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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C：评估成果和产出绩效的方法 

 

1. 本附件说明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用于展示成果和产出绩效结果数据的方法。 

1. 按成果评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方案绩效  

1.1. 按战略目标分列的成果绩效 

2. 2022 年，采用了经修订的《全组织结果框架（CRF）2017–2021》中定义的方案成果链方法，

在战略目标层面评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方案绩效，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2 和 17 的贡献。评

估是根据报告年度内活跃行动的总体成果绩效而得出。本分析以国家办事处在 2022 年监测的全

组织成果指标为基础。 

3. 2022 修订了用于评估成果绩效的方法，以解决与所有指标的绩效应用同等权重有关的局限性，

而不论行动规模如何。这些更改会影响下面概述流程中的第 3 步，而第 1 和第 2 步则保持不变。 

第 1 步– 确定分析要考虑的指标 

4. 世界粮食计划署对每项方案中监测的每个成果指标、每个目标群体、地点和交付方式进行评级。

每个独特的组合都称为“测量”。考虑了以下事项： 

a) 只包括作为经修订的《全组织果框架》一部分的指标的测量。不包括提供国家一级成果分

析（“国别成果指标”）的个别年度国家报告中发现的那些测量。  

b) 只报告完整的测量 — 那些有基线、年度目标和随访值的测量（见图 1）。如果缺少一个值，

则从分析中剔除结果指标测量值。如果报告年度记录了一个以上的随访值，则分析中只包

括最后的值（见表 1）。 

图 1：结果指标数据点和组合 

 

 

表 1：在特定地点的特定活动下援助的特定目标群体的成果指标测量实例 

 

缩写: CAR = C 中非共和国; GD = 一般性分发；URT =无条件资源交付. 

c) 当一个指标涵盖一个以上的次级指标类别时，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只考虑其中一个类别。以下

是具有多个类别的指标的完整列表，分析中仅考虑了缩进的子指标： 

➢ 粮食消费的计分（FCS）：  

o FCS – 具有可接受粮食消费计分的家庭百分比。  

➢ 粮食消费计分– 营养：  

o 从未食用过富含血红素铁的食物的家庭百分比（在过去七天内）。 

o 从未食用过富含蛋白质食物的家庭百分比（在过去 7 天内）。 

o 从未食用过富含维生素 A 食物的家庭百分比（在过去七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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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生计的应对策略指数：  

o 未使用基于生计的应对策略的家庭百分比。 

➢ 就读率/辍学率：  

o 就读率。 

➢ 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汇集系统小农实现的销售价值和数量： 

o 价值（美元）。 

o 数量（吨）。 

➢ 按交付方式分列的女性、男性或男女双方共同决定食品、现金或凭证使用的家庭比例。 

o 男女共同决定食物或现金使用的家庭百分比。 

 第 2 步  – 评估每个结果指标衡量的绩效  

5. 通过将成果指标的年终值与年度目标和每项《国别战略计划（CSP）》逻辑框架确定的最新基线

进行比较来评估成果绩效。  

6. 修订后的 CRF 中有三种类型的指标： 

➢ 增加指标（>=）：干预后预计值会增加的指标。 

➢ 减少（<=）：预计干预后值会下降的指标。 

➢ 具体背景指标（无法预先确定方向）：国家办事处根据预期的方案成果确定值方向的指标。  

7. 检查每项指标的年度目标的一致性：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基于成果的报告，为全组织一级选定的成

果指标设定目标，而其他目标则根据具体业务情况在国家一级设定。与基线相比，当目标反映改

进时，认为它们是一致的。然而，目标有时并不代表与基线相比的改进，因此被认为不一致。设

定一个反映与基线相比情况恶化的目标可能有行动的原因。根据 2022 年的方法，目标不一致的

测量结果将被标记为需要审查，如果发现有效，则在分析中予以考虑。 

8. 绩效计算 — 成果公式：计算成果的公式，将部分由于世界粮食计划署干预而观察到的指标值的

实际变化与预期变化（代表在全组织或国家办事处一级确定的年度目标）进行比较。有关具有一

致性目标的增长指标示例，请参见图 2。 

图 2： 成果公式的应用示例 

 

9. 用于计算绩效的公式如下所述： 

a) 如果目标设定始终与基线一致： 

实际变化

预期变化
=

 (随访 −  基线)

(年度指标 −  基线)
 

b) 如果目标设定与基线不一致： 

实际变化

预期变化
=

(随访 − 年度目标)

(基线 –年度目标)
  

10. 计算绩效 – 颜色编码：每个结果指标的绩效评级，根据如下所示的等级以颜色代编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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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展强劲，实现或超过目标 

指标的实际变化是预期变化的 80%或以上（80%-80+∞%）  

2 
有些进展 

指标的实际变化在预期变化的 50%到 80%之间（50% – 80%） 

1 
进展不足或没有进展 

指标的实际变化小于预期变化的 50%（50-∞% –50%）   

第 3 步 – 确定每项战略成果类别的全组织成果指标的绩效 

11. 2022 年，对这一步骤进行了修订，以解决第 3 段中提到的局限性，即指标报告的绩效不能反映

相关行动的规模。  

12. 一旦为每项指标测量的绩效评级分配了颜色代码，就根据与之相关的行动的相对大小调整测量值

（即乘以一个权重），然后根据 CRF 结果链进行汇总，以确定整个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绩效。     

13. 每项指标测量的调整，由相关行动的规模决定，并根据以下一项进行计算，具体取决于结果指标：

每日交付（食品和现金交付）的次数；用于加强能力或服务的支出金额；或受益人的数量。 

14. 计算行动规模取决于每日交付次数的指标的每次测量的调整（权重）的公式为：  

每项完整测量的交付次数 

∑该指标所有完整测量的交付次数
 

15. 例如，如果与多哥行动的个别测量有关的交付占与该指标相关的所有交付的 2%，则该指标在多

哥的绩效将乘以 2%；而在也门与同一单个指标相关的行动，与该指标相关的所有交付占 20%时，

将获得 20%的权重。   

16. 然后为每个成果指标代码聚合加权颜色代码。 

17. 数据可用性：对于每项指标，绩效分析只包括那些报告了足够数据的国家办事处。“足够数据”

被定义为一套完整的衡量标准，就与给定成果指标相关的交付总额而言，至少占国家业务规模的

50%（取决于指标，以交付、支出或受益人来衡量）。 

18. 计算给定指标的数据充分性的公式，其行动规模基于一个国家的每日交付次数： 

∑该指标在某国的完整测量中的交付次数

∑该指标在某国所有测量中的交付次数  
≥ 50% 

19. 例如，如果喀麦隆“干预措施的粮食消费计分 — 具有可接受粮食消费的家庭比例”的完整测量

值仅占喀麦隆与该指标相关的交付总额的 40%，那么喀麦隆国家办事处的数据就没有包括在粮食

消费计分分析中，喀麦隆被归类为没有报告该指标足够数据的国家。 

表 2：战略成果类别 1.1 下绩效报告实例 

 

20. 附件 II-D 的表格展现了汇总结果。表 2 提供了说明计算的摘录。应用了以下定义： 

a. 报告国家数：根据一项或多项目标群体、地点、活动和/或模式的指标进行报告的国家数目。 

b. 报告足够数据的国家数：报告足够数据的国家办事处数（见关于数据可用性的第 17-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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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家报告率：报告足够数据的国家数除以进行报告的国家总数。 

d. 测量数：针对指标的测量总数。例如，可以测量三个地点的一个活动和每个地点的三个目标

群体的粮食消费计分，总共有 9 个测量值。 

e. 完整测量数：报告足够数据的国家办事处，报告了所有三个数据点（年度随访、年度目标和

基线）的测量数。 

f. 报告率：完整测量的数量除以测量总数。  

g. 与基线相比显示改善或稳定的测量值的数：与基线相比，年度随访值有所改善或保持稳定的

测量数。  

h. 达到或超过目标的测量数：年度随访值达到或超过年度目标值的测量次数。  

1.2. 按方案领域分列的成果绩效 

21. 按方案领域评估成果绩效的方法与按战略目标评估成果绩效的方法相同。根据以下指标评估方案

领域的绩效。 

1.2.1. 针对营养的活动和营养敏感型干预措施 

22. 为针对营养活动和营养敏感方案编制，评估营养的成果绩效。  

23. 针对营养的活动包括治疗急性营养不良方案，包括艾滋病毒/肺结核保健和治疗，以及预防营养

不良的方案编制，包括预防急性营养不良、发育迟缓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症。   

24. 营养敏感型方案编制有助于改善营养结果，并补充其他类型的干预措施，如一般性交付、基于学

校的方案、粮食系统和小农支持，以及资产创造和生计支持。采用具体指标评估干预类型的营养

成果绩效。 

25. 用于计算绩效表的成果指标值以经修订的 CRF 中列出的营养成果指标为基础，并针对具体的次级

活动进行监测。  

针对营养的活动 

营养治疗指标 子活动 

中度急性营养不良治疗恢复率 中度急性营养不良的治疗  

中度急性营养不良治疗死亡率 中度急性营养不良的治疗  

中度急性营养不良治疗无反应率 中度急性营养不良的治疗  

中度急性营养不良治疗违约率 中度急性营养不良的治疗  

参与方案的人口比例（覆盖面） 中度急性营养不良的治疗  

食疗（治疗严重急性营养不良）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违约率 艾滋病毒/结核病保健和治疗 

结核病治疗违约率 艾滋病毒/结核病保健和治疗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营养恢复率 艾滋病毒/结核病保健和治疗 

结核病治疗营养恢复率 艾滋病毒/结核病保健和治疗 

 

营养预防指标 子活动 

最低饮食多样化– 女性 预防发育迟缓 

接受最低可接受饮食的 6-23 个月龄儿童比例 预防发育迟缓 

参与方案的合格人口比例（覆盖面） 预防微量营养素缺乏症 

预防急性营养不良 

预防发育迟缓  

独立的补充微量营养素 

参与足够数量分发的目标人口比例（遵从率） 预防微量营养素缺乏症 

预防急性营养不良 

预防发育迟缓 

 



2022 年度绩效报告/附件 II-C 5 

 

营养敏感型干预措施 

营养敏感型指标 子活动 

最低标准 – 女性 除预防发育迟缓外的所有内容 

接受最低可接受饮食的 6-23 个月龄儿童的比例 除预防发育迟缓外的所有内容 

粮食消费计分– 营养* 全部 

优质和营养丰富的食品产量增加百分比 全部 

报告营养作物产量增加的目标小农户百分比 全部 

* 这是一个具有多个类别的指标，评估中仅包括与“从未消费过的家庭百分比”相关的值。请参阅上文第 11-19

段；关于第 3 步，包括关于汇总的一般规则的第 16-19 段。 

1.2.2. 基于学校的方案 

26. 衡量基于学校方案的成果绩效，考虑了现场学校供膳、替代带回家日粮和带回家日粮。  

27. 用于计算绩效指标表的结果指标值是基于经修订 CRF 中列出的营养成果指标。  

学校供膳指标  

就读率（新） 

入学率 

毕业率（新） 

在小学两个年级结束时表现出阅读和理解本年级文本能力的学生百分比（新） 

就读率/辍学率（新）* 

SABER 学校供膳国家能力（新） 

* 这是一个具有多个类别的指标，评估中仅包括与“就读率”相关的值。请参阅 上文第 11-19 段；关于第 3 步，

包括关于汇总的一般规则的第 16-19 段。 

SABER：以获得更好教育成果的系统方法。 

1.2.3. 小农支持、生计支持、粮食系统投资和风险管理 

28. 计算成果绩效是为了评估资产创造和生计、小农农业和市场支持，以及气候变化适应和风险管理

活动所取得的集体成就。 

29. 用于计算效绩表的指标的成果指标值，以经修订的 CRF 中的以下成果指标为基础。 

指标 
目标社区中，报告受益于资产基础增强的人口比例 

目标社区中，报告受益于增强生计资产基础的人口比例 

目标社区中，报告环境效益的人口比例 

粮食消费计分– 具有可接受粮食消费计分的家庭百分比（活动标记小农农业市场支持/气候

变化适应和风险管理/资产建设和生计） 

平均降低的应对策略指数 - （标记小农农业市场支持、气候变化适应和风险管理或资产建设

和生计的活动） 

生计应对策略指标 –（标记小农农业市场支持、气候变化适应和风险管理或资产建设和生计

的活动） 

世界粮食计划署面向小农采购的合同违约率（百分比） 

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农民汇集系统销售的目标小农户百分比 

世界粮食计划署从小农汇集系统采购粮食的百分比 

小农收获后损失率 

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汇集系统小农户销售的价值和数量* 

有证据表明管理气候震荡和风险的能力有所提高的目标社区比例 

*这是一个具有多个类别的指标，其中与“销售价值”和“销售量”相关的值分别汇总，其绩效指标分

别用颜色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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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无条件资源交付 

30. 计算成果绩效，以评估无条件资源交付的结果。  

成果指标具体情况 

31. 用于计算绩效表指标绩效值是基于经修订 CRF 中的以下成果指标，并监测了一般性分发。 

粮食安全指标 活动标记 
粮食消费计分  

 

一般性分发 

 

基于生计的应对策略（不使用应对策略的家庭的比率） 

基于消费的应对策略指数（平均）  

满足基本需求的经济能力 （新） 

 

1.3. 按跨领域结果分列的成果绩效 

32. 跨领域结果的成果绩效评估，采用了按战略目标评估成果绩效，以及按方案领域评估绩效相同的

方法。  

1.4. 成果分析的方法局限性 

33. 尽管在 2022 年进行了修订，但该方法仍然存在两个局限性。首先，当多项活动被指派相同的预

算编号（对于按支出加权的少数指标）或按交付总额比例加权的指标具有多个类别时，用于估计

行动规模的方法具有局限性。然而，这些局限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有关测量只是

分析中包括的所有测量的一小部分，在第二种情况下，因为国家办事处记录的测量方式不大可能

产生类别之间交付次数的差异。第二个局限性与数据可用性有关：绩效分析只包括那些报告了足

够数据并拥有相应行动规模数据的国家办事处。虽然这有助于世界粮食计划署避免从不完整的数

据中得出结论，但这意味着绩效评级可能并不反映该组织的整体业务，而可能只反映一部分开展

相关业务的国家的绩效。为了缓解这种问题，每项战略目标下的绩效评级报告都提到了分析中包

括的国家数量。评级应与随附的叙述性解释一起阅读，以便更好地概述绩效。 

2. 在产出层面评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绩效  

34. 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其产出指标获取短期方案结果。除了援助的受益人和分发交付的数量外，产

出指标还可以衡量创建、恢复或改进的受援助社区的数量、卫生中心、卫生设施、学校菜园等。 

35. 目前应用近 400 个产出指标 和 60 个测量单位来监测产出。为了评估全组织一级的绩效，将一些

使用相同计量单位的产出指标组合在一起。只汇总经修订的 CRF 中包括的产出指标，分析中只考

虑实际值和非零计划值的指标。为便于将年度绩效报告重点放在全组织层面的（非具体国家）指

标上，只包括完整衡量次数或相关国家大于 1 的指标。 

表 3： 产出指标测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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