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2017年度财政支出项目

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 年社会力量举办博物馆扶持资金项目 

预算金额 1,000 万元 

评价分值 87.24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市博物馆、美术馆事业发

展，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

化遗产保护，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扶持政策。

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扶持单位满意度和观众

满意度，分别达到 91.42%、93.23%。 

存在问题 

1、项目档案管理有待加强 

项目相关档案资料尚未及时归档，至评价

时，受理中心尚无本项目资料，目前还在博物馆

处，未进行及时归档。 

2、个别扶持单位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不力 

   四海壶具博物馆、梅尔尼科夫美术馆和东方

陶瓷美术馆等 3 家单位，未建立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和专账核算，另外四海壶具博物馆资金支付，

其中有 2.06 万元（住宿费 0.87 万元、办公家具

1.19 万元）与申报“一带一路”中国茶文化发展

普及项目不相符（后博物馆处已督促其整改到



位）。 

整改建议 

1、进一步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和措施 

进一步从制度和措施上完善档案管理工作，

明确本项目入档保管的内容，如项目申报表与实

际执行情况反馈报告、初评、定评资料表格、专

家评审意见、局长办公会审定会议纪要等；规定

具体入档保管时间，如项目实施完成后，三个月

后 5 个工作日内，全部入档资料数据提交受理中

心，一个月内受理中心整理入库保管。同时，明

确各部门档案管理相关职责。 

2、进一步强化扶持单位专项资金管理 

进一步强化扶持单位专项资金管理措施，除每年

申报项目时，应提交上年扶持资金项目执行情况

反馈外，博物馆处每年应抽查 20%的扶持项目单

位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抽检结果作为下一年度

申报项目审定依据，明确对未建立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和实行专账核算的不予申报。明确四海壶具

博物馆、梅尔尼科夫美术馆和东方陶瓷美术馆等

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建立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和专账核算。进而，确保项目资金规范使用，做

到项目资金到帐，费用支出，专账核算，一目了

然。 

整改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 年网络视听产业专项资金项目 

预算金额 1,000 万元 

评价分值 85.67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本项目有序进行，引导正确价值方向和健康

审美取向，并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视听文化；受

益群体持续扩大，上海网络视听产业持续增长并

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培育了一批网络视听内

容创作生产的骨干企业。 

   项目资金的使用紧紧围绕项目的绩效总目

标，项目总体实施效果较好。对比以前年度项目

开展情况，专项资金对申请单位的要求提高，减

少被扶持单位，每家单位的扶持金额增加，集中

使用专项资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扶持

单位满意度和观众满意度，分别达到 88.67%、

85.80%。 

存在问题 

1、项目计划完成情况不够好 

本项目计划完成 14 个子项目，实际只完成 10 个

子项目，有 4 个子项目未能如期完成，计划完成

率 64.29%。主要原因： “蔚蓝 50 米”子项目，



无法满足“本市视听网站完成拍摄制作并首先

在本市视听网络完整播出”的规定，不予扶持；

“大宋北斗司”子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和自身运

作原故，不符合扶持对象要求；另外 “阿基米

德高峰论坛”子项目，实施过程发生变故，与“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不一致，第二笔资金暂缓

拨付；网络剧中“《嗨友记》情景喜剧”不能够

按期进行，暂缓扶持。由此可见，四个子项目未

能完成，进而也影响了预算资金执行率，本项目

预算资金执行率仅为 49.49%。 

2、专项资金后续管理不足 

   评价组通过调研，发现 11 家扶持单位中，4

家单位未建立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有 4 家单位未

进行专账核算。另外，上年获扶持的单位，也未

提供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说明或资金使用明细账。

同时，相关职能部门，至评价时，尚未对上年扶

持项目单位资金使用情况开展检查。可见专项资

金的后续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整改建议 

1、提高项目计划安排的合理性 

   一方面，在计划安排前，应进一步做好市场

调查，摸清计划项目实施可能性，对难以实现或

可能中途有所变更的项目，应做好递补项目安



排；另一方面，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原有的扶持

项目类型，与市场扶持需求不一，应及时进行调

整，或增加新的扶持项目类型，如公益广告、网

络纪录片等，满足网络视听产业发展，提高项目

计划完成率，进而提升本项目的预算执行率。 

2、进一步强化专项资金后续监管工作 

   建议从三方面加强后续监管：一是在项目申

报前，要求各申报单位提供已建立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以及获取扶持资金后，将进行专账核算和

做到专款专用的承诺书；二是对于上年度获得扶

持项目单位，应提供专项资金使用报告，并作为

申报的前提条件；三是每年业务部门应对扶持单

位进行资金使用情况事后检查，其检查面不少于

20%，并将检查结果，与第二年申报项目挂钩，

对不符合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也未建立专账

核算的单位，不予支持。 

整改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 年市民文化节项目 

预算金额 1,500 万元 

评价分值 88.52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本项目持续有效实施，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升市民文化素

养，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形成良好的城市文化氛

围。2017 年开展市级五大赛事，如期完成了五项

活动成果，同时，各区还主办或参与优秀传统文

化推广、市民文化成果荟萃和城市文化氛围营造

等相关活动。通过 1+16+209 的三级体系，进一

步向第四级延伸辐射，促进基层文化建设和文化

事业发展。据统计，共举办活动 4.57 万项，

2575.34 万人次参与，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存在问题 

1、有的合同未明确验收质量具体标准，只有完

成时间要求；有的也未按合同履行相关验收手

续。 

2、周六、周日安排活动少，难以满足上班一族

以及在校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需求。 

整改建议 
1、进一步强化合同管理，在签订格式合同后，

应根据项目的个性特点与要求，签订补充协议，



明确项目相关要素和内容，以便于事后按质按量

按时开展验收。 

2、每年可根据民众需求情况，进一步调整活动

安排时间，更多满足上班一族、在校学生和幼儿

园小朋友需求，增加周六、周日及节日假期活动

安排，让更多民众收益，进而增强市民文化节影

响力。 

3、建议修改完善《2017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各项

市级赛事区、社会组织活动补贴标准》，明确补

贴对象、范围、条件、标准；补贴申报流程、提

交资料、诚信承诺书；以及资金使用情况反馈等。 

整改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 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项目 

预算金额 1,264.60 万元 

评价分值 85.25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本项目实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调研、抢救性记录和保存，鼓励和支

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吸引更多热爱传统

文化的人群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上来。项目实际完成了对 10 个大类 73 个项目与

481 名传承人的补助发放，其中：传统音乐 3 项、

传统舞蹈 3 项、传统戏剧 8 项、曲艺 2 项、民间文

学 2 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4 项、传统美术

12 项、传统技艺 25 项、传统医药 7 项、民俗 7 项。

总体完成情况良好，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目标。 

存在问题 

1、根据《上海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要求，“项目实施完毕，区县财政部

门和文化行政部门或市级主管部门对项目进行验

收，并将验收结果报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备案。”

但在实际操作中，相关部门没有组织项目核查，也

没有要求受补助单位提供项目开展情况反馈。 

2、本年度共补助 11 家非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民



间机构，占全部 73 家单位的 15.07%，较上一年度

下降 2 个百分点，民间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度略有

下降。 

整改建议 

1、项目实施完毕后，应及时组织后续检查验收工

作，对于部分效果一般的项目来年应减少投入或不

予支持；同时，应要求受补助单位提供实施情况反

馈，严格执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2、非遗的保护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专项资金

应扩大宣传范围，加大宣传力度，吸引社会团体积

极申报；同时对往年完成情况良好的单位优先补

助，激发出全社会对非遗保护的热情。 

整改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