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档案局（馆）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2017 年度档案保护抢救经费 

项目单位：上海市档案局（馆） 

主管部门：上海市档案局（馆） 

委托单位：上海市档案局（馆） 

评价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 年 6 月 



 

目  录 

报告摘要 .......................................................................................................... 1 

一、项目基本情况 ............................................................................................ 6 

（一）项目概况 ................................................................................................ 6 

1、项目立项的背景及目的 ............................................................................... 6 

2、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 8 

3、项目实施情况 .............................................................................................. 8 

（二）绩效目标 ............................................................................................ 155 

1、总目标 ..................................................................................................... 155 

2、阶段性目标.............................................................................................. 166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 166 

（一）评价目的 ............................................................................................ 166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 166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等 ............................................................... 177 

（四）数据采集方法及过程 .......................................................................... 188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 199 

（六）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 20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 21 

（一）评价结论 .............................................................................................. 21 

1、评价结果 ................................................................................................... 21 

2、主要绩效 ................................................................................................... 21 

（二）具体绩效分析 ....................................................................................... 22 

1、项目决策分析 ............................................................................................ 22 

2、项目管理分析 .......................................................................................... 244 

3、项目产出及结果分析 ............................................................................... 265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288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 错误！未定义书签。8 

（二）存在的问题 ............................................................ 错误！未定义书签。8 

（三）建议和改进举措 ..................................................... 错误！未定义书签。8 

附件： .......................................................................................................... 299 

  



 

报告摘要 

 

一、项目概况 

（一）立项背景 

档案馆是国家档案事业的主体，是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是科学

研究和各方面工作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上海市档案局（馆）馆藏档

案360.89万卷（件），档案案卷数为327.53万，其中，建国前历史档

案140.59万卷。以件为单位保管的档案数为33.36万件（主要为2010

年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档案）。另有录音、录像、影片档案1.55万盘，

照片档案4210册，光盘1.09万张，实物1.83万件，资料6.06万册。档

案数据库共有全文信息1.42亿幅，照片档案5.03万幅，档案检索目录

数据2600多万条。包括诸多历史档案和建国后档案，内容涵盖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了解上海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作用。

这些档案数量多、时间跨度大、类型各异，尤其是一大批珍贵档案，

由于历史久远以及不断提高的利用率，面临纸张破损、安全管理等问

题， 因此每年保证一定量的纸质档案、音像档案及照片档案的保护

抢救工作尤为重要。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档案事业已经

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进行档案数字化一方面是适应网络、通讯和多媒

体等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档案馆功能在信息时代的延

伸。 

国家档案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在2013年全国数字档

案馆（室）推进会上指出，我国数字档案馆（室）建设的目标是：用

15年左右的时间，建成以数字资源为基础、安全管理为保障、远程利

用为目标的数字档案馆（室）体系，使各级各类档案管（室）能够实

现对电子文件的归档和管理并按规定及时移交，对馆藏传统载体档案



 

全部数字化，实现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利用、馆藏开放档案的互联网利

用以及馆藏电子档案的安全保存和长期可利用。开展档案数字化加工

及管理则是数字档案馆（室）建设的工作基础。根据档案事业十三五

规划，发挥市档案馆在档案保护技术科研、实践方面的优势，不断提

升档案保护理论、实践水平，努力在档案修裱、仿真复制、多载体档

案保护等领域形成3—4项核心技术，服务本市及周边地区档案保护需

求。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实现

“两个一百年”中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理念将贯穿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整个进程及各个方

面，为上海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新的发展环境

给档案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使档案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

一是档案保护抢救的需求，需要进一步使档案资源体系和档案安全保

护体系全面覆盖到所有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二是档案

信息化发展的需求，需要进一步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与互联

互通，努力实现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档案管理现代化。 

根据十三五规划要求，至2020年市档案局（馆）需要新增约400

万条文件目录，馆藏档案全文数字化总量超过2亿幅，全市国家档案

馆馆藏档案全文数字化总量达到8亿幅。到“十三五”末，在全市档

案网站上发布档案全文信息总数不少于10万件。 

为达成上海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目标，上海市档案局

（馆）设立了2017年度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 

（二）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资金由市档案局（馆）编入2017年度



 

预算计划报上海市财政局，经人大会议审议批准，上海市财政局下达

预算批复后，纳入当年度预算支出计划，由上海市财政全额承担。本

项目财政预算安排为5,837,500.00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实际

财政支出为5,664,901.67元。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见表1。 

表1  2017年度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表 

序号 预算构成内容 财政预算金额（元） 实际支出金额（元） 预算执行率 

1 档案库房环境控制 

设备维护 

120,000.00 120,000.00 100.00% 

2 档案数字化加工 4,117,500.00 4,064,872.00 98.72% 

3 档案目录数据录入 

校对 

900,000.00 895,000.00 99.44% 

4 档案抢救修复及科学

实验等 

700,000.00 585,029.67 83.58% 

 合  计 5,837,500.00 5,664,901.67 97.04% 

 

二、绩效分析和评价情况 

（一）绩效分析 

通过实施“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2017 年度完成 1,061 万幅

（A4 规格）档案原件的数字化加工；完成约 80 万条文件级机读目录

及 2.5 万条重点档案文件级目录数据的录入及校对工作；5.6 万页重

点档案的抢救修复；保证了局（馆）档案库房温度自控系统、库房增

湿与降湿装置及库房空气净化装置正常运转等，实现馆藏档案的数字

化利用、馆藏开放档案的互联网利用以及馆藏电子档案的安全保存和

长期可利用性，改善特藏档案的保护环境、延长档案寿命的目标。 

（二）评价结论 

本次评分依据项目组研发的指标评价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现场

收集、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数据，项目组对 2017 年度档案保护抢

救经费项目进行了独立客观地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 87.78 分，绩



 

效评级为“良好”。各部分权重和得分情况见下： 

指标类别 权重 得分率 得分 

项目决策类指标 15 80.00% 12 

项目管理类指标 25 87.04% 21.76 

项目绩效类指标 60 90.03% 54.02 

总计 100 87.78% 87.78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完成国家重点档案破损定级及分级保护模式研究 

通过对档案破损情况现状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上海市各区县国

家重点档案保护情况，形成以下研究成果：一是制定重点档案破损定

级标准草案，为今后建立上海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做好准备。二是构

建档案分级保护模式，为更具体地实施档案分级管理和分级保护提供

指导。 

2、严把进馆档案质量关，确保档案安全 

指导上海市监狱局等 25 家单位按进馆要求做好档案清洁、消毒

等保护工作，并对上述单位的 2 万 8 千多卷（件）档案在进馆前进行

检查，把好进馆档案的质量关，确保档案安全。 

（二）存在的问题 

1、部分子项目预算未及时调整，导致项目预算执行率低 

档案抢救修复及科学实验等子项目中有一项“档案即时数字化”

项目，预算金额 67,500.00 元，2017 年度实际执行 14,872.00 元，

预算完成率仅 22.03%，预算执行率较低。 

2、未对委派业务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纸质档案数字化加工子项目、重点档案整理修复子项目委托第三

方公司实施，但未对委派业务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三）建议和改进举措 

1、加强项目预算管理，提高预算执行率。 

建议预算编制部门根据项目历年运行的实际情况，合理编制项目

预算，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对预算执行全过程的跟踪，及时编制

调整预算，以准确反映项目实际执行内容，从而增强预算编制的准确

性，提高预算执行率。 

2、完善委派服务验收管理 

建议完善委派服务验收管理，按委派业务验收质量标准进行验

收，并做好评价工作。 

 

 

 

 

 

 

 

 

 

 

 

 

 

 

 

 

 



 

 

上海市档案局（馆）2017 年度档案保护抢救经费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强化绩效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合理

配置公共资源，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引导作用，根据《上海市预

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号）的要求，受上海市档

案局（馆）（以下简称“市档案局（馆）”）委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2017年度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

评价时段为2017年1月～12月。评价项目组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和影响力等方面对

该项目做出综合的评价。通过采集、分析基础财务数据、业务管理制

度、档案使用者及公众满意度等内容，对档案保护抢救经费进行深入

的调查分析，总结成绩与经验，探索潜在问题与不足，从而为今后的

档案保护抢救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建言献策。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的背景及目的 

档案馆是国家档案事业的主体，是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是科学

研究和各方面工作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上海市档案局（馆）现有馆

藏360多万卷（件），包括诸多历史档案和建国后档案，内容涵盖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了解上海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作用。

这些档案数量多、时间跨度大、类型各异，尤其是一大批珍贵档案，



 

由于历史久远以及不断提高的利用率，面临纸张破损、安全管理等问

题， 因此每年保证一定量的纸质档案、音像档案及照片档案的保护

抢救工作尤为重要。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档案事业已经

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进行档案数字化一方面是适应网络、通讯和多媒

体等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档案馆功能在信息时代的延

伸。 

国家档案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在2013年全国数字档

案馆（室）推进会上指出，我国数字档案馆（室）建设的目标是：用

15年左右的时间，建成以数字资源为基础、安全管理为保障、远程利

用为目标的数字档案馆（室）体系，使各级各类档案管（室）能够实

现对电子文件的归档和管理并按规定及时移交，对馆藏传统载体档案

全部数字化，实现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利用、馆藏开放档案的互联网利

用以及馆藏电子档案的安全保存和长期可利用。开展档案数字化加工

及管理则是数字档案馆（室）建设的工作基础，2014年，市档案局

（馆）进行档案数字化加工及管理的常规化工作。截至2015年，全

市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案卷级目录全部实现计算机检索，文件级

机读目录总量达5180.99万条，数字化档案全文达3.6亿幅，市和区县

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数字化全文覆盖率普遍达到60%以上，根据十三

五规划要求，至于2020年市档案局（馆）需要新增约400万条文件目

录，馆藏档案全文数字化总量超过2亿幅，全市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

全文数字化总量达到8亿幅。到“十三五”末，在全市档案网站上发

布档案全文信息总数不少于10万件。 

为达成上海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目标，上海市档案局

（馆）设立了2017年度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 



 

2、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资金由市档案局（馆）编入2017年度

预算计划报上海市财政局，经人大会议审议批准，上海市财政局下达

预算批复后，纳入当年度预算支出计划，由上海市财政全额承担。本

项目财政预算安排为5,837,500.00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实际

财政支出为5,664,901.67元。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见表1。 

表1-1  2017年度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表 

序号 预算构成内容 财政预算金额（元） 实际支出金额（元） 预算执行率 

1 档案库房环境控制 

设备维护 

120,000.00 120,000.00 100.00% 

2 档案数字化加工 4,117,500.00 4,064,872.00 98.72% 

3 档案目录数据录入 

校对 

900,000.00 895,000.00 99.44% 

4 档案抢救修复及科学

实验等 

700,000.00 585,029.67 83.58% 

 合  计 5,837,500.00 5,664,901.67 97.04% 

3、项目实施情况 

（1）“档案数字化加工经费” 子项目 

市档案局（馆）计划委托上海市档案缩微技术中心（以下简称“缩

微中心”）于2017年度完成900万幅（参照 A4及以下幅面为结算单

位）档案资料数字化工作（为了简化数量预算编制工作，每年度仅按

照最常规的数字化工作0.45元/幅作为单价基础，同期有其他单价的

工作亦在开展中，以以前年度数字化项目的支出金额作为基数倒轧出

预计完成工作量），每幅单价0.45元，合计405.00万元。同时拟委托

第三方公司进行档案即时数字化扫描工作，预算金额6.75万元； 

2017年度，缩微中心实际完成的数字化工作53,029卷，折合成

A4幅面计算约为1,061万幅，经费支出405.00万元；档案即时数字化

扫描支出1.49万元。 



 

（2）“档案目录数据录入校对”子项目 

①市档案局（馆）计划委托光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于2017年度

完成87万条馆藏档案文件级目录的条目录入工作，并且将录好的条目

经过校对和抽检，在确认已经达到馆方要求的正确率的情况下，然后

上传至市档案局（馆）数据库。文件级目录加工由上海市档案馆整理

编目部工作人员通过不低于15%的抽检及部门副高职称人员不低于

5%的审核进行质量管控。 

该项目于2017年5月开工，预计2018年6月底完成合同约定的工

作量，但该项目款项已于2017年12月份支付。 

表1-2 项目完成进度表 

序号 档号 卷数 录入完成数量 数据库实有数 

1 A36-2-1～346 346 8275 8275 

2 A94-4-269~625 357 36864 36864 

3 A94-6-1~1631 1631 73680 73680 

4 B12-2-1~1108 1108 127225 127225 

5 B15-1-1～740 740 12244 12244 

6 B179-2-1~442 442 12584 12584 

7 B181-2-1~281 281 3613 3613 

8 B212-1-1~534 534 12064 12064 

9 B213-2-1~694 694 16314 16314 

10 B23-3-1～633 633 15840 15840 

11 B238-1-1~638 638 19727 19727 

12 B23-8-1~2067 2067 122721 122721 

13 B251-1-1~32 32 713 713 

14 B263-2-1-~271 271 10940 10940 

15 B265-1-1～498 498 9956 9956 



 

序号 档号 卷数 录入完成数量 数据库实有数 

16 B265-2-1～759 759 17805 17805 

17 B271-1-1~378 378 5639 5639 

18 B271-2-1~408 408 4493 4493 

19 B314-1-1~746 746 18765 18765 

20 B383-10-1~227 227 2740 2740 

21 B383-1-1~222 222 2529 2529 

22 B383-2-1~211 211 3656 3656 

23 B383-3-1~170 170 2900 2900 

24 B383-4-1~201 201 4163 4163 

25 B383-5-1~202 202 4215 4215 

26 B383-6-1~178 178 3382 3382 

27 B383-7-1~150 150 3712 3712 

28 B383-8-1~119 119 2984 2984 

29 B383-9-1~165 165 3891 3891 

30 B64-2-1~151 151 5693 5693 

31 B69-1-1~234 234 3956 3956 

32 B69-2-1~420 420 11606 11606 

33 B72-3-1~352 352 1538 1538 

34 B72-4-1~819 819 4234 4234 

35 B72-5-1~62 62 1039 1039 

36 C35-1-1~373 373 6322 6322 

37 C40-4-1~251 251 2979 2979 

38 C46-4-1~267 267 4915 4915 

39 G106-2-1~591 591 6900 6900 

40 G107-2-1～377 377 3816 3816 



 

序号 档号 卷数 录入完成数量 数据库实有数 

41 G110-1-1～736 736 9290 9290 

42 G112-1-1～587 587 8463 8463 

43 G22-2-1~1747 1747 28182 28182 

44 G26-1-1～746 746 12242 12242 

45 G26-2-1~478 478 12396 12396 

46 G27-1-1～813 813 12020 12020 

47 G32-1-1~402 402 5052 5052 

48 G32-2-1~554 554 5679 5679 

49 G35-1-1~1039 1039 21077 21077 

50 G93-1-1～202 202 4215 4215 

51 G95-1-1～223 223 3879 3879 

52 Q119-1-1~526 526 1096 1096 

53 Q119-2-1~781 781 2375 2375 

54 Q119-3-1~116 116 400 400 

55 Q119-4-1~182 182 584 584 

56 Q119-5-1~148 148 448 448 

57 Q119-6-1~217 217 835 835 

58 Q6-1-3347~3500 154 484 484 

59 Q6-1-4656~4810 155 487 487 

60 Q6-1-6200～6896 697 2029 2029 

61 Q6-2-1~1340 1340 4984 4984 

62 Q6-3-1~746,748~913 912 3200 3200 

63 Q6-4-1~691 691 2720 2720 

64 R14-1-1~646 646 3328 3328 

65 R14-2-1～268 268 580 580 



 

序号 档号 卷数 录入完成数量 数据库实有数 

66 R14-3-1～55 55 110 110 

67 R14-4-1～34 34 100 100 

68 S10-2-1~8 8 57 57 

69 S12-2-1~2 2 31 31 

70 S13-2-1~6 6 85 85 

71 S16-2-1~3 3 10 10 

72 S18-2-1~6 6 31 31 

73 S26-2-1~8 8 74 74 

74 S27-2-1~5 5 59 59 

75 S28-2-1~7 7 25 25 

76 S29-2-1~2 2 4 4 

77 S31-2-1~35 35 416 416 

78 S32-2-1~6 6 27 27 

79 S34-2-1~3 3 50 50 

80 S35-2-1~4 4 19 19 

81 S36-2-1~17 17 114 114 

合计   763889 763889 

（3）“档案抢救修复及科学实验等”子项目 

该项目主要系为馆藏道契档案、音像档案及进行保护性修复。在

档案修复方面，2017年完成揭裱148页，全托15页，补洞补边90页，

装订档案1本，拼接全托小地图11幅，揭裱并修复纸砖档案61页，装

订名册20本，脱酸777页。在字画装裱方面，完成全托新字画18幅，

装裱册页20册。2017年完成馆藏音像档案数字化抢救380卷，共计盒

式录音带382盘。 

4、组织及管理 



 

（1）项目组织情况 

上海市档案局（馆）作为档案保护抢救经费的预算单位和主管部

门，负责项目整体实施过程管理和监管。通过档案局（馆）办公室财

务负责项目立项、预算编制及报批、资金申请及划拨；采购管理小组

实行市场化公开招投标机制进行采购监督与管理；项目具体业务工作

由整理编目部及保护技术部两个门负责落实，主要工作流程简述如

下： 

档案数字化项目由整理编目部负责，根据市档案局（馆）工作安

排，档案数字化的工作由整编部负责落实，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由上

海市档案缩微技术中心具体实施（以下简称“微缩中心”），缩微中心

是经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隶属于上海市档案局的处级事业单

位，自2002年开始，参与市档案局（馆）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建库工作，

并仅承接市档案局（馆）的数字化加工业务项目。根据市档案局（馆）

的实际情况及国家档案局管理的相关要求，市档案局（馆）每年向市

财政局提交《关于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全文数字化项目申请退出政府采

购的函》，并经市财政局教科文处确认）承担，工作质量检测当年度

拟采用第三方质检方式进行，但实际由整理编目部承担质检工作，最

终由整理编目部及信息技术部两个部门验收后入档案馆专用数据系

统。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由整编部编制档案数字化工作计划，由缩微

中心组织实施档案实体调卷处理，数字化扫描，影响文件修正，质量

检验，数据挂接建库，质量检查，数据入库，档案试题装订复原处理

工作。第三方检测机构根据规定的质量要求对于入库的数字化资料进

行检测验收工作。 

档案目录数据录入校对由整理编目部负责，委托专业公司完成，



 

录好的条目经过校对和抽检，在确认已经达到馆方要求的正确率的情

况下，然后上传至市档案局（馆）数据库。文件级目录加工由上海市

档案馆整理编目部工作人员通过不低于15%的抽检及部门副高职称人

员不低于5%的审核进行质量管控。 

档案保护由保护技术部按照精细化修复，整体性保护原则，对馆

藏重点档案破损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保护的现状，分析破损原因，制

定修复计划，采用揭裱、全托、补洞补边，以及脱酸、平整等技术手

段，对馆藏重点档案实施修复。重点档案保护项目委托专业公司完成。 

档案库房设备维护项目由保护技术部负责，委托专业公司负责温

湿度自动控制系统维保，定期对电子温湿度探头进行校正，定期对空

调、去湿、空气净化等设备例行检查，做好维护保养工作，确保机器

正常运行。 

（2）项目管理情况 

本项目属于市档案局（馆）每年的常规项目，由市档案局（馆）

办公室根据市财政局的有关规定编制本项目预算，在履行相关预算审

批程序后，市财政局对市档案局（馆）2017年度的财政支出预算进

行了批复，本项目开始实施。市档案局（馆）负责本项目的实施，是

本项目的责任主体。 

①项目投入管理 

本项目预算资金申请应由市档案局（馆）根据有关政策和程序编

制，经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后，市财政局对本项目的

预算资金进行批复。本项目资金使用应由市档案局（馆）申请，市财

政局及时拨付，以确保项目正常运行。 

②项目财务管理 



 

本项目预算资金由市档案局（馆）办公室负责管理。整理编目部

及保护技术部根据市档案局（馆）的工作要求及合同约定，原则上按

照任务的批次、数量等进行批量结算（第三方检测机构同）；市档案

局（馆）也可以按季度完成情况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由相应的部门

上报办公室财务进行请款并通过市档案局（馆）零余额账户支付给服

务供应商。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的规定，资金拨付

审批手续完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专款专用，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完整，经费使用存在检查监督措施，以保证财务监控的有效执行。  

③项目实施管理 

本项目属于市档案局（馆）的经常性项目，项目立项符合国家制

定的有关政策，市档案局（馆）整理编目部、保护技术部、缩微中心

制定了保障项目实施的岗位责任制，各岗位相互牵制，相互监督。项

目实施按计划执行，实施进度有监控，项目结束后进行总结和考核，

能及时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善。如：为加强档案

数字化工作的管理，整理编目部与缩微中心共同进行了《馆藏纸质档

案全文数字化工作规范》、《缩微中心档案数字化项目信息安全管理办

法》等制度的修订工作，保护技术部制订了《纸质档案修复技术规范》、

《档案抢救、修复、登记交接规范》、《馆藏档案原貌复制管理规范》、

《馆藏音视频档案数字化抢救工作规范》等制度，库房管理制订了《档

案库房技术管理规范》，为实现本项目的绩效目标奠定基础。。 

（二）绩效目标 

1、总目标 

上海市档案局（馆）“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的总体目标为：



 

通过抢救修复馆藏传统载体档案并全部数字化，实现馆藏档案的数字

化利用、馆藏开放档案的互联网利用以及馆藏电子档案的安全保存和

长期可利用，改善特藏档案的保护环境、延长档案寿命。 

2、阶段性目标 

2017年度本项目的阶段性目标如下： 

（1）产出目标：①完成900万幅档案原件的数字化加工；②完

成87万条文件及目录的录入及校对工作；③完成5万页重点档案的抢

救修复工作；④ 维持温湿度系统正常有效运转。 

（2）效果目标：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90.00%，完善长

效管理建设，建立保障项目实施的相关制度和措施，保障项目长期实

施的效果。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反映上海市档案局（馆）档案保护抢救经费资

金执行情况、实施成果和社会效应，评价过程应关注的重点是：（1）

摸清本项目资金投入、产出及绩效状况；（2） 了解本项目组织管理

内控机制，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符合规定（3）项目效益是否通过项目

实施得到体现，发挥在档案保护技术科研、实践方面的优势，提升档

案保护理论、实践水平。同时，通过绩效评价来总结经验和教训，发

现亮点和问题，为今后档案保护抢救项目的实施提供意见、建议和参

考。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委托后，立即成立绩效

评价小组并明确小组成员分工和职责。评价小组根据本项目具体情

况，以及市档案局（馆）提供的前期资料，明确了评价的思路、方法、



 

原则、所需资料，完成评价方案设计、基础表等内容。通过与市档案

局（馆）和业务实施部门的沟通，项目组深入了解档案保护抢救工作

实际作业流程及管理情况，并根据项目单位意见，进一步完善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等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过程中，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

第三方中介机构，秉承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绩效相关等绩效评价原

则，遵循勤勉尽责，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工作原则，获取充分信

息，确保绩效评价工作的客观性及绩效评价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

按照从投入、过程到产出、效果和影响力的绩效逻辑路径，对上海市

档案局（馆）档案保护抢救经费支出产出和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

价。 

2、绩效评价方法 

本项目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采取数据对比，标准和抽样调查相

结合，同时辅以访谈、研讨、审计等方法。指标体系框架是依据绩效

评价的基本原理和上海市财政局、市档案局（馆）颁发的财政资金投

入绩效评价相关规定，围绕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三个方面

展开。指标设计主要是结合项目特点和绩效目标，并充分考虑指标内

容的相关性、评价需求的有效性和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本次设定的绩

效指标主要在产出和效果方面制定了个性化指标，围绕产出设计了档

案原件的数字化加工完成情况、文件及目录的录入及校对完成情况、

档案资料的修复完成情况、库房温湿度系统运行情况等指标，围绕社

会效益设计了档案利用便捷性、受益对象满意度等指标。 



 

定性数据的处理通常采用调研访谈及实地检查等方法。为保证绩

效评价范围全面，数据准确，程序规范，对已完成或实际已完成的项

目进行抽样，实地了解预算单位工作情况和需求部门真实感受；对本

项目的相关业务负责人进行访谈；访谈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管理和实施

部门进行。评分方式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量化原则。为避免主观判

断引起的失误，增加定性指标的准确性，尽量对定性指标进行分解，

针对分解部分进行打分，具体可以采用隶属度赋值方法，将定性指标

分成几个档次，分别对应分值。对于每一档次的评分，制定评分依据，

作为评分的参考标准。 

（四）数据采集方法及过程 

1、文献和资料研究：通过网络或项目单位实地收集项目相关文

献资料，进行研究； 

2、访谈：组织相关各方集中访谈或座谈，同时针对某些重要人

士进行面对面个别访谈。通过对利益相关方的细分，针对性地进行深

入细致的访谈、了解，可以有效掌握项目情况、项目效果以及不足，

尤其是各方关注的核心问题，进而得到相关各方如何改进后续项目质

量、确保项目长效运行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并将这些情况，整理反映

到评价报告中去； 

3、现场考察和调研：根据评价需要，我们到市档案局（馆）进

行了现场调研，针对访谈、座谈中所发现的成绩、问题以及各种情况，

进行确认和详细了解，并在现场考察中进行实地调研，进行现场访谈，

从而真实、有效地掌握项目第一手资料； 

4、公众问卷抽样调查：根据评价指标需要，有针对性地根据项

目内容设计调查问卷，调查范围涉及数字化档案查询对象。 



 

5、相关政策文件及采集到的卷宗资料、财务数据包括： 

⑴《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

[2014]22号）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7月5日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的决定》修正）； 

⑶《上海市档案条例》(1995年6月16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2月10日上海市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档案

条例〉的决定》修正)； 

⑷《上海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沪府发〔2011〕60

号)； 

⑸《上海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⑹上海市档案局（馆）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汇编； 

⑺访谈记录及问卷调查统计表； 

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 

⑼财政部门批复的项目预算； 

⑽2017年项目明细账； 

⑾其他相关资料。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本次评价根据前期收集到的基础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后，绩效评价

具体工作实施过程如下： 

1、梳理基础数据，绘制评价思维导图 



 

项目组评价人员通过首次交流收集的数据进行梳理，了解项目实

施流程、管理方式、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资金支出情况、利益相关

方、年度绩效目标等信息，根据以上信息构建评价思维导图。将管理

制度与绩效产出一一对应，做到产出目标制度保障的对应，并在此基

础上初步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确定访谈、问卷调研对象，展开现场走访 

对项目整体情况有所了解后，项目组评价人员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了访谈、问卷调研对象，同时拟定了访谈提纲、问卷样卷，并展开现

场走访工作。旨在通过现场调研，与项目的直接实施方与直接受益者

正面交流，切实了解项目目前的实施情况、发展瓶颈、存在问题，并

收集各方意见与建议。 

3、与项目业务科室进行交流，敲定细节问题 

通过前两步的数据收集与整理，报告初稿已基本完成。通过与项

目业务科室进行交流，对报告中尚存疑问的部分进行探讨，敲定细节

问题，进一步完善报告。 

4、完成报告定稿 

与项目委托方进行交流，重点就问题建议等部分进行讨论，做进

一步修改，完成报告定稿。 

（六）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由于绩效评价工作中问卷、访谈的对象是有针对性的进行选择，

并非来源于项目所有的利益相关人，所以采集到的资料具有固有的局

限性。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 

本次评分依据项目组研发的指标评价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现场

收集、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数据，项目组对2017年度档案保护抢

救经费项目进行了独立客观地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87.78分，绩效

评级为“良好”。各部分权重和得分情况见表3-1： 

表3-1  上海市档案局（馆）“2017年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绩效评分表 

评价指标 1、项目决策类 2、项目管理类 3、项目绩效类 合计 

权重 15 25 60 100 

分值 12 21.76 54.02 87.78 

2、主要绩效 

通过实施2017年度“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市档案局（馆）

馆藏传统载体档案抢救修复及数字化工作进一步推进，促进了馆藏档

案的数字化利用、馆藏开放档案的互联网利用以及馆藏电子档案的安

全保存和长期可利用，改善特藏档案的保护环境、延长档案寿命。 

本项目2017年主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见下表： 

绩效目标名称 设定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完成度 

档案原件的数字化加工完

成率 
900 万幅（A4 规格） 

104868 卷 7726753 幅，

约 1061 万幅（A4 规格） 

117.89

% 

文件及目录的录入及校对

完成率 
87 万条 76.3889 万条 87.80% 

档案资料的修复完成率 5 万页 5.6 万页 100% 

温湿度系统运行完好率 ≥95% 100% 不适用 

电子档案的利用便捷性 
减少原件调用、提高档

案管理水平、提高使用

电子档案调阅的数据为 16

年 71340 卷，17 年 97014
不适用 



 

绩效目标名称 设定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完成度 

者方便度 卷， 17 年率较 16 年调阅量

提高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90% 不适用 

（二）具体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分析 

A 类项目决策类指标，包括项目立项、项目目标二方面的内容。 

表 3-2 A 类指标得分明细表 

一级 

指标 

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分值  

权重 
得分值 

A 项目

决策 
12 

A1 项目立项 6 

A11 档案发展战略目标

的适应性 
3 3 

A12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3 

A1 指标小计 6 6 

A2 项目目标 4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3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6 3 

A2 指标小计 9 6 

A 类指标小计 15 12 

 

（1）A1项目立项 

A11战略目标适应性：本项目2017年度总目标符合市档案局（馆）

的工作范畴，项目立项符合十三五规划要求，将进一步完善档案安全

的基本条件和应急、灾备机制，健全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

的安全防范体系，全面提升档案网络和信息系统风险管理能力。确保

档案实体与信息安全。完善落实档案库房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档案库

房的安全管理和检查。 

档案馆是国家档案事业的主体，是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是科学

研究和各方面工作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馆藏包括诸多历史档案和建



 

国后档案，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了解上海建设

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作用。这些档案数量多、时间跨度大、类型各异，

尤其是一大批珍贵档案，由于历史久远以及不断提高的利用率，面临

纸张破损、安全管理等问题，因此每年保证一定量的纸质档案、音像

档案及照片档案的保护抢救工作尤为重要。本项目符合国家发展政策

和优先发展重点的要求。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为3分，得分为3

分。 

A12立项依据充分性：本项目符合《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全国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推进会文件的通知》；《档案馆建筑设计规

范》(JGJ25-2010)；《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副省级市以上国家档案馆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档函〔2008〕281号）等规定的

要求，响应了上海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精神，

适应网络、通讯和多媒体等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同时进一步做好档案

的抢救修复及安全保护工作，提升档案保护的科学管理水平。根据评

分标准，该指标满分为3分，得分为3分。 

（2）A2项目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本项目的绩效总目标为通过抢救修复馆藏

传统载体档案并全部数字化，实现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利用、馆藏开放

档案的互联网利用以及馆藏电子档案的安全保存和长期可利用，改善

特藏档案的保护环境、延长档案寿命。本项目促进档案事业的有效发

展，预期的产出符合正常水平，绩效目标与预算紧密相连。根据评分

标准，该指标满分为3分，得分为3分。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通过查阅和分析绩效目标申报表及各部门

的工作计划，具体负责部门进行了对应预算资金需求量的测算，并编



 

制了项目预算。预算测算依据是根据以往年度预算金额及执行金额进

行总体估计，但工作计划中，关于产出目标给出的范围并未有明确的

数量计划。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为6分,得分为3分。 

2、项目管理分析 

B 类项目管理类指标，包括投入管理、财务管理及项目实施控制

三方面的内容。 

表 3-3 B 类指标得分明细表 

一级 

指标 

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分值 

权重 
得分值 

B 项

目管

理 

28 

B1 投入管理 6 B11 预算执行率 5 4.76 

B1 指标小计 5 4.76 

B2 财务管理 13 

B21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4 

B22 财务制度健全性 3 3 

B23 财务监控的有效性 3 3 

B2 指标小计 10 10 

B3 项目实施 12 
B31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3 

B32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4 

B3 指标小计 10 7 

B 类指标小计 25 21.76 

（1）B1投入管理 

B11预算执行率：项目年初批复的预算为5,837,500.00元，截至

2017年12月31日，项目实际支出为5,664,901.67元，预算执行率为

97.04%。其中：档案库房环境控制设备维护预算金额120,000.00元，

实际支出120,000.00，预算执行率100.00%，得分1.25分；档案数字

化加工预算金额4,117,500.00元，实际支出4,064,872.00元，预算执

行率 98.72%，得分 1.23分；档案目录数据录入校对预算金额

900,000.00元，实际支出895,000.00元，预算执行率99.44%，得分1.24



 

分；档案抢救修复及科学实验等预算 金额700,000.00元，实际支出

585,029.67元，预算执行率83.58%，得分1.04分。根据评分标准，该

指标满分为5分，预算执行偏差率每1%扣权重分1%，得分为4.76分。 

（2）B2财务管理 

B21资金使用合规性：通过检查核对会计账册、凭证和附件、合

同等原始资料，本项目资金由市档案局（馆）经过各级授权审批后通

过零余额账户对外支付，资金支付手续符合《上海市档案局馆财务管

理规定》（沪档办[2011]16号），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项目账

簿和凭证时未发现不符合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资金使用，未发现与

市档案局（馆）其他资金混用现象。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4分，

得分为4分。 

B22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市档案局（馆）已按照《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行政单位财务规程》等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财务管理，

且制定了《财务管理规定》、《处室、部门经费报销实施细则》等一系

列财务管理制度。该指标满分3分，得分为3分。 

B23财务监控的有效性：市档案局（馆）虽然制定了相应的《财

务管理规定》，办公室每季度进行一次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分析结果

汇报分管财务工作的领导，各级财务人员对本单位的经济活动实施会

计监督。该指标满分3分，得分为3分。 

（3）B3项目实施 

B31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项目组收集了市档案局（馆）档案

管理和制度规范汇编，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基本健全。但未制订委派业

务验收质量标准，明确“档案资料的数据交接流程”。该指标满分5

分，得分为3分。 



 

B32制度执行有效性：经过对部分制度实施情况进行了符合性测

试，发现制度执行基本有效。但是委派业务付款无验收记录，相关负

责人批示签字后即付款。未建立相应的服务质量要求或考核标准。该

指标满分5分，得分为4分。 

3、项目产出及结果分析 

C 类项目绩效类指标，包括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及能力建设及可

持续影响三方面的内容。 

表3-4 C 类指标得分明细表 

一级 

指标 

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分值 

权重 

得分

值 

C 项

目绩

效 

60 

C1 项目产出 30 

C11 档案原件的数字化加工完

成率 
10  10 

C12 文件及目录的录入及校对

完成率 
8 7.02 

C13 档案资料的修复完成率 8 8 

C14 温湿度系统运行完好率 4 4 

C1 指标小计 30 29.02 

C2 项目结果 30 

C21 电子档案的利用便捷性 10 10 

C22 受益对象满意度 10 10 

C23 项目长效管理机制及其有

效性 
10 5 

C2 指标小计 30 25 

C 类指标小计 60 54.02 

（1）C1项目产出 

C11档案数字化工作完成率：经过项目组人员实地走访访谈显示，

市档案局（馆）2017年数字化加工合同预计完成900万幅，实际完成

总量为53,029卷，折合成 A4幅面计算约为1,061万幅，当年度计划已

完成。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10分，得10分。 



 

C12文件及目录的录入及校对完成率：根据市档案局（馆）对上

光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文件级目录加工项目月报反映，自2017年5月

开工，截止至2018年5月，完成76.3889万条目录的录入，小于年初计

划数，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8分，得7.02分。 

C13档案资料的修复完成率：2017计划完成5万页重点档案的修复

工作。根据统计，2017年档案修复的实际完成工作量为5.6万页，根

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8分，得8分。 

C14温湿度系统运行完好率：经过项目组人员走访及访谈显示，  

根据设备台账与维保记录主要设备为加湿器33台，除湿机114台，均

运行完好，都有维保记录，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4分，得4分。 

（2）C2项目结果 

C21档案利用便捷性：经绩效评价人员的走访及调查问卷显示，

通过市档案局（馆）档案数字化率的提高，档案查阅者调用档案原件

的比率下降，数字化档案调阅的比率逐步增加。电子档案调阅的数据

为2016年71340卷，2017年97014卷，2017年电子档案调阅两较16年提

高明显，根据评分标准，调阅比率高于上年得满分，根据评分标准，

该指标满分10分，得10分。 

C22受益对象满意度：根据对保护技术部相关负责人的访谈，本

项目的执行情况属于较满意。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 

根据调整问卷进行汇总，针对“您对档案电子化工作的整体满意

度”这个问题，经对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汇总分析，项目满意度

为90%，根据评价标准，得5分。 

两项目合计该指标满分10分，得10分。 

C23项目长效管理机制及其有效性：本项目中档案修复、档案目



 

录数据录入及数字化工作属市档案局（馆）日常项目，已持续实施多

年，在实施过程中，各级工作人员及受托单位根据项目特点不断的完

善工作流程，发现问题马上解决。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整编部与缩微

中心共同制定了《馆藏纸质档案全文数字化工作规范》、《缩微中心档

案数字化项目信息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的工作文件，制定了工作

量统计表、请款审批单等工作表格。但未制订委派业务验收质量标准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10分，因上述缺失事项，得5分。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完成国家重点档案破损定级及分级保护模式研究 

通过对档案破损情况现状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上海市各区县国

家重点档案保护情况，形成以下研究成果：一是制定重点档案破损定

级标准草案，为今后建立上海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做好准备。二是构

建档案分级保护模式，为更具体地实施档案分级管理和分级保护提供

指导。 

2、严把进馆档案质量关，确保档案安全 

指导上海市监狱局等 25 家单位按进馆要求做好档案清洁、消毒

等保护工作，并对上述单位的 2 万 8 千多卷（件）档案在进馆前进行

检查，把好进馆档案的质量关，确保档案安全。 

（二）存在的问题 

1、部分子项目预算未及时调整，导致项目预算执行率低 

档案抢救修复及科学实验等子项目中有一项“档案即时数字化”

项目，预算金额 67,500.00 元，2017 年度实际执行 14,872.00 元，

预算完成率仅 22.03%，预算执行率较低。 

2、未对委派业务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纸质档案数字化加工子项目、重点档案整理修复子项目委托第三

方公司实施，但未对委派业务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三）建议和改进举措 

1、加强项目预算管理，提高预算执行率。 

建议预算编制部门根据项目历年运行的实际情况，合理编制项目

预算，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对预算执行全过程的跟踪，及时编制

调整预算，以准确反映项目实际执行内容，从而增强预算编制的准确

性，提高预算执行率。 

2、完善委派服务验收管理 

建议完善委派服务验收管理，按委派业务验收质量标准进行验

收，并做好评价工作。 

 

 

 

附件： 

附件 1：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附件 2：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访谈提纲； 

附件 3：档案保护抢救经费项目调查问卷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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