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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背景及绩效目标 

1. 项目立项背景和目的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是内部专业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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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需直接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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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博物馆设立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由上海博物馆图

书馆负责。专项设立目的是：顺利推进上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图

书馆的任务，做好文献资源的采、编、流等常规工作，开展文献特别

是古籍的保护与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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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为上海博物馆学术研究和业务开展

服务的水平。 

2. 项目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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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预算资金规模、来源及使用情况 

1．资金规模、来源 

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纳入上海博物馆部

门预算。2018 年图书资料购置经费项目预算年初批复为 1809000 元，

实际到位预算资金 1809000 元。项目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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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算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预算 1809000.00 元，实际支出

1487372.20 元，预算执行率 82.22%。其中，图书购置预算执行率不

高，图书修复保护整理研究的预算执行率偏低，报刊购置预算执行率

高于预算。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预算（元） 实际支出（元） 
预算执行

率（%） 

图书购置 

内版图书 

1,089,000.00 800,719.20 73.53 进口图书 

电子图书 

报刊购置 

境内内报刊 

580,000.00 638,433.00 110.07 电子报刊 

数据库年费 

图书修复

保护整理

研究 

图书修复、整理 

140,000.00 48,220.00 34.44 期刊装订 

软硬件维护 

总计 1,809,000.00 1,487,372.20 82.22 

 

（三）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由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负责，图书馆

系主要为馆内学科部门业务人员服务，并开展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现

代化文博信息处理与应用的专业图书信息部门。 

全馆共 16 名职工，部门副主任 1 人退休，另从馆其他部门调动

2人，较去年增加 1人。部门分采编、库保和古籍三个组，具体情况

如下： 

分组 职能 具体内容 

采编组 

专 业 图

书资料采访、

分编 

采购、征集各种载体的专业图书资料，

在内容上保持文物、博物馆专业特色；根据

国家标准将图书文献予以著录(包括分类、编

目、入库等)；普通图书国资平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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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保组 

专 业 图

书资料库保 

库房安全，维护有关设备，保持正常运

作，维护图书资料整洁有序并予以修复。 

专 业 图

书资料流通

服务 

保证图书正常流通，做好协调、导览工

作；为馆内业务人员复印、翻拍本馆所藏图

书资料；为馆内业务人员推荐、介绍专业电

子读物的使用；配合各学科部门的课题研究

等工作，提供信息咨询，办理各种业务资料

的采购、订阅；定期陈列新出书刊，公布新

编书目，介绍国内外学术动态。 

交 流 工

作 

与国内外有关机构进行资料交换、信息

交流。 

古籍组 

古 籍 的

采、编、库房

保管、提阅 

古籍编目岗位主要负责古籍和碑帖编

目、古籍盘点、文物清库、善本和碑帖提阅；

古籍数字化、古籍国资平台登录。 

全  馆 
科 研 工

作 

馆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按计划完

成课题；撰写专业书评和新书推荐；专业信

息使用管理现代化探索(包括媒体转换、资料

共享、功能开发等)。 

2.项目实施情况 

2018 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执行部门为上海博物馆图书馆。

根据上海博物馆和本部门工作计划，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开展六个方面

工作： 
一级类

别 

二级项

目 
实施内容 

馆 内 重

点项目 

文物清

库 

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善本古籍清库，完成 1512 部

8706 册古籍清点工作，并将于 2019 年春节前完成全部

善本的清库工作 

常 规 图

书采购、编

目、流通、交

流、新书推送

等业务工作 

采购、编

目、流通、修

复 工 作

（ 20171103-

20181102） 

采购图书 2956册，订阅境内外报刊 380种 675份 

新书编目 2616 册；期刊装订 801 册；补录大库未

贴条码的漏编图书；加强古籍编目工作 

借出图书 1489册次，还回图书 1507册次 

修复古籍 65册，接待馆内外古籍阅览者 18人次 

向读者推送新书介绍 144种 

图 书 交

流（20181102

前） 

受赠书刊 1848种 1886册 

赠出书刊 897种 903册 

新增文献交流单位 3家 

古 籍 数

字化和电子

读物服务 

古 籍 数

字化 

古籍数字化数据采集完成，古籍数字化系统建设进

一步完善 

碑帖数字化系统进一步完善 

电 子 读 续约中国知网和读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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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续约爱如生“基本古籍库”，继续开通爱如生 3 种

古代典籍、4种近代文献的试用 

开通“中华经典古籍库”试用 

开通中国知网的全库试用 

主 要 学

术活动和学

术 

成果 

协 办 展

览 

作为 2019年“墨彩斑斓 石鼓齐鸣——石鼓文善本

新春大展”的协办单位，积极筹办该展览，并提供两件

明代石鼓文拓片 

学 术 会

议 

参加中国诗经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5次国际国内

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论文 

学 术 成

果及科研项

目 

2018 年出版论著 2 部，整理古籍 2 部，发表论文

14篇，主持国家级项目 2项，省级项目 1项，馆级项目

2项 

学 术 奖

励 

获山东大学董治安先生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奖二

等奖、上海博物馆优秀著作奖、上海博物馆优秀论文三

等奖各 1项 

其他 

赴澳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开展学术讲座；

1 人任上海图书馆兼职参考馆员；1 人任国家级学会理

事；成为中国博物馆协会图文典籍与金石拓片专委会副

秘书长单位 

硬 件 设

施管理建设 

总 部 书

库管理 

继续对善本库房、善本书房、碑帖库房实行二人同

时进出和进出登记制度，并加以监督完善 

大库书架维护 2次 

完善龙吴路第二书库建设，继续整理上架 

图 书 馆

东馆建设 
继续参与研制方案，对古籍库房建设提出要求 

队 伍 建

设和工作交

流 

人 事 变

动 
部门副主任退休，馆内调入 2名职工 

培训 
4 位职工分别参加了岗位培训、业务培训或文化交

流进修班 

接待 
接待国内同行业务交流来访 4批，内容涉及古籍保

护与管理、图书修复、图书馆建设和未来发展等 

去访 本部门人员同行前往各地图书馆交流学习 5次 

3.项目管理情况 

图书资料购置专项遵循上海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制定的

相关管理制度和措施。 

财务管理规定具体包括：《上海博物馆专项资金管理条例》、《上

海博物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博物馆财务报销

审批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财务收支预决算管理规定》、《预算

专项用款计划申报的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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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管理规定包括：《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善本图书管理办法（修

改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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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的资金管理主要遵循上海博物馆制定的《上海

博物馆专项资金管理条例》、《预算专项用款计划申报的规定》、《上

海博物馆财务报销审批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上海博物馆专项资

金管理条例》对专项资金的申请和批复做了明确规定，同时规定专项

资金的各项支出，须按申报内容和金额进行报销，所有报销内容均应

经得起内审部门的检查。各部门的专项资金在年度预算的总额度内，

按季度申报和使用；专项资金支出，严格按照项目预算中所列科目，

凭合法的票据及相应的合同，经分管领导和/或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报

销。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各部门负责人严格把好资金的支出关，

不得将资金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开支。财务处负责对专项资金的使用

进行监督，严格审核把关，内审部门对各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

踪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预算专项用款计划申报的规定》旨在

加强预算单位专项用款计划管理，按照上海市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

定科学编制分月用款计划，该规定明确了预算批复前管理要求和日常

预算执行要求。《上海博物馆财务报销审批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对

报销审批流程、审批权限、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因公出国（境）费、差旅费、会议费、劳务费、课题费等报销做出了

明确的说明。 

（四）评价依据及数据采集情况 

1. 评价依据 

 1．文件研读。通过研读与图书资料购置专项有关的上海博物

馆及其相关业务部门的文件资料来获取证据。 

2．文档检查。通过检查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实施的过程文件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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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统计文档获取信息。 

3．调研访谈。评估组通过和专项实施过程中相关业务部门的工

作人员进行交流访谈获取信息。 

2. 数据采集过程 

1.投入和管理目标：2018 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全年财政拨款

1809000.00 元，实际支出 1487372.20 元。该项目材料全部归档，制

度能有效执行，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健全。其中图书采购经费偏低，

图书修复整理保护研究经费使用率过低，而报刊采购经费则超出预算

10%以上，资金使用合理性还有待加强。 

2.产出目标：较好地完成了图书资料的采访、分编、流通等常规

业务，完成了文物清库、古籍数字化系统建设、古籍修复、古籍研究、

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本年度工作计划。图书与期刊采购、分编、流

通的数量较去年均有所上升，但是新书上架及时程度还有待加强。 

3.效果目标：通过专项实施，满足了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对文献

与信息的实际需要，使服务对象满意。同时，提高了文献研究水平，

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4.影响力目标：读者的综合满意程度较上一年有所增长；学术影

响力已经拓展到海外，较上一年度有所上升。 

二、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果（包括分值、等级、具体评分表） 

 综合考虑投入、产出、效果、影响力等各方面因素，通过数据

采集及分析，最终评分结果：项目绩效自评价结果为:总得分 91.00 分，

属于"优秀"。具体得分情况见指标评分表。 

1. 指标评分表 

一

级

指

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评分规则 
自评

分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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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入

目

标 

  36  34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

立过程是否符合

相关要求，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

立项的规范情

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

职责密切相关；（1分）②是

否符合部门（单位）中期规划、

年度目标和计划；(1分）③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

请设立；（1分）④项目是否

经过本部门（单位）预算评审；

（1分）⑤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1

分） 

5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

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

客观实际，绩效

目标与预算是否

匹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

置和报送绩效目标（1分）②

绩效目标是否与项目预算或

资金量相匹配;（2分）③是

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

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

（1分）④项目预算编制是否

细化和量化（主要体现为依据

充分、流程合规、数量合适、

单价合理、）（4分）其中：

科学细化量化的得 4分，基本

细化量化的得 2分，未细化良

化的不得分。 

8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

行的进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

情况打分）①预算执行率在

90%及以上得 8分；②预算执

行率大于 80%以上不到 90%得

6-8分；③预算执行率 70%以

上不到 80%得 4-6分；④预算

执行率 70以下，不得分。 

6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

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制度和规

定，项目资金使

用是否规范和安

全。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

经法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

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包括

公务卡、“三公”经费、政府

采购等）；（3分）②资金的

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

和手续；（1分）③是否符合

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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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1分）④资金使用是

否执行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

要求（1分）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

是否健全、完善、

有效，用以反映

和考核财务管理

制度对资金规

范、安全运行的

保障情况，以及

反映和考核项目

实施单位对资金

运行的控制情

况。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

项目资金（资产）管理办法；

(1分）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

的规定。（1分）③是否已制

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1

分）④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

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

段；（1分）⑤是否按项目进

行成本核算，开展必要的项目

成本控制。（1分） 

5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

的业务管理制度

是否健全、完善

和有效，项目实

施是否符合相关

业务管理规定，

是否为达到项目

质量要求而采取

了必需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

理的业务管理制度；（1分）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

是否完备；（1分）③项目合

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

资料是否齐全;（1分）④是

否采取了有效的项目推进、质

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

施或手段。（1分） 

4  

产

出

目

标 
 

项目实施的实际

产出与计划产出

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产

出目标的实现程

度。（对照项目

具体绩效目标和

指标） 

34 
各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情况打

分，自评分不能超过权重分。 
29  

 
数量  24  20  

 
时效  10  9  

效

果

目

标 

 

项目实施是否解

决了项目设立时

要解决的问题和

要达到的效果

（含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等，属于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

的,应结合实际

30 
各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情况打

分，自评分不能超过权重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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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社会公众满

意度信息）。（对

照项目具体绩效

目标和指标） 

 有利于研究

工作 
 20  19  

 使用者满意

度 
 10  9  

合

计 
  100  91  

 

三、主要绩效及分析：说明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1、有序开展常规业务工作。本年度采购图书 2956 册，订阅境内

外报刊 380 种 675 份，完成 1512 部 8706 册古籍清点工作，新书编目

2616 册；期刊装订 801 册，修复古籍 65 册；向读者推送新书介绍 144

种，受赠书刊 1848 种 1886 册。 

2、加快推进图书数字化工作。古籍数字化数据采集完成，古籍

数字化系统建设进一步完善；碑帖数字化系统进一步完善；续约中国

知网和读秀，续约爱如生“基本古籍库”，继续开通爱如生 3 种古代

典籍、4 种近代文献的试用，开通“中华经典古籍库”试用，开通中

国知网的全库试用。 

3、科研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作为 2019 年“墨彩斑斓 石鼓齐鸣

——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的协办单位，积极筹办该展览，并提供两

件明代石鼓文拓片；参加中国诗经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5 次国际国

内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论文；2018 年出版论著 2 部，整理古籍 2

部，发表论文 14 篇，主持国家级项目 2 项，省级项目 1 项，馆级项

目 2 项； 

4、加强硬件设施管理和建设。继续对善本库房、善本书房、碑

帖库房实行二人同时进出和进出登记制度，并加以监督完善；大库书

架维护 2 次；完善龙吴路第二书库建设，继续整理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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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部分项目经费使用不合理。图书修复保护整理研究项目编制不

够科学，部分经费未能使用，预算执行率低，这与部门领导的人事变

动有一定关系。 

2.业务方面，需要推进资料室运作模式向现代图书馆运作模式转

型，需要扩大对外业务交流的力度。 

3.办公场地紧张，对日常业务的顺利有序开展形成了一定影响。 

 

（二）改进措施和建议 

1.加强领导，优化经费二级项目的设置，督促经费合理使用，保

证执行率。 

2.做好读者服务工作，推进图书馆以馆藏为中心的运作模式向以

读者服务为中心转型；龙吴路第二图书馆设立检索台，试运行读者借

阅服务，最终实现两馆之间通借通还；扩大对外业务交流。 

3.建议馆领导在办公场地方面予以统筹考虑。 

4.进一步完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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