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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在精准扶贫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既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又是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需求。在当前，

梳理其理论溯源和评估框架不仅为各级政府开展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也能对其他领域

第三方评估运行、指标设计提供借鉴，以确保第三方评估的独立客观和有效运行。立足于国际趋势和理论基础，在

宏观上，形成以“制度建设、操作规范、应用专业、属性革新、目标导向”为内容的 SMAＲT 运行框架，以确保组织客观

运行; 在微观上，围绕指标体系，形成以“具体化、可衡量、可达到、目标相关、评估时期”为核心的 SMAＲT 评估框架。
两个框架源于第三方评估公共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综合评估理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第三方评估的运行

和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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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估具有客观、公正、独立的特点，是完

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政府治

理现代化的一种手段，作为外部制衡机制，能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政府自我评估的缺陷。在我国扶贫攻坚

的关键时期，政府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以推动精准

扶贫事业的发展。在当前，梳理精准扶贫第三方评

估的理论溯源，构建其评估框架，不仅为各级政府开

展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提供基本原则和问卷以及标

准设计思路，也能对其他领域第三方评估运行、指标

设计提供借鉴，以确保第三方评估的独立客观和有

效运行。
第三方评估在西方发展较早且相对完善，在我

国则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也不多见，学者们围

绕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估等角度研

究了第三方评估的理论基础和运用［1 － 3］，以及第三

方评估的优势与作用［4 － 5］，结合社会环境分析［6 － 7］

与精准扶贫的实际［8 － 9］，论证了第三方参与评估的

可行性与必要性。但存在第三方评估运行框架和评

估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不足和两个体系之间的融合

不密切等问题，亟需进行理论溯源，构建运行和评估

的理论框架，推动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的

规范 化 和 可 操 作 性，提 高 评 估 的 科 学 性 与 公 信

力［10 － 14］。

一 国际趋势与中国精准扶贫的第
三方评估

( 一) 第三方评估的国际趋势与国际扶贫工作

的第三方评估

第三方评估是“二战”后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

的，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20 世纪 50 年代，美

国率先在国内推行政策评估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

政府行政效率，随着评估规模与范围的扩大，涌现了

一批较为知名的社会组织、专家团体及高校研究院

的参与。随着第三方评估效果的凸显，西方各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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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纷纷效仿，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各国出现了各

类第三方评估主体，由社会组织、专家团体、社会大

众或与其他部门领导联合组成，并对评估阶段及方

法进 行 了 革 新，大 规 模 应 用 在 政 府 绩 效 的 评 估

中［3］。在全球经济贸易的影响下，21 世纪初第三方

评估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14］，逐步应用到公民

满意度评估，评估主体和形式不断创新，从单一逐步

走向多元，评估范围也从政策领域扩展到科技、工

程、经济、扶贫等其他领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第三方评估范围的扩大，世界银行在 1992

年提出贫困评估为国家机构和银行减轻贫困合作方

式提供基础，并认为评估主体应包括政府部门、社会

团体、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等，评估要结合具体国

情设定规范系统的评估体系［14］。联合国国际开发

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开发协会等国际社会都

对其所实行的扶贫工作成效进行第三方评估，要求

注重 NGO 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采用综合评估

组织评估、非政府组织评估方、项目受益人、专门机

构等，评估要求实现评估价值的多维取向、目标与结

果关联性、责任性与透明性，注重调控性，实现制度

化与法制化，完善系统性与综合性。因此，无论是政

府改革还是扶贫绩效评估都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

并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如图 1 所示。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

图 1 第三方评估发展趋势图

( 二) 中国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引进第三方评估

近几年，我国政府推行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

力，改变以往的“上传下达”执行命令为“上下联动”
的互动探索，并从系统内部互动逐步向系统与外部

社会互动发展，努力打造多元治理体系，增强公众的

监督力量，逐步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自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以

来，第三方评估正逐步成为我国深化改革、提高效能

的重要方法，以弥补政府自我评估的缺陷，改善政府

管理方式，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当前，我国已进入扶贫攻坚关键时期，客观评价

精准扶贫的工作成效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2014
年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拉开了国务院

委托第三方对精准扶贫工作展开评估的序幕，2016
年正式确立了第三方在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评估中的

重要地位，以客观评价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绩效。

二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理论
溯源

第三方评估能够成为政策成效评估的国际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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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特定的理论渊源，委托—代理理论、综合评价理

论和公共治理理论分别从契约制度建立、专业评估

操作和治理体系构建三个角度为精准扶贫工作成效

引入第三方评估提供了理论基础。
( 一) 委托—代理强化第三方评估的契约制度

委托代理理论于 20 世纪 30 年代由美国经济学

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

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后

逐步由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领域，其主要观点即: 在

社会专业化分工下，委托人由于精力有限需将部分

工作委托给有能力且专业的代理人完成，中心任务

是委托人建立契约约束并激励代理人。
精准扶贫是由中央委托地方负责落实完成的，

需要通过评估制度来督促地方政府行为，而自评绩

效会产生代理人的自私效应，则需要引入专业的第

三方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评估由政府委托给第

三方组织完成，也需要通过建立契约制度给予第三

方评估的权力以合法开展评估，并保证第三方的专

业性，通过设定采集可搜集、可衡量的指标评价精准

扶贫工作。另外，精准扶贫工作评估是一项科学系

统工程，需要第三方组织委托个人完成具体工作，在

组织内部建立制度也是必要的。因此，在精准扶贫

工作成效的第三方评估实施前国家需建立相关的制

度作为开展评估的基础，并且在第三方组织内部也

要建立相关制度保障所有评估人员为评估结果负

责，强化制度在整个评估过程的作用力。
( 二) 综合评价理论指导第三方评估专业操作

综合评价理论是在多种评价理论的基础上形成

的，指对评价对象进行某种层面或某种角度的评估，

是在考虑评价目的的基础上，通过测定或衡量评价

对象的某个或某些属性，来综合评估其在某一时间

节点 或 某 一 时 间 段 内 的 性 能、业 绩、功 能 或 效 能

等［13］。
综合评价理论强调综合评价方法的运用，其中

第三方评估是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综合评价理论发

展的主要趋势之一，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综合系统

工程，需要引入第三方采取多种方法开展综合评估，

克服传统的自评为主及由此产生的“王婆卖瓜自卖

自夸”“自拉自唱”的问题，客观全面地获取真实信

息。另外，理论阐述评估需经历“复述—分析—批

判—再复述—再分析”的辩证过程，实地评估注重

操作规范性;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评价信息的集成和

评价结果的运用是评估系统的主要部分，需要借助

专业的技术设备应用来实现。综合评价理论注重对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构建过程与构建方

法的研究，依据 SMAＲT 绩效评估原则构建评估框

架，可提高评估的专业性及结果的公信力。
( 三) 公共治理理论作用治理体系建设

公共治理理论是在公共管理改革的潮流下应运

而生的，其核心内容是对传统的韦伯官僚制的扬弃，

打破政府独权的局面，与市场建立契约关系，从而形

成民主的网络化体系，共同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管理，

打造“顾客至上”的服务型政府。
从纵向来说，与以往严格的中央至地方命令式

执行方式有所不同，精准扶贫工作是由中央进行顶

层设计，地方政府在具体管理与操作上主动创新推

广，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互动治理局面。因而，

传统的自下而上的自评汇报评估方式已不再适应，

需要第三方评估组织介入深入地方开展调研，切实

反映真实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从横向而言，目前我

国在精准扶贫实际工作开展中形成了地方政府、第
三方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协同

治理局面，政府不能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
两个角色，需第三方组织的介入以提高政府工作的

透明度与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同时让政府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投身于精准扶贫的具体落实工作中，推

动公共治理。
治理理论强调的是“结果导向，顾客至上”，第

三方评估坚持“独立完成调研任务，客观开展评估

工作”，在整体工作中保持其独立性，探求客观的信

息，真切反映实际情况，发挥第三方主体作用推动公

共治理的实现。
综上所述，三个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第三

方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评估的必要性，且基于其

相关内容为 SMAＲT 运行框架及 SMAＲT 评估框架

构建提供基础。委托代理理论要求第三方评估需要

从国家层面与组织内部分别进行制度建设，保障第

三方评估顺利运行，且对第三方评估作出明确的截

止时间要求，实现评估结果的时效性; 综合评价理论

从评估体系建设出发，要求评估过程注重操作规范

化与应用专业化，通过程序操作与技术应用保障信

息采集的客观性，另对指标设定提出具体化、可衡

量、可达到、目标相关的要求，从指标设定入手保障

农户性质判断的准确性; 公共治理理论则从社会治

理的角度出发，要求第三方变革以往的自评属性，保

持独立性，实现客观评估、第三方发挥作用协同治理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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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精 准 扶 贫 第 三 方 评 估 的 双
SMAＲT 框架

基于基础理论和评估核心内容，从宏观和微观

上来剖析第三方评估的逻辑: 宏观上，为实现第三方

评估的平稳运行，形成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调查与评

估的制度规范，确保第三方评估过程的独立客观，构

建 SMAＲT 运行框架; 微观上，围绕评估指标建设的

科学及可达性，使评估指标具有相关性、可操作性和

可判断性，保障评估结果的公正性，针对于具体评估

指标体系构建精准的 SMAＲT 评估框架; 宏观和微

观双层框架互为系统，共同作用于第三方独立客观

评估，如表 1 所示。

表 1 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的双 SMAＲT 理论框架

注:①注重契约制度建立;②内部评估体系规范;③第三方独立实现公共治理目标;④按要求完成委托

方任务要求构建指标系统

( 一) SMAＲT 运行框架

委托代理理论、综合评价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

分别从制度、技术与目标等方面对第三方评估进行

了新的界定，要求第三方评估在相关法律制度的保

障下，运用专业的技术方法以规范操作形式，实现组

织的独立性，保证客观公正评估结果的目标达成。
这一结构可以很好地借用 SMAＲT 框架进行描述，

从而形成第三方评估“制度建设、操作规范、应用专

业、属性革新、目标导向”的运行框架。
1．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制度建设( S)

委托代理理论要求注重契约制度的建立，开展

第三方评估要注重制度的作用力，需在国家层面与

评估主体内部建立制度规范以保障评估工作的顺利

开展。
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下发了《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

考核办法》，调研组凭委托函、介绍信、协议书、评估

工作证等开展工作，确立了第三方参与国家精准扶

贫工作成效评估的权威性地位，弥补了以往第三方

评估中法律制度保障缺失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组织内部也进行了制度建设，( 1 )

组织制度: 此次评估采取小分工、大协作、多层级工

作协作机制，形成总体组—分省组—调研队的三层

组织体系。( 2 ) 调研制度: 调研过程中严格执行干

部回避制。入户调查中严格要求干部回避，避免其

他无 关 人 员 在 场 干 扰 农 户 作 答，防 止 信 息 失 真。
( 3) 保密制度: 不能擅自接受媒体采访和公开发布

调研成果，除资料整理及汇总上交外，不得私自将调

研数据及采集的农户信息用于他处。
本次评估在国家及内部两层制度保障下顺利高

效开展，但有 10% 调研员对后期整理工作存懈怠，

则需不断完善内部制度建设，如追责制度、奖惩制度

等以提高调研员的责任意识。
2．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操作规范( M)

综合评价理论要求评价评估过程严格规范，以

为评估结果负责。( 1 ) 程序规范: 遵循综合评价理

论中“复述—分析—批判—再复述—再分析”的科

学评价程序要求，总体上按照“方案准备—实地调

研—判定论证—交叉复核—总结报告”的程序对农

户性质进行反复判断，保障评估准确性; 入户调研严

格遵循既定调研流程，确保信息采集完整。( 2 ) 标

准规范: 根据 SMAＲT 评估框架，结合数字性指标与

实务性指标对农户的贫困性质进行综合测评。( 3 )

录入规范: 问卷编码与调查员信息相对应，以确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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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追溯问责; 规范信息录入格式，以便后期查找与追

溯。
3．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应用专业( A)

通过应用专业的方法与技术可实现第三方评估

专业化，提高数据信息及结果的客观性。
( 1) 样本抽取专业化。样本的抽取不仅要以科

学的抽样方法为基础，更要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根

据其规模、特征及分布等特点运用统计学等科学方

法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
评估样本抽取是在全国贫困情况数据统计的基

础上，初步确定调研贫困县 113 个、贫困村 600 个、
农户 20 000 户，根据各省贫困户、脱贫户规模和统

计学原理按照 4∶1 原则进行分配。根据各省样本

量确定拟调研贫困县和贫困村数量，按照省内贫困

县贫困户和脱贫户规模、贫困特征、地貌特征、交通

条件等确定贫困县和贫困村。在综合各项影响因素

下抽取的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 2) 问卷设计专业化。根据不同的考核内容，

分类设计结构化调研问卷，从不同主体不同角度挖

掘信息。
据此，调研问卷分为三类，村干部调研重点围绕

贫困村基本情况、贫困特征、发展建议等内容; 贫困

户调研重点围绕贫困户识别精准性、扶贫政策满意

度等内容; 脱贫户调研重点围绕脱贫户退出认同度、
扶贫政策满意度等内容。

( 3) 信息采集专业化。信息采集的全面真实性

直接影响到评估结果的应用，运用专业设备客观采

集信息，直观、形象支撑问卷调查结果。
评估中运用 GPS 定位仪，客观准确地记录经

度、纬度和高程，明确“贫困户在哪里”。通过录像

对农户家庭情况进行客观观察、记录，拍照记录重点

情况，明确“贫困户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状况”; 通过

录音记录与贫困户访谈问卷的真实情况，客观反映

农户的真实想法，明确“农户需要怎么帮”。面对可

能遇到虚假隐瞒家庭实际情况骗取政策支持的情

况，寻求相关工作人员、同乡邻里等多方论证。
( 4) 结果分析专业化。将问卷调研中所获取的

相关数据以统计学进行量化分析，同时参考反复论

证判断结果，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此次评估在问卷中准确填写家庭收支情况，将

人均家庭纯收入与当地的贫困标准进行对比，同时

根据实物参照比对，通过调研员的观察与各方信息

采集，在客观取证的基础上，分析判断农户的贫困性

质，弥补了单纯数字化的僵化判定或单纯定型的主

观性。
4．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属性革新( Ｒ)

第三方评估改革了以往的政府自评属性，独立

化是其改革的标志性特征。( 1 ) 评估单位独立，参

与调研的专家团队都是独立于系统之外的，且与被

评估者及其利益相关者没有利益相关，各省评估调

研工作组根据统一规范排除各方干扰全程独立完成

各项工作。( 2 ) 评估经费独立，此次精准扶贫第三

方评估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审核批准总经费，分期划

拨经费。在实地调研中坚持经费自理，并依据相关

规定进行报销，接受财政专项审计。
5．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目标导向( T)

客观反映事实、公正开展评估、赢得公众信任是

第三方评估的重要目标。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单位

采用统计学、计量学及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所

采集的鲜活信息进行分析，切实反映了地方精准扶

贫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督促了地方政府行为，为顶层

政策设计提供了现实支撑，提高了第三方评估的公

信力，真正发挥了第三方评估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以上五个部分分为三个层次全方位保障第三方

评估的运行，制度建设作为基础层为实地评估行为、
目标达成提供保障; 操作规范与应用专业作为技术

层，以程序与应用上保障信息搜集与结果分析的客

观性; 属性革新与目标导向共同构成结果产出层，以

基础层与技术层作为依托实现第三方评估的独立化

与评估结果的科学公正，为科学进行顶层设计提供

依据，推动公共治理发展。三个层次互为基础与目

标，相互嵌套保障 SMAＲT 运行框架的运转。
2016 年江西省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

在此框架的引导下开展了对 5 个县市的评估完成近

800 份问卷，调研过程受到各县市地方政府及群众

的认可，调研结果均有夯实证据支撑，整组评估皆受

到一致好评，充分体现了第三方的客观公正。
( 二) SMAＲT 评估框架

指标设定是实现评估应用专业化的核心与基

础，因此第三方评估的评估框架要以“实现目标为

导向，结合考核重点，选取适宜性指标”为思路，以

绩效 评 估 的 SMAＲT 原 则 为 基 础 结 合 实 际 构 建

SMAＲT 评估框架，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基层现状以评

估精准扶贫成效。
1． 具体细化指标( S)

收入情况是衡量是否贫困的主要标准，而建档

立卡农户常常经济概念不清或存在刻意隐瞒，细化

指标可较为全面地帮助获取真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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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均纯收入涉及多个方面，单纯询问农户并

不能给出准确的数字，甚至部分农户会回答“不知

道、没有、没多少”等模糊概念，因此在问卷中结合

生产、生活实际将指标细化为 27 项内容，从农林牧

副渔等产量、市价、肥用量等估算当年人均纯收入。
2． 指标可衡量( M)

评价须有明确的指标作为考核标准，不可模糊

或模棱两可。
问卷调研中，对扶贫工作满意度测量中指标选

择较为宽泛，单从“满意不满意”两项中无法获取真

实信息，有的县市满意度甚至达到 100%，或存干部

施压引导农户选择满意的嫌疑。因此根据评估原则

可将测评细化为到访频次及时长、政策宣传频次等，

以考核其实际工作情况与群众可能的满意度，提高

满意度及工作情况测量的科学性。
3． 指标内容可达到( A)

指标设定的内容需要可以搜集，若标准过高则

不利于相关信息采集，也起不到评估的督促作用。
在此次评估中发现，由于自然村数量及分布不

均，贫困状况复杂等现实情况，帮扶干部的到访及帮

扶措施都有所差异，偏远山村到访率平均为 1 － 2
次 /月，而近郊的则可能到达 4 － 5 次 /月。根据可衡

量原则应对驻村工作队与帮扶责任人到访频次考察

以每月 2 次为标准，到访时长以 20 － 30 分钟为规

范，政策宣传则以最新相关扶贫信息是否传达到位

是否受益为指标，从多个可以达到的指标作为群众

满意度评价的考核细则。
4． 指标设定目标相关性强( Ｒ)

村干部问卷中总体收入标准、产业规模、基础设

施建设等指标以了解村庄贫困现状与扶贫落实情

况，另在农户问卷中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围绕贫困

判定标准收集农户家庭基本信息，为判定识别退出

精准度; 第二部分调查农户对扶贫工作的认知，了解

所获帮扶措施并调查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
在目标指导下的信息采集，保证了点、线、面全

方位多角度信息搜集，为了解各地真实情况，提供政

策决策依据。
5． 第三方评估有明确截止期限( T)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

法》中规定在每年 2 月前完成对地方政府上一年

( 12 月 31 日前) 的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任

务，实现第三方评估的时效性。
SMAＲT 评估框架具体分为“指标具体化、指标

可衡量、指标可达到、指标目标相关、截止日期明

确”五个方面，其中“具体化与可衡量”是指标设定

的基本原则，也是指标选取与分析的基础; “可达到

与目标相关”指导了指标设定的现实化操作，为实

现专业化目标设定标准;“截止日期明确”则不仅是

评估内容的要求也是制度文件的要求，保障评估时

效性。在理论与现实的要求下，5 个方面相互融合，

互为基础指导指标设定。
第三方评估的 SMAＲT 运行框架与 SMAＲT 评

估框架基于理论而构成，同时也丰富了理论的内涵，

二者相互影响，互为系统。运行框架既是理论溯源

的体现，又为评估框架奠定制度基础; 评估框架是理

论溯源和运行框架的细化和延伸; 两个框架相辅相

成，从宏观指导到细节规范，共同作用于第三方评估

结果的科学客观，构成第三方评估的完整系统，确保

第三方评估的顺利进行。

四 结论与建议

( 一) 结论

( 1) 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估既

是国际趋势，又是中国政府治理转型的必然，具有深

厚的理论基础，是理论与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
( 2) 公共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综合评

价理论为第三方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评估的必要

性提供支撑，并成为 SMAＲTS 运行评估框架的基

础，使第三方评估运行与发展更具科学性与可操

作性。
( 3) 双 SMAＲT 框架包括 SMAＲT 运行框架和

SMAＲT 评估框架，两个框架独立运行又互为系统。
SMAＲT 运行框架借助制度建设、操作规范、应用专

业、属性变革和目标导向五方面保障了精准扶贫第

三方评估的独立运行与客观中立; SMAＲT 评估框架

包括: Specific 指标具体化指标可衡量、指标可达到、
指标目标相关、日期明确，使评价能获取真实有效数

据，能客观评价对象。
( 二) 建议

本文立足于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综合评

价理论，探讨了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双 SMAＲT
框架，符合第三方评估的客观要求，结合评估实践提

出相关建议:

( 1) 地方政府应主动认识到第三方评估是一种

国际趋势，也是我国政府深化改革的必要手段，积极

配合第三方独立评估，参与不干预，为客观搜集真实

信息提供便利。
( 2) 加强第三方组织建设，从制度建设、操作规

·47·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年



范、应用专业、属性变革和目标导向等方面保障精准

扶贫第三方评估的独立与客观，确保 SMAＲT 运行

框架的独立运行。
( 3) 评估指标的具体化、可衡量性、可获得、目

标相关和评估时期构成 SMAＲT 评估框架，遵循其

基本原则，使评价能获取真实有效数据，提高评估结

果的可信度。
( 4) 双 SMAＲT 独立运行又互为系统，精准扶贫

和其他领域第三方评估的运行、指标设计既要遵循

运行框架，又要从评估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出发，以

确保第三方评估的独立客观和有效运行，推动第三

方评估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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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Source and Double SMAＲT Framework for the
Third － party Evalu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LUI Jian － sheng，HUI Meng － qia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Jiangxi Institut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ird － party evaluation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argeted pov-
erty alleviation works conforms to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l trend and meets the needs of transformation of our
government’s governance． The theory of public governance，principal － agent theory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ory als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ird － party e-
valuation．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combined with the goal and direction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reform，the
SMAＲT operation framework，with the content of system construction，operation specification，application specialty，

attribute innovation and goal orientation，is formed to realize the smooth running of organizations on the macroscopic
level． On the microcosmic level，the SMAＲT assessment framework，focusing on concreteness，measurability，availa-
bility，target association and clear deadlines，is formed around the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two frameworks a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ories and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ose theories in return．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constitute the complete system of the third － party evaluation．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of the frag-
mented assessment points for the first time not only provides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the third － party assessmen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also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operation and index
design of third － party evaluation in other fields，insuring their independence and objectiveness．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third － party evaluation; theory source; SMAＲT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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