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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能否科学考评乡村振兴工
作成效，关系着乡村振兴的质
量和成色。

考核评估将如何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相比脱贫攻坚考核
评估，乡村振兴评估有怎样的
特点？如何保证乡村振兴评估
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可持续
性？聚焦乡村振兴评估，近日，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
究院院长王宏新接受了中国城
市报记者的专访。

评估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城市报：乡村振兴评

估为什么重要？

王宏新：乡村振兴评估的
重要性，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
战略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对乡村
振兴战略评估，是实现国家战略
需要，属于战略评估，评估结果
会反馈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
程，有效促进国家战略实现。

二是制度需要。2018年1
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建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
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
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如何落
实这套工作机制，需要相应的
科学评估考核。

2018年9月，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提出，将
规划实施成效纳入地方各级党
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年度绩
效考评内容，考核结果作为有
关领导干部年度考核、选拔任
用的重要依据，确保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建立规划实施督促
检查机制，同样需要相应的科
学评估考核。

不仅如此，对乡村振兴战
略进行评估，是上升到了国家
法律高度，受法律保护和约束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
促进法》第六十九条指出，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
政区域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
况进行评估。

中国城市报：目前乡村振

兴评估工作进展如何？

王宏新：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开展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实施总结评估。国
家评估工作有可能在今年年底

或明年年初进行；也有省、市、
县已经开始启动内部评估、自
评估工作。

实际上，由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国家乡村
振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成的后
评估工作组，在实施巩固脱贫成
果后评估（简称“后评估”）过程
中，已经涉及到乡村振兴评估。
后评估侧重于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
点工作接续推进情况，从去年底
开始，每年一次，连续五年对中

西部 22 个省份进行评估，到
2025年还会进行一次总评估。

乡村振兴评估：
难度更大、周期更长

中国城市报：乡村振兴评

估方式主要有哪些？各有什么

优劣？

王宏新：主要有三种不同
性质的评估方式，各有优劣。

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
评估，即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国家乡村振兴局
组织实施的评估。这类评估优
点是组织制度严格，结果用于
考核具有权威性；其弱点是自
上而下的评估考核受评估力量
限制，这在脱贫攻坚阶段评估
中已显现出来，各地退出评估
时就由省级政府来组织第三方
评估力量投入了。

第二种是依据各级党委和
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评。可能存
在的问题是缺乏专业性、独立性，
容易出现形式主义和走过场，也
容易脱离群众，缺乏公信力，对
于乡村振兴战略来说是危险的。

第三种就是第三方评估。
第三方评估，主要由高校科研
院所和咨询机构等社会力量承
担，其优点是科学、中立，但国
内尚未有成熟的乡村振兴第三

方评估队伍。
三种不同性质的评估方

式，在实践中可以相互配合、取
长补短。

中国城市报：您全程参与

了国家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工

作，包括工作成效评估、退出评

估和交叉评估。在您看来，脱

贫攻坚评估和乡村振兴评估两

者有何关系？

王宏新：评估理论与技术
主要关注四方面内容，即谁来

评估、评估谁、评估什么以及如
何评估。“谁来评估”和“评估
谁”涉及主客体问题，“评估什
么”涉及评估内容或对象，“如
何评估”则关心评估技术与方
法。脱贫攻坚评估，可以说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
次评估，跨越五年；如果算上去
年开始、为期五年的巩固脱贫
成果后评估，将历时十年。在
脱贫攻坚评估中，摸索出来的
评估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特色的，其技术和方法也
是符合中国农村发展规律和实
际的，这些也将会运用到乡村
振兴评估中。

但是，由于乡村振兴与脱
贫攻坚二者本质不同，评估也
就根本不同。具体地，主要有
三大差别：一是评估对象主体
和评估内容不同。脱贫攻坚是
紧紧围绕贫困人口，主要看“两
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有保障）和农村饮水安全；而乡
村振兴则是聚焦乡村，主要看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
组织振兴，简称“五大振兴”。

二是评估目的不同。脱贫
攻坚评估的目标是实现贫困县
整体退出和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与全国人民同步小康、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乡村振兴评估

的目标则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三是评估方法不同。脱贫
攻坚评估是一竿子捅到底，进
村入户，对贫困户、脱贫户、非
贫困户、边缘户等对象进行一
对一调查，看精准识别、精准帮
扶、动态调整等工作做得如何，
看“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解决程
度，等等；乡村振兴则是从点到
县再到面，重点抓县抓村、抓城
乡融合，进行“五大振兴”评估，
调研面更广、调研方法更多。

此外，乡村振兴战略评估的周
期将更长，会持续到2050年。

数据监测统计不能“掉队”

中国城市报：乡村振兴评

估过程中面临哪些棘手问题？

王宏新：评估工作的有效
开展，还有赖于完整、公开的统
计数据。但是，目前乡村振兴
进展的指标体系构建还不成
熟、尚显粗放；乡村振兴进展统
计体系也尚未推出，单纯靠调
研获取的主观数据是不够全面
的，不能满足评估需要的。建
议乡村振兴统计工作要跟上，
围绕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精准的数据供给。

中国城市报：如何保证乡

村振兴评估的科学性、公正性

和可持续性？

王宏新：着眼于乡村振兴
评估的战略性、制度性以及长
远性，就要做到评估的科学性、
公正性和可持续性。一方面兼
顾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过程
评估就是评估责任落实、工作
推动和五大振兴进展情况，结
果评估主要要看农业农村现代
化水平如何。从这一点来看，
精准的乡村振兴评估，应涵盖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水

平两方面。
另一方面，评估对象和方

法应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乡村
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
地域综合体，乡村振兴是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位一
体的全面振兴。乡村振兴评估，
主要基于区域性宏观数据来考
察总体发展水平，也就是农业农
村现代化水平,乡村振兴的主体
是广大农民群众。乡村振兴评
估也要结合脱贫攻坚评估中入
户调研的经验，通过老百姓的满
意度调查，来评估人民群众对乡
村振兴工作的参与程度、满意程
度，检视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是
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农
民主体地位，以及是否坚持乡村
全面振兴等原则。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评估
制度。一是要有全国性的指导
性意见，为开展评估工作提供
顶层设计；二是培育第三方评
估力量，服务全国及地方乡村
振兴战略工作；三是建设全国
性第三方评估监测平台，监测
第三方评估工作；此外，要适度
透明和开放数据，促进评估反
馈及评估成果综合利用。

中国城市报：围绕乡村振

兴评估，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

在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王宏新：一是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与全球发展倡议衔接研
究。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推进，
也要与全球发展倡议对接，成为
全球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

二是构建乡村振兴与农业
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院
已 对《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年）》进行了指标
解析，正在从600多个指标中，
通过国家级和地方五级进行科
学分类、聚类研究。

三是进行乡村振兴政策整
合研究。对乡村振兴相关政策
进行梳理，进行基于其经济—
社会—生态系统耦合理论的政
策整合研究。政策整合是政策
科学领域的国际前沿，经济—
社会—生态系统耦合理论，则
是交叉科学的国际前沿。这项
工作将有利于提高乡村振兴评
估的科学性，也会大大提升评
估结果的权威性和效力。

四是探索建立乡村振兴与
农业农村现代化监测基地。目
前已和一些区、县和县级市进
行合作尝试，这项工作将持续
探索、长期坚持。

五是着力攻关城乡融合和
绿色发展问题。我们正在承担
着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
题，即主要解决农业人口市民
化和农村“三权”脱钩的土地政
策问题，这方面也需要市一级
党政部门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
度多关注，多下功夫。

乡村振兴成果如何考核评估乡村振兴成果如何考核评估
——访北师大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宏新

2021年11月，王宏新（中间）带领团队在山西省霍州市就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开展

专题调研。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