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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 2023年奶业振兴项目

绩效评价简版报告

根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呼政办字〔2020〕69 号）要求，依据《呼和

浩特市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管理办法》（呼政办字〔2020〕77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受呼和浩特市财政局的委托，内蒙古泓

证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 2023 年度奶业振兴项目下达的

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经过数据收集、审核、访谈以及社会

调查等必要的评价程序，采用绩效分析和统计方法，在梳理、

分析评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最终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为推动呼和浩特市奶业高质量发展，用好用足中央、自治

区及市本级奶业振兴相关扶持政策，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奶业

振兴工作。奶业振兴项目围绕加快奶源、种业、优质饲草料基

地建设，支持企业做优做强，加强奶牛疫病防控，加大科技、

金融支撑力度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自治区、市本级政策引导

作用，助推奶业振兴。

（二）项目内容

2023 年奶业振兴专项资金主要补贴：奶业新型经营主体项

目、新建牧场项目、饲草料收储项目、性控冻精使用项目、外

购奶牛项目、性控胚胎补贴项目、金融贷款贴息项目、疫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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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项目，涉及呼和浩特市 128 家牧场，分布 7 个旗县区，包括：

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赛罕区、清水河县、玉

泉区、武川县。

（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呼和浩特市农牧局负责承担和执行项目资金使用主体责任，

落实各旗县区农牧局责任，负责指导和监督，推进项目实施。

各旗县区农牧局对管辖范围内单位上报的资料进行核查，联合

旗县区财政局，组织验收小组，对申报单位实地验收，将验收

合格的单位进行公示，按照实施方案的补贴标准申请财政专项

补贴资金。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及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对上报的验

收材料进行复验，并出具验收表。呼和浩特市财政局下发补贴

资金，由旗县区财政局拨付至各被补贴单位。

（四）项目资金投入、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自治区奶业振

兴资金的通知》（内财农〔2023〕1077 号）以及《呼和浩特市农

牧局关于下达2022年自治区奶业振兴资金的函》（内财资〔2023〕

110 号）等指标文件，2023 年呼和浩特市财政局下达各旗县区

农牧局专项资金共计 35,537.41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35,537.41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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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23 年奶业振兴项目资金具体情况

序号 旗县区 分配资金（万元）

1 土默特左旗 16,897.12

2 托克托县 6,070.49

3 和林格尔县 6,037.79

4 赛罕区 3,987.67

5 清水河县 2,076.59

6 玉泉区 332.15

7 武川县 135.60

合 计 35,537.41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奶业振兴项目资金拨付至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格

尔县等 7 个旗县区共计 35,537.41 万元。截至评价日，项目资

金实际支出 21,445.27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60.35%。项目资金

使用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2：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旗县 分配资金 资金占比 实际支出资金 资金执行率

1 土默特左旗 16,897.12 47.55% 11,952.89 70.74%

2 托克托县 6,070.49 17.08% 390.00 6.42%

3 和林格尔县 6,037.79 16.99% 5,613.51 92.97%

4 赛罕区 3,987.67 11.22% 1,208.59 30.31%

5 清水河县 2,076.59 5.84% 1,812.53 87.28%

6 玉泉区 332.15 0.93% 332.1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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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7 武川县 135.60 0.38% 135.60 100.00%

合 计 35,537.41 100.00% 21,445.27 60.35%

（五）项目绩效目标

呼和浩特市农牧局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奶

业振兴保障乳制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国办发〔2018〕43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20〕31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工作部署，聚焦解决当前奶

业生产成本高、产销衔接不紧密、产品结构不合理、产业发展

质量不高等问题，进一步加大奶业振兴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奶

产业转型提档，全力打造“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全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打造“中国乳都”升级版，在全区乃至全国率

先实现奶业振兴。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所接受委托后，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负责本项目的绩

效评价工作；聘请专家团队，为绩效评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

采取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历时 1 个半月，对 7

个旗县区农牧局采取部分现场调研、电话及线上访谈、召开进

场会、指导答疑、审阅资料、核对数据等方法，发放调查问卷

等多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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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收集项目相关资料，并核实真实性、完整性、合理性，

聚焦关注的重点问题重点查验，多维度反复沟通确认，以掌握

项目的实际情况，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做出全面、客观、

科学的绩效评价并最终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次评价涉及 7 个旗县区，针对各旗县区分别评分后再汇

总。通过客观评价，总分值 100分，综合得分 83.43分，评价等

级为“良”。

表 3：奶业振兴项目绩效评价评分汇总表

指标 分值 得分

决策 15 8.14

过程 25 23.29

产出 20 17.43

效益 40 34.57

合计 100 83.43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政策落实方面。按照自治区政策方案，呼和浩特市

农牧局及时研究制定市本级方案，及时帮助企业和项目解决各

类问题；采取“点对点”方式对项目旗县区进行督促落实，并

加大政策宣传及解读力度，确保政策资金全部直达企业，巩固

奶源供给保障能力。对旗县区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情况及项目

推进中的问题等情况及时掌握调度，确保项目如期完成。要求

旗县区农牧局要及时整理收集项目实施企业项目验收的相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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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将企业项目申报及验收等相关软件材料归档立卷。

（二）奶畜种业方面。已建成国家级奶牛核心育种场 1 家、

种公牛站 1 家、奶牛扩繁场 16 家、奶羊扩繁场 4 家，奶牛良种

化率达 100%。据美国动物育种者协会发布的遗传评估成绩，清

水河赛科星牧场培育的291HO22027号后备种公牛排名全国第一；

盛健集团泌乳羊年均单产已突破 619 公斤，各项乳指标均已超

过欧盟标准。

（三）饲草种业方面。推进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

优质牧草种子繁育田 2.1 万亩。积极开展国家级饲草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工作。推动蒙草集团申报国家草种业技术中心、土左

旗正时优质饲草良种繁育基地、和林格尔县草畜一体化项目建

设。

（四）乳产业方面。重点盯紧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

中国乳业产业园两大千亿级“产城融合”项目，围绕“育好种、

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建好链”的全链条指标升级发展思

路，带动实施乳产业链上下游产业项目 44 个。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项目资金执行率较低

评价过程中发现，截至评价基准日，部分旗县区的项目资

金仍未补贴到位。申报企业已验收，旗县财政未根据验收结果

发放补贴资金，共涉及 5 个旗县区，合计 14,092.14 万元，未

补贴资金占比 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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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截至评价日，清水河县部分项目资金预先拨付，

但项目验收工作完成后，付款申请过程较长，付款进度滞后；

和林格尔县性控冻精项目资金预下达，但项目实际验收过程中，

存在不满足付款条件情况，不予支付，后续将专项资金退回；

部分旗县区财政资金紧张，无法保证验收通过的项目及时付款。

表 4：各旗县区项目资金未补贴资金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旗县区 应补贴金额 未补贴金额 未补贴资金占比

1 土默特左旗 16,897.12 4,944.23 29.26%

2 托克托县 6,070.49 5,680.49 93.58%

3 和林格尔县 6,037.79 424.28 7.03%

4 赛罕区 3,987.67 2,779.08 69.69%

5 清水河县 2,076.59 264.06 12.72%

6 玉泉区 332.15 0.00 0.00%

7 武川县 135.6 0.00 0.00%

合 计 35,537.41 14,092.14 39.65%

（二）项目未按规定验收

评价过程中发现，和林格尔县的疫病防控项目在验收时未

严格按照要求对验收资料进行审核。2023 年和林县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支出奶牛布病防疫补贴 115.71 万元，涉及 26 家牧

场，其中有 7 家验收资料缺少疫苗购置发票，金额合计 11.44

万元。

原因分析：小型牧场奶牛存栏量少，疫苗需求量较少，均

通过当地兽医店购买，无法开具发票；验收人员未根据文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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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统一验收标准。

（三）项目未制定明确绩效目标

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公布的《2023 年呼和浩特市奶业振兴实

施方案》中，并未对相关绩效目标进行细化、量化。不符合《2023

年自治区奶业振兴实施方案》“盟市农牧主管部门根据本实施方

案及当地奶业发展目标，制定本级实施方案，组织旗县区细化

实施方案”的要求。

原因分析：呼和浩特市农牧局政策引导未到位，具体业务

部门对绩效目标工作不重视。

（四）未制定项目验收制度及部分旗县区未制定本级实施

方案

奶业振兴项目是“先花后补”项目，验收合格给予补贴，

所以验收环节尤为重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呼和浩特市农

牧局根据《2023 年自治区奶业振兴项目实施方案》制定了具体

的市级实施方案，但部分旗县区未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级的实

施方案。同时，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及各旗县农牧局未根据实施

方案制定相关具体验收制度。导致验收环节流于形式，影响了

项目的整体效能与社会效益。

原因分析：呼和浩特市农牧局项目落实未到位，各旗县区

农牧局前期规划不足。

（五）奶业新型主体项目补贴未做到全覆盖

2023 年，自治区下达呼和浩特市中央转移支付奶业新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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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 3329 万元，补贴养殖场数量为 97 个。项

目主要补贴对象为规模在100至 3000头的奶牛家庭牧场和奶农

合作社等奶业新型经营主体，但是注册为公司的部分中小型牧

场，不在新型经营主体的范围，补贴未做到全覆盖。

原因分析：中小型牧场对于奶业振兴政策了解不到位，同

时旗县区农牧局政策宣传不到位。

（六）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评价组现场调研发现，调研到的被补贴企业均未在厂区

四周建立绿化隔离带。

原因分析：被补贴企业的环保意识不强，对于在厂区四周

建立绿化隔离带不够重视。

六、有关建议

（一）加快推进资金支付过程，提高资金执行率

项目实施单位应及时在验收合格后向主管单位提交资金申

请，在资金下达后将补贴资金及时补贴到各被补贴企业。并且，

项目实施单位作为项目预算主体执行方，需严格把控项目实施

各环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资金高效支付。同时，各旗

县区财政也要做好资金的后方保障工作，确保专款专用，提高

资金执行率，从而提高被补贴企业参与度。

（二）提高验收人员专业素质，完善验收过程

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验收人员关于验收标准的培训，对验

收过程的必要资料进行系统性的讲解，提升验收人员专业素质，



10

从而保证验收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保证按照项目规范验收。

（三）制定明确绩效目标，加强绩效管理

盟市农牧主管部门年初要对相关绩效目标进行细化，做到

各个项目绩效目标均可量化。同时，盟市主管部门要加大绩效

管理监管力度，保证绩效管理的可执行性。

（四）完善项目制度，提高项目完成质量

项目单位应高度重视项目制度建设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

验收战略规划，明确验收目标与原则。结合项目实际，修订和

完善验收制度，明确验收流程、标准、责任及监督机制。

（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产业链前伸后延，支持标

准化、数字化规模养殖

1.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项目实施单位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运用多种渠道和方式，

根据不同的政策内容和受众特点，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提

高政策的知晓度和执行力，使得更多中小型牧场参与到项目建

设中。

2.引导产业链前伸后延

推进奶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乳品企业自建、收购

养殖场，提高自有奶源比例，稳固奶源基础。推动奶牛养殖向

乳品加工和流通领域拓展，通过直营、电商等渠道服务当地和

周边社区居民，提高奶牛养殖效益，提升奶农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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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标准化、数字化规模养殖

培育壮大家庭牧场、奶农合作社等适度规模养殖主体，支

持养殖场开展“智慧牧场”建设，对关键环节设施设备升级改

造，推动基于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智能统计分析软件终端在

奶牛养殖中的应用，实现养殖管理数字化、智能化。

（六）厂区四周建立绿化隔离带

引导被补贴企业根据厂区四周的自身环境情况等在四周合

理建立绿化隔离带，对厂区周围起到降噪、防尘等作用，发挥

绿化的生态作用。

第三方评价机构名称：

（盖章）

主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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