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上海博物馆的职能——进行文物展览。
2、上海博物馆2018年度展览计划。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博物馆

临时展览经费项目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
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临时展览是上海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上海博物馆作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肩负着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责任。从行业发展趋势
看，世界各国博物馆都越来越倾向从“以展品为中心”向“以观众为导向”转变。世界各大
博物馆的管理者正在尝试从多种途径改变管理思路及经营模式，以吸引观众、满足观众。临
时展览是对博物馆基本陈列的补充，可以突破上博藏品范围的限制，扩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
功能，更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促进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培养人才
的重要手段。

突破本馆藏品范围的限制，以扩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更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

《上海博物馆举办特别展览的组织工作规程》
《上海博物馆特别展览管理办法（试行）》沪博（2017）6号

项目总预算（元） 10177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177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85461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70982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明代空白期瓷器展 7418000

展览工作经费 720000

馆藏漆器展 130000

陈列设计经费 180000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成本目标

时效目标

馆藏白银时代钱币展 1729000

投入和管理目
标

严格依照临展申报制度、临展项目实施办法、临展项目审核办法等相关制度的要求，由展览
部和陈列设计部分别负责各次临展的准备、实施和审核工作。对各项临时展览申请的经费项
目，博物馆相关部门形成临展项目小组，严格依照项目计划和财务纪律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对博物馆基本陈列进行补充，突破上博藏品范围的限制；扩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更多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水平、培养博物馆专业人才
。

完成三次临时展览：馆藏漆器展、白银时代钱币展、明代空白期瓷器展。

分解目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完全归档

临展项目管理实现规范性和有效性

=100%

=100%

合理

=100%

=100%

项目材料归档情
况

管理目标-规范
性有效性

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举办
临时展览次数

=3次

补充原有陈列空
白，展示考古领
域最新成果

使陈列多样化，能展示考古领域的新成果

项目按计划完成
及时率

≥90%

预算控制率 ≥80%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财务管理制度执
行情况

投入目标-预算
合理性

实施管理制度健
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可持续目标

配套设施

满意度目标

备注

扩展博物馆的社
会教育功能，更
多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

使大众有更多的观展选择

通过达到一定的
观展人数实现社

会影响力
达到预期观展人次影响力目标

健全、完善临时
展览的相关制度

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

观众满意度 ≥80%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上海博物馆的职能——收藏和保管国家文物。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博物馆

文物征集经费项目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
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以完善上海博物馆藏品体系为目标，选择适宜的征集对象，合理使用财政经费。文物征
集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文物征集以适应陈列、研究、馆藏缺项文物需
要所开展的工作。首先由文物征集部门、专业部门根据馆藏文物结构的需要，提出可以征集
的文物对象，然后由文物征集部门会同专业部门和专业人员对拟征集文物的真伪、时代、质
地等做出准确的鉴定，确定是否符合本馆收藏标准与要求，并取得相对一致的意见，再由文
物征集部门会同专业部门拟写征集文物保管并对征集的参考价格做出详细说明。文物征集部
门应与文物的出售方协商合理的征购价格后，报馆领导审批后，由财务部门办理付款手续，
经批准征集的文物，由征集部门填写编目清单后，移交给专业部门并报财务部门注账，专业
部门按照文物编目工作要求填写藏品卡后，移交文物保管部门办理文物入库交接手续，文物
征集报告、文物的鉴定报告、文物编目清单立卷等资料，移交办公室归档。

文物是博物馆中的核心元素，是陈列、保管、宣教、研究等一切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而文
物征集工作则是博物馆获得文物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丰富馆藏展品、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重
要手段，可以说征集工作是博物馆各项工作中最基础的工作，对于博物馆的发展具有决定性
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随着文物收藏市场的繁荣和人们文物意识
的空前提高，文物流失现象十分普遍，所以加大文物征集工作力度，防止文物流失成为博物
馆越来越迫切的任务，这也是国家赋予博物馆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上海博物馆藏品征集经费支出定额标准》沪博（2017）2号
《上海博物馆藏品征集经费管理办法》沪博（2017）3号
《上海博物馆藏品征集监督办法》沪博（2017）4号
《上海博物馆藏品征集管理办法》沪博（2017）5号

项目总预算（元） 744166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44166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88488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37633773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成本目标

文物征集 744166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上海博物馆为文物征集工作的规范进行，专门制定四项管理制度。上海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
先由文物征集部门会同专业部门和专业人员对拟征集文物的真伪、时代、质地等做出准确的
鉴定，确定是否符合本馆收藏标准与要求，并取得相对一致的意见；文物征集部门会同专业
部门拟写征集文物报告的参考价格做出详细说明；征集文物的鉴定报告须经鉴定专业人员二
人以上签字；征集文物的报告和鉴定报告报送馆领导审批；文物整机部门应与文物的出售方
协商合理的征购价格后，报馆领导审批后，由财务部门办理付款手续；经批准征集的文物，
由征集部门填写编目清单后，移交给专业部门并报财务部门注帐；专业部门按照文物编目工
作要求填写藏品卡后，移交文物保管部门办理文物入库交接手续；文物征集报告、文物的鉴
定报告、文物编目清单立卷等材料，移交办公室归档。

以合理价格实施文物征集，有序、有效地完善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体系，提升收藏水平。

完成年度文物寻访及征集工作。

分解目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财务管理制度执
行情况

管理目标-管理
的规范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材料归档情
况

实施管理制度健
全性

投入目标-预算
合理性

100%

预算执行率 ≥95%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100%

产出目标

文物寻访数量 根据文物市场的情况进行寻访

文物征集流程符
合规定

=100%

文物征集经费控
制在预算范围内

文物征集经费在预算范围100%内

=100%

=100%

文物征集项目管理实现规范性

=100%

完全归档



时效目标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可持续目标

满意度目标

备注

征集文物符合陈
列、研究、馆藏

缺项标准
=100%

文物按计划时间
征集

≥90%

影响力目标

文物征集机制、
流程健全完善

=100%

专业部门及馆领
导对征集文物满

意度80%
≥80%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上海博物馆的职能——社会教育。
2、项目立项参考了国际博物馆的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以及本地区的文化发展和公众需求。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博物馆

博物馆教育普及经费项目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
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本项目包括面向观众和学生的公益讲座，制作博物馆教育普及资料，开展文化活动，面向学
生与教师的文博知识教育推广，对博物馆志愿者的培训及管理，博物馆之友的管理及各项学
术、文艺活动，专业研究等。

实现上海博物馆文化传播与教育功能的重要工作。

上海博物馆内控制度。

项目总预算（元） 4119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119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3295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36802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文化活动 372000

志愿者工作 118000

教育普及资料

学生、学校和教师

博物馆之友

讲座和课程

1419000

915000

80000

935000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目标

博物馆观众研究 280000

从不同的角度科学、准确地阐释博物馆藏品以及在此基础上举办的陈列和引进的专题展览。
讲座、导览、教育普及资料、文化活动、志愿者、会员活动以及学生教育等均为阐释和传播
文化的必要形式，并且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为此，拟继续开展以上活动并适当加强力度
。同时拟加强博物馆教育（包括观众）的研究，以提高教育普及活动的质量。

更好地实现上海博物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功能。

1、讲座与课程：邀请来自于全世界的百余个顶尖学者举办超过200场讲座。
2、文化活动：包括特展活动、专题文化活动、展厅导览活动、亲子活动、青年实践课程与活
动、演出等，每年举办各类面向公众的文化活动千场以上，是博物馆文化影响力的具体体现
。
3、教育普及资料：展览和陈列的介绍单片，按展厅数量制作。特展的介绍手册，按特展数量
制作。月度的活动单片按月编制，通常两月为一期，一年为6期。各类教育读物，每年正式出
版10余种书籍。远程教育的资源和平台的内容维护。官方微信平台的内容编辑和维护。博物
馆特展app的策划和制作。各类教育类视频资源的制作开发。大堂发布系统的内容维护。各种
教育展览的策划和内容制作。各种文化包的内容策划和制作。各类课程课件的策划和制作。
每年出品各类教育资料和读物以及网络数字化专题超过150种以上。
4、学生与教师：相关学生与未成年人教育的工作。包括在基地学校的相关文化活动的开展，
教育展览、文化包等相关资源的推送推广，馆校合作机制的建立和推进。教师会员和教师研
习会团队的维护、管理和相关活动的开展。各类教师培训工作，教师手册和教案库的编建维
护工作。面向学生的各类寒暑假活动，日常的动手实践活动和手工活动。相关的征文、夏令
营和学生特刊编辑制作工作。是上海乃至全国影响力最大的校外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5、志愿者：志愿者团队的各项相关工作。包括招募、培训、管理、考核、交流等。相关管理
平台的开发维护，相关信息发布系统的维护。在编志愿者300余人，上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志愿
者团队。
6、博物馆之友：相关面相会员的活动与会员队伍的管理。包括与博物馆相关的文化演出、学
术交流等。

分解目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95%

=100%

=100%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财务管理制度执
行情况

实施管理制度健
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博物馆课程课件
制作

≥4种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质量目标

质量目标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可持续目标

满意度目标

备注

课程数量 ≥20次

讲座数量

文化活动教育资
料

≥6种

特展普及教育读
物

≥4本

文化活动 ≥10次

≥150次

学校流动展览 =6次

教师研习会 提高教师的文博知识水平

学生文博夏令营 =3次

学生假期活动 提升学生对文物知识的理解

中学生征文活动 提升中学生对博物馆的了解

时效 ≥90%

社会效益 100%

影响力目标

博物馆教育普及
资料

提升观众的文博知识的认知度

受众满意度 ≥90%

产出目标

教育活动和特展
单片设计制作

≥6种

博物馆文化包设
计制作

≥3种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1、上海博物馆的职能——对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
2、上海博物馆“十三五”发展规划、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十二五”发展规划延续
工作和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十三五”发展规划。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博物馆

文物保护经费项目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
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保护处理馆藏文物；修复和装裱处理文物；保养维护科学仪器设备和专用设施以及网络专项
正常运行；编辑出版《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继续开展一批专项保护研究工作；购置小型
科学仪器；保障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运行发展等支出。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上博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在2015年9月落成启用，是国内最主要的文物保护科研机构之一、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为保障《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正常编辑出版；维持大型科学仪器及
一般实验设备正常运行；确保日常文物保护处理和文物修复工作开展；按年度计划开展专项
保护项目；加强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和运行；配套建设上博文物
保护科技中心小型科学仪器设施。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上海博物馆文物预防性保护管理办法》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管理办法》
《上海博物馆文物检测分析工作管理办法》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实验基地管理办法》

项目总预算（元） 26997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6997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1557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19099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文物保护科研究及宣传推广 631700

仪器设施运行费 813000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290000

250000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文物分析测试技术研究 200000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提升 200000

日常保护费

文物修复费

专项保护费

科研基地运行费

165000

150000

投入和管理目
标

≥95%

=100%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财务管理制度执
行情况

实施管理制度健
全性

保护处理馆藏文物；修复和装裱处理文物；保养维护科学仪器设备和专用设施以及网络专项
正常运行；文物保护最新科研成果的宣传推广；继续开展一批专项保护研究工作；购置小型
科学仪器；保障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运行发展等支出。

确保文物安全，提升文物保护技术水平。

1、文物保护研究及最新科研成果的宣传与推广。
2、设施运行费：为保障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正常运行需要经常性添加液氮、氮气，气相色谱柱
、扫描探针置换、制样及其他设备耗材；50万元以上大型科学仪器设备，需要维护保养；常
用小型仪器设备校验、维修、保养；龙吴路实验污水净化处理系统、大型文物行车、环境洁
净室、生物净化室、纸张分析高精度恒温恒湿系统、排风系统等专用设施，需委托专业单位
进行年度运行维护
3、日常保护费：文保中心日常文物保护处理工作所需的化学试剂、消毒气体、试验器皿、保
护材料、小型工具等消耗材料费；因我馆无设备的相关外协文物检测分析费用。单位获得的
授权专利知识产权维护费。
4、文物修复：满足日常文物修复工作的修复材料（化学试剂、修复颜料、模型材料、装裱材
料、器木漆修复材料等）和修复易损工具（油画笔、调色盘等修复耗材，打磨头、钻头、砂
纸、锉刀等易耗工具，防护用品等）。
5、专项保护费：围绕文保中心新配置的大型科学仪器设立保护修复工作。
6、为满足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创新研究、文物病害判别、科学鉴定文物而购置的50万元以下中
小型实验设备和修复设备。

分解目标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影响力目标 可持续目标

备注

产出目标

数量 =8项

工作质量 完成文物修复任务及科学研究

时效 ≥90%

产生学术影响 ≥90%

文物保护科技水
平提高

1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100%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文献资源采集工作细则》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古籍善本图书管理办法》
《上海博物馆图书管理制度》
《上海博物馆图书使用管理办法》

项目总预算（元） 2121545 项目当年预算（元） 2121545

上海博物馆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其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以中国古代的艺
术品为重点，馆藏文物近102万件，其中珍贵文物14万余件；有十多个业务部门，其中7个部
门涉及文物、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内部专业图书馆的建设是博物馆业务及研究工作之必
需，是馆藏珍贵图书资料保护及研究之必需。上海博物馆图书馆主要为馆内学科部门业务人
员服务，并开展图书文献整理，版本目录学研究、现代化文博信息处理与应用的专业图书信
息部门。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应具备与上海博物馆发展目标和整体工作相适应的信息储存
、服务质量与信息使用管理、馆藏文献资料的科研水平。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直接参与《
上海博物馆“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东馆项目图书馆建设、 “数字上博”建设中的古籍
数字化、电子图书资料数据服务等项目，以及学术研究中古籍整理研究任务， 并需为《上海
博物馆“十三五”发展规划》制定的“四大学科”等特色项目、基础业务发展目标服务，提
供博物馆的业务和研究所需的图书资料，修复保护及整理研究馆藏的珍贵图书资料。

1、上海博物馆的职能——对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
2、《上海博物馆“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东馆项目图书馆建设。“数字上博”建设中的
古籍数字化。
3、上海市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需要。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顺利推进上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图书馆的任务、做好图书资料采编等常规工作，开展古
籍文献研究，提升图书数字化程度，推进龙吴路图书馆建设和东馆图书馆设计建设，提高上
海博物馆学术研究和业务开展服务的水平。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
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博物馆

图书资料购置项目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指标目标值

≥90.00%

≥3000册

三级指标

专业图书采集
数量

连续出版物入
藏完整率

预算执行率 ≥95%

购买包括纸质图书、电子图书、数据库包库、图书修复保护及整理研究等在内的图书资料。

确保馆藏资源质量和数量稳步提高，提高项目经费使用效率，满足馆内专业人员研究工作所
需。通过做好图书资料采编等常规工作、开展古籍文献研究、提升图书数字化程度、推进龙
吴路图书馆建设和东馆图书馆设计建设，提高图书馆为上海博物馆学术研究和业务开展服务
的水平。

加强服务和提升功能：龙吴路新书库的软硬件设施建设、旧藏复本图书入藏龙吴路书库。
加强编目工作，规范图书管理：包括张应流先生、何惠鉴先生、沈宗威先生捐赠图书的编目
整理和入藏。
继续古籍善本的规范著录工作：推进“古籍数字化”项目，开展古籍数字化系统三期，新增
“印谱子系统”，开展碑帖数字化二期。
根据审计要求，开展善本图书盘点工作。
主要学术研究：编撰《徐森玉有朋书札》，继续整理冒氏《潜徽录》，收集资料并编撰《匋
斋学谱》，编撰《上海博物馆藏上海方志叙录》。

分解目标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图书购置 1171545

图书修复保护整理研究 200000

报刊购置 7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809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1602400

产出目标

制度执行有效性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100%

财务管理制度执
行情况

=100%

实施管理制度健
全性

=100%

投入和管理目
标



时效目标

经济效益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可持续目标

影响力目标 满意度目标

备注

≥90.00%使用者满意度

管理制度

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用于文物研究

工作

图书编目验收
及时

采购完成30天内验收编目入库

≥15.00%
图书采购折扣

率

效果目标

进一步完善图书采购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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