使

用得满分

项目知晓率 知晓率≥85%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是对 2015-2017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的使用及效果进行绩效评价，采集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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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和绩效信息并进行汇总分析，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评价，

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促进预算管理不断完善，加快绩效

目标的实现，保证财政资金有效、合理使用。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通过前期调研、分析了解本项目特点，依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2014〕22号)

文件的精神，编制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本次绩效评价的工作方案设计

以德尔菲法为主，包括了指标的设计、访谈提纲的设计。综合评价表

包括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三部分内容，围绕项目立项、资

源投入、项目过程管理、项目产出等客观分析项目的合规性、项目资

源投入和项目的产出，体现从投入、过程到产出、效果和影响的绩效

逻辑路径。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等

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

和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

可靠，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分类原则。绩效评价由项目评价小组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

类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须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

评价结果应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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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指标体系逻辑框架示意图

本次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了实地调查法、访谈、指标评价法和

专家咨询法。

绩效评价体系与标准等详见附件 1：综合评价表、附件 2：评价底

稿。

（四）数据采集方法及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的依据主要是通过文件查阅、访谈、实地调查、问

卷调查等方式获得评价数据。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为了更好地进行评价工作，上海子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邀请

了相关专家指导本次的绩效评价工作。由上海子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负责进行文献和现场实地调查、访谈、资料与数据采集、统计汇

总及数据核查等工作。由专家对具体工作进行指导、并提出修改意见

等，以确保评价工作顺利开展。

1、外勤工作

绩效评价小组随机抽取了崇明、浦东新区和奉贤区三个区县进行

2015-2017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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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场查看。评价小组先后联系了崇明、浦东新区和奉贤区农业委员

会的相关负责人，并与 11 月 23 日上午前往崇明，下午赶往浦东新区

农业委员会，11月 27 日前往奉贤区，与各区农业委员会负责人、各条

线负责人及街镇负责人进行了当面访谈和问卷调查，查阅了相关资料，

对于项目的成效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评价小组对参

与建档的周边农户及农业经营进行了访谈及问卷调查，了解农户及农

业经营主体对于档案设计的满意程度以及档案填报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

现场检查方式包括：农业档案建设实际情况，以及项目管理等内

部文件。

查看内容包括：

（1）查阅与项目相关的制度文件，检查项目制度建设的健全性；

（2）查阅农业档案，了解农业档案建设情况；

（3）查阅项目资金下达批复及相关凭证，评判项目资金下达及时

情况；

（4）查阅项目验收档案、项目实施单位总结等内部文件以及项目

建设的实际情况，评价项目实施的效果。

2、数据收集、汇总分析

评价小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和规范，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甄别、

分析和评分，将现场查看与资料查看中获得的数据与项目批复中的内

容进行比对，得出项目档案建设完成情况，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汇总了

区各条线负责人对专项资金的满意度，并提炼结论撰写报告，在约定

时间内上报委托方，由委托方组织相关专家对报告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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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 总体评分

按照由项目评价小组设计并通过专家组论证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

分标准，通过基础表、调查及访谈，对 2015-2017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项目进行客观评价，项目得分为 89.05分，属

于良好。

表 3-1 2015-2017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项目绩效分值表

指标 A.项目决策 B.项目管理 C.项目绩效 合计分值

权重 10 27 63 100

分值 10 25.64 53.41 89.05

得分率 100.00% 94.96% 84.78% 89.05%

各部分得分率如下图 3-1所示：

图 3-1 2015-2017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项目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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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绩效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基本达

到项目预期目标，绩效评价评分为良好，具体来看：

市级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地方配套资金也按照相关资金的管理规

定以及各区县的具体要求全部按时配套到位。专项资金使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目管理实施过程规范，区、镇、村人员落

实到位。通过本专项资金的三年来的不断投入，农业建档覆盖率保持

90%以上，提高了农业种植户、农业经营主体的建档意识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意识，搜集了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基本数据。从 2016

年将电子化建档纳入补贴范围，并在 2017年不断扩大电子化建档范围，

且实现了少数二维码追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不断建设完善，资金使

用效果良好。

（二）具体绩效分析

本项目最终得分 89.05分，其中项目决策得 10分，得分率 100%；

项目管理得 25.64 分，得分率 94.96%；项目绩效得 53.41分，得分率

84.78%。

1）项目决策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项目决策类指标占 10分，分为项目立项

和项目目标两个部分。

（1）项目立项

表 3-1项目立项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A11战略目标适应性 2 100.00% 2.00

A12立项依据充分性 2 10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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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资金使用方向、实施内容以及目标都与《关于加强农产品

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意见（农质发〔2014〕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5〕95 号）》、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农质发

〔2016〕8号）》、《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沪府令 33号）》

的文件精神和战略目标相适应，且专项资金满足相关文件的发展要求，

与项目实施单位上海市农业委员会的职责密切相关。

（2）项目目标

表 3-2项目目标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3 100.00% 3.00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3 100.00% 3.00

本专项资金目标为“建立纸质地产农产品档案并不断推进电子档

案建设，进行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从源头上把好了

农产品质量关，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结合《上海市食品安全信

息追溯管理办法（沪府令 33号）》、《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生态和农产

品安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农委〔2015〕252号）等文件的

规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设定科学合理，且绩效目标与相应预算相匹

配，因此“A21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得满分。

本项目设定有“2015年度完成 16.6万份农业纸质档案建设，档案

建设覆盖率达到 90%”、“2016年度绩效完成 16.6万份农业纸质档案建

设，推进企业和合作社农业档案的电子化管理，完成经济作物电子化

建档 73473亩，蔬菜种植电子化建档 54546亩，水产生产电子化建档

98450亩”、“2017年度完成 14万份农业纸质档案建设，完成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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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化建档 53417亩，蔬菜种植电子化建档 165812亩次，水产生产电

子化建档 119600亩”等年度目标，结合“建立纸质地产农产品档案并

不断推进电子档案建设，进行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

总目标，本项目年度目标清晰明确，年度绩效与总目标联系紧密，有

助于总目标的实现，因此“A22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得满分。

2）项目管理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项目管理占 27分。项目管理分为三个部

分，投入管理、财务管理和项目实施。

（1）投入管理

表 3-3项目投入管理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B11资金拨付及时率 3 100.00% 3.00

B12项目资金执行率 4 66.00% 2.64

2015-2017年，项目资金均拨付及时，因此“B11资金拨付及时率”

得满分。

2015-2017 预算资金总额为 4090 万元 ,实际执行资金总额为

3608.374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3608.374/4090）×100%=88.22%，扣

1.36分，“B12项目资金执行率”得 2.64分。

（2）财务管理

表 3-4项目财务管理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B21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 3 100.00% 3.00

B22资金使用合规性 3 100.00% 3.00

B23财务监控有效性 3 100.00% 3.00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于 2015年制定了《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生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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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安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农委〔2015〕252号），资金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且管理制度符合相关规定，“B21资金管理制度健全

性”得满分。

资金使用范围符合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未发现资金拨付流程不合规的情况，“B22资金使用合规性”得满分。

通过实施相关检查，发现虽然各区县相关手续以及资料齐备，均

有相应的监控措施，并且监控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B23财务监控有

效性”得满分。

（3）项目实施

表 3-5项目实施管理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B3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3 100.00% 3.00

B32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3 100.00% 3.00

B33采购合规性 5 100.00% 5.00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按照每年实施计划均制定有相关的实施方案，

《关于印发上海市 2013-2015年农业档案追溯体系项目实施方案的通

知（沪农委〔2013〕368号）》、《关于印发 2016年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农委〔2016〕212号）》、《上

海市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 2017年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农委〔2017〕208号）》并配套制定有相关考

核办法，“B3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得满分。

项目管理制度按要求严格执行，未出现违规现象，“B32项目管理

制度执行有效性”得满分。

2015-2017年项目采购均符合财政相关规定， “B33采购合规性”

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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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绩效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项目绩效占 63分。主要考察项目绩效的

核心，反映资金投入和项目计划的完成、产生的效果等。对于整个绩

效评价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体现了整个项目的成果和功用。项

目绩效分为项目产出、项目结果、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影响三个部分。

（1）项目产出

表 3-6项目产出分析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C11 2015年产出

C111 纸质档案建设完成情况 3 3.00 100.00%

C112 纸质档案考核合格情况 2 2.00 100.00%

C113 补贴发放及时性 2 2.00 100.00%

C12 2016年产出

C121农业纸质档案建设完成情况 3 2.45 81.67%

C122 经济作物电子档案建设完成

情况
2 2.00 100.00%

C123蔬菜电子档案建设情况 2 2.00 100.00%

C124水产电子档案建设情况 2 1.95 97.50%

C125档案考核合格情况 2 2.00 100.00%

C126补贴发放及时性 2 2.00 100.00%

C13 2017年产出

C131农业纸质档案建设完成情况 3 2.36 78.67%

C132经济作物电子档案建设情况 3 3.00 100.00%

C133蔬菜电子档案建设情况 3 3.00 100.00%

C134水产电子档案建设情况 3 2.69 89.67%

C135档案考核合格情况 2 2.00 100.00%

C136补贴发放及时性 2 2.00 100.00%

通过查阅《关于下达 2015年农业档案追溯体系项目资金的通知（沪

农委〔2015〕347号）》2015年按计划完成 16.6万份纸质档案建设，档

案全部考核合格，评价小组在对 3个区县检查过程中，通过对抽选档

案进行农资采购及出入库凭证核对检查，发现档案记载农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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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资采购量及出入库量均吻合，未发现存在偏差，因此确认农委提

供的档案考核结果真实有效。2015年补贴及时发放，因此“C11 2015

年产出”得满分。

“C12 2016年产出” ：

通过查阅《关于下达 2016年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资金的通知（沪农委〔2016〕319号）》2016年目标完成 16.6万份

纸质档案建设，实际完成 135829 份纸质档案建设，档案建设完成率

=(135829/166000)*100%=81.82%, “C121农业纸质档案建设完成情况”

得 2.45分。

2016年经济果林覆盖面积达 85384亩，2016年蔬菜建档覆盖面积

54546亩，电子建档覆盖率为 100%，因此“C122经济作物电子档案建

设完成情况”、“C123蔬菜电子档案建设情况”得满分。

2016年水产电子建档目标覆盖 97850亩水产养殖面积，实际覆盖

养殖面积 95498.05 亩，档案建设率=(95498.05/97850)*100%=97.60%,

因此“C124水产电子档案建设情况”得 1.95分。

通过查阅相关文件，2016年考核合格纸质档案数为 135829份，评

价小组在对 3个区县检查过程中，通过对抽选档案进行农资采购及出

入库凭证核对检查，发现档案记载农资使用情况与农资采购量及出入

库量均吻合，未发现存在偏差，因此确认农委提供的档案考核结果真

实有效，所以 “C125档案考核合格情况”得满分，通过查阅相关付

款凭证，补贴发放及时，“C126补贴发放及时性”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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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2017年产出”：

通过查阅《关于下达 2017年上海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资金的通知（沪农委〔2017〕338号）》2017年目标完成 14万份

纸质档案建设，实际完成 110317 份纸质档案建设，档案建设完成率

=(110317/140000)*100%=78.80%，因此“C131农业纸质档案建设完成

情况”得 2.36分。

经济作物电子建档目标覆盖面积 53417亩，实际覆盖面积 53303.45

亩，电子档案建设完成率 99.79%，“C132经济作物电子档案建设情况”

得 3分。

蔬菜按计划完成 165812 亩次电子化建档，档案建设率=100%，

“C133蔬菜电子档案建设情况”得满分。

水产档案电子化目标覆盖养殖水面面积 119600亩，实际覆盖养殖

水面面积 107321.52亩，电子档案建设完成率 89.73%，因此“C134水

产电子档案建设情况”得 2.69分。

通过查阅相关文件，2017年纸质档案考核合格数为 110317份，评

价小组在对 3个区县检查过程中，通过对抽选档案进行农资采购及出

入库凭证核对检查，发现档案记载农资使用情况与农资采购量及出入

库量均吻合，未发现存在偏差，因此确认农委提供的档案考核结果真

实有效，所以 “C135档案考核合格情况”得满分，通过查阅相关付

款凭证，补贴发放及时，“C136补贴发放及时性”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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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结果

表 3-7项目结果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C21农业档案追溯覆盖情况 3 3.00 100.00%

C22电子档案企业覆盖率 3 2.86 95.33%

C23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 3 3.00 100.00%

C24对农业档案设计满意度 8 3.90 48.75%

C25对电子平台满意度 4 3.20 80.00%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覆盖达到 90%以上，“C21农业档案追溯覆盖

情况”得满分。

2016年目标实现 280家经济作物合作社、生产企业，菜园艺场（基

地）242家，水产养殖场 559家的电子化管理。实际完成 321家经济作

物合作社、生产企业，菜园艺场（基地）202家，水产养殖场 559家的

电子化管理，菜园艺场未达到目标要求，扣 0.14分；2017年按计划完

成 280家合作社、242家蔬菜园、982家水产养殖场，农业档案的电子

化管理，“C22电子档案企业覆盖率”得 2.86分；

项目期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C23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得满

分。

通过对 13位相关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进行问卷调查，认为档案设

计十分合理的有 8人，认为档案设计较合理的有 6人；满意度为 84%；

认为档案要求明确、填写方便的有 7人，认为档案填写较为明确方便

的有 8人，满意度为 80%，；通过对 30为农户进行满意度调查，认为

档案设计十分合理的有 15人，认为档案设计较合理的有 14人，满意

度为 73%；认为档案要求明确、填写方便的有 15人，认为档案填写较

为明确方便的有 13人，满意度为 72%，因此“C24对农业档案设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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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得 3.9分。

通过对 13位相关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进行问卷调查，对于电子平

台能否满足追溯需求的十分满意的有 10人，比较满意的有 1人；满意

度为 81%；对电子平台操作流畅性十分满意的有 6人，比较满意的有 9

人，满意度为 81%，“C25对电子平台满意度”得 3.2分。

（3）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影响

表 3-8项目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影响分析

区级及下属街镇均有明确的责任人，“C31区级及下属单位机构人

员配备状况”得满分。

本项目电子档案部分已实现与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的数

据对接，但是纸质档案部分尚未利用，所以“C32 信息共享性”扣 1

分。

通过随机对 50位市民进行满意度调查，其中知道农产品追溯体系

建设的有 20人，公众知晓度为 60%，“C33项目知晓率”不得分。

失分项分析

本项目资金主要是对年初制定要完成的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建设

份数，按照蔬菜、经济作物、水产不同补贴标准制定预算，第三、四

季度市农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组织专家领导对各个区档案建立情

况进行抽查，按照抽查结果进行奖补资金的发放。2016、2017年农业

纸质档案建档数量和水产电子档案覆盖面积均未能完成计划数，导致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C31区级及下属单位机构人员配备状况 2 2.00 100.00%

C32信息共享性 2 1.00 50.00%

C33项目知晓率 2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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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产出“C121农业纸质档案建设完成情况”、“C124水产电子档

案建设情况”，2017年产出“C131农业纸质档案建设完成情况”、“C134

水产电子档案建设情况”均有不同程度扣分。因为档案建设未达到目

标要求，所以奖补资金未能全部发放，导致“B12专项资金执行率”

扣 1.36分，得分率为 66%。

虽然本项目农业档案样式及内容不断完善，但是普通零散农户基

本为年龄较大的老年人，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农业档案的填报对于他

们来说仍是一项相对繁琐而且有一定难度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增大了

他们的负担。而且因为每年档案样式变化以及不同部门对于档案要求

也不同，造成档案填制难度增加。通过满意度调查，相关技术推广中

心对纸质档案设计满意度为 82%，农户对档案设计综合满意度为

72.50%，以上是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所以“C24对农业档案设计

满意度”得 3.9分，得分率为 48.75%。

从 2016年开始建立电子平台，不断推进档案电子化工作，通过对

各条线相关负责人进行问卷调查，对于电子平台的综合满意度为 81%，

“C25对电子平台满意度”得 3.2分，得分率为 80%。

目前本项目工作内容仍处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基础数据建

设工程中的一部分，主要目的仍在于培养农产品生产者建立生产档案

的意识和能力，项目搜集数据本项目电子档案部分虽然已实现与上海

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的数据对接，但是纸质档案部分数据尚未利

用。同时对于社会公众宣传工作也未进行，公众对本项目知晓率过低，

所以“C32信息共享性”扣 1分，“C33项目知晓率”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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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项目整体评价良好，资金的使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整体来看

项目的主要经验及做法有：

项目经过 3年的持续开展，目前各个条线农产品追溯档案追溯工

作稳步推进，市区镇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均有专门的部门和机构负责推

进项目实施，责任落实到人。通过相关机构及责任人的工作，目前全

市范围内大中型农业生产组织已形成自觉进行追溯档案工作记录的意

识，其内部正逐步建立相关制度，保证档案记录工作的时效性和真实

性；中小农业生产者记录工作档案的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培养农业生

产者记录生产工作、农资使用形成追溯档案意识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档案记录内容及形式不断完善，目前正由纸质档案向电子档案形

式过渡，整体质量逐步提升，追溯档案未来可以从数量及质量方面成

为追溯体系数据来源的保证。

（二）存在的问题

1、中小农业生产者建档质量需提高

从评价小组对浦东新区、崇明区等区县检查来看，档案建立的质

量直接与农业生产者生产水平及意识相关，在验收测评中被评定为合

格的档案中企业化农业生产者记录的农业档案质量远好于一般农业和

中小生产者的质量，在与各区县负责人沟通了解后目前部分中小农业

生产者档案记录时效性欠佳，往往存在事后补填情况，事后补填对于

档案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有较大伤害。

2、档案设计工作需加强

项目涉及多个产业部门，包括水产办、种植办等，各部门对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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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档案记录均有自身的相关要求，并形成了不同的档案样式及记录方

案，以水产养殖为例，2017年就有 3种不同版本档案，需要农业生产

者进行填写，但其内容基本相同，增加了农业生产者填制档案的工作

量，对此农业生产者也有部分怨言。

3、信息应用需加强

目前项目仍然处于整个追溯体系准备期，项目立项的目的除了建

立追溯体系基本资料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农业生产者对农业生产过程，

使用农资进行记录的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本项目基本达到了项目立

项要求。但随着时间推进，项目推进过程中不足之处也逐渐显露，虽

然本项目电子档案部分已实现与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的数据

对接，但是纸质档案相关数据信息仍未得到充分利用，档案整体效用

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对项目的建议和改进举措

1、培训与奖励并举，提升档案质量

针对目前各区中小农业生产者追溯档案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的情

况，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培训和指导，使农业经营者明确档案填写质量

要求，从而做到规范填写。同时将现有补贴标准中部分资金调整为按

照档案检查评级结果进行发放的奖补资金，通过评优奖励的方式，提

高各区县的农业生产者填写档案工作积极性，促使农业生产者主动提

高档案填写质量。

2、加强设计，统一档案样式

针对农业生产者集中反映的档案版本众多，增加档案建立工作量

的情况，建议农委各个业务部门间加强沟通，尽可能按照农产品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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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包含全部信息要素的统一档案样式，减轻农业生产者建档的工作

量。

3、加强运用，逐步宣传推广

目前本项目电子档案部分已实现与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

的数据对接，但是纸质档案相关数据信息仍未得到充分利用。虽然目

前整体工作仍然处于探索完善工作中，但如何实现全部档案数据的有

效利用，应及早提上日程并制定相关计划。

项目建立农产品追溯档案，培养农业生产者安全生产意识，最直

接的受益者是广大市民，但通过社会调查，我们发现本项目公众知晓

度低，建议主管部门安排适量预算对于项目进行一定宣传推广，提高

市民对于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认知，配合未来数据进行社会公开，

在社会层面形成对项目的监督，同时也增强市民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

食品安全的信心。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