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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发基金的第二大受援国，其国家项目是通过在 
罗马总部的国家项目经理负责管理的。农发基金于2005
年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办公室，目前聘有三名专业职员。
自1981年第一个项目起，农发基金在中国已经资助了27
个农业和农村发展项目，共涉及项目资金19.4亿美元，
其中农发基金的出资额度大约在7.75亿美元。

农发基金独立评估办公室对中国项目的第一次评估覆盖
了农发在1999-2013期间对中国的支持。在此期间，农发
执行董事会批准了共13个项目，累计贷款资金4.34亿美
元，占这些项目总投资的约40.5%。这些项目总的来说
是针对偏远地区或资源环境相对困难地区的农村综合发
展提供支持。大部分项目在省和省以下级的政府来承担
实施。在1999-2005年期间，大部分农发项目和世界粮
食计划署的粮援项目联合融资，双方结合在一起对一系
列广泛的领域进行支持，包括农业生产、农村金融、基
础设施、健康卫生和基础教育。自那以后，农发的项目
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对农业生产、市场和农村基础设施的
支持。

此概要总结了本次中国项目评估的主要发现和建议。本
次中国项目评估的主要目的是评价农发支持的中国项目
的表现和影响，同时发掘出评估发现和建议，为不久后
由农发和政府将要共同设计的下一个农发中国国别战略
提供参考的基础。

主要评估发现
本次国别项目评估涉及农发基金在1999-2013期间的项 
目，评估对中国项目的总体表现为满意。事实上，被评 
估的全部项目在项目目标实现方面100%被认为基本满意 
或更好，而在亚太地区各国家自2002-2012年间的项目达
到这种评价结论的项目只占了83%。

评估发现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农发基金项目均很好地实现
了预 定的目标，对农户家庭收入和资产可持续增加、粮
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等作出了贡献。农发基金通过
项目还对中国更多地采纳参与式和基于需求的农村发展
模式作出了贡献。但项目对农村和社区组织的可持续发
展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对政府政策和机构方面的贡献
也比较有限。同样，在加强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方面也
尚有更多机会可以加以利用。

农发基金中国项目评估

致力于农村减贫的紧密伙伴关系

独立评估

评估也发现了农发基金项目在对小农农业发展创新方式
的推广和扩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次评估认为推
动创新和成功经验的扩展是农发基金和中国伙伴关系的
重要方面。一些创新得以在农发基金项目区和项目省内
得到复制和推广，但很少有跨省的延伸。评估对这一点
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判断：1）农发基金项目是在省范
围内实施，因此很少有机制可以支持他省的活动；2）目
前的伙伴关 系结构缺乏中央层面的技术部门统一协调，
可以把省县一级的创新加以评估在其他省进行推广；
3）农发基金和其 他具有拓展其项目成功经验的国际金
融组织的伙伴关系较弱。

项目贷款以外的其他活动伙伴关系、政策影响、知识管
理）被评估为一般满意。在政策影响方面，在省及一下
层面在推广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在中央层面应该可以起到更多的作用。同样的，
尽管在和财政部及省及以下层面的伙伴关系比较密切，
在国家层面和其他技术）机构及多边机构的伙伴关系尚
需进一步开拓。在农发支持下的南南合作方面，中国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了有关的经验和技术。在本次评估
的后期，农发基金也加强了围绕国别项目内和外的支持
活动。但总的来说，需要动员更多的资源来强化在项目
贷款以外的非贷款性活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在被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有三个国别战略（1999- 
2005-2011）指导了该期间的农发基金活动。1999年的
国别 战略更多的是一个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合作策略。
而2011年的国别战略是按照农发2006年开始引入的以结
果为导向的国别战略框架制定的。2011年的国别战略相
关性特别高，它的两个主要战略目标包含了知识管理和
南南合作，和政府的优先策略高度吻合。总的来说，所
有这些国别战略和农发的总体目标、贫困群体的需求和
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它们也和当时的农村发展状况相
切合。但同时，评估也发现农发中国项目在对农村劳动
力转移和贫困瞄准策略方面的关注可以进一步提高，来
确保最贫困的农村群体是农发项目的主要受益者。另
外，预算和计划对政策影响、知识管理、伙伴关系建立
和推动创新及成功经验扩展方面显得不足。因此，含有
具体目标指标的1999年的国别战略的有效性被评价为满
意，2005年的国别战略在细节方面比较缺乏因此被评为
一般满意，2011年的国别战略因为其刚实施了两年没有 
实施完成，所以评估团没有对其进行目标完成与否的
评估。



总的来说，评估认为中国和农发基金的伙伴关系是紧密
的，贷款非贷款活动和国别战略的实现情况总体是令人满
意的。未来伙伴关系的主要挑战和重点是加强在非贷款活
动方面的重视，当然这也需要结合具有足够融资的贷款活
动来支持对创新和成功经验扩展的关注。

    

■  在不断变化的农村背景下更有针对性的选择受益群
体。今后的项目活动应支持有生产潜力但缺乏足够
财政资金支持的贫困人群和地区。项目应关注那些
有发展和经营意识的农户，他们能推动成立合作
社。农发应继续维持其对少数民族的关注来改善他
们的生计和粮食安全。

■  加强知识分享。在目前的一些努力的基础上，更注
重开发和实施一个缜密思考过的知识分享计划，同
时保证人员和资金的支持。

■  扩展成功经验。需要确保成功的创新能对国内减贫
有更广泛和持续的影响，促成其它伙伴政府、捐赠
机构和私营部门）来扩展农发项目的经验应该成为
以后项目的一个优先考虑。

■  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下一个国别战略中，
农发应该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成功落实制定具
体的活动和措施，配以必要的预算。农发基金应该
为此积极探索建立一种专门的机制，在农发基金相
关部门的管理下开展实施。

■  强化和政府及其他国内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未来
的国别战略和项目应该确保在国家层面加强和相关
政府机构和多边双边机构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扩
展影响、知识分享、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

■  通过派驻国家项目经理加强国家项目办。鉴于国家
项目的规模和广度，农发基金北京办公室应该在
力量和资源方面得到加强来支持项目和非贷款性
活动。农发基金应该将国家项目经理在2015年底或 
更早的时候派驻到其在北京的办公室。

更多信息：

欲获取中国国别项目评估报告摘要和解读电子版，您可以登陆: www.ifad.org/evaluation 或发送邮件给 evaluation@ifad.org.

主要建议： 中国相关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