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交响乐团

项目名称： 基本运行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上海交响乐团基本运行费用主要包括4项费用，即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
物业费用，能源费用，舞台智能化、数据支撑系统和通用设备设施维保专项经费以及上海交
响音乐博物馆的展陈维护费用。上海交响乐团位于复兴中路1380号，主要建筑包括办公
楼及所属音乐厅的主厅、演艺厅、入口大厅，总建筑面积21045.12平方米，承担办
公、排练、演出、文化交流、艺术教育等功能。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由上海地产集团与上海
交响乐团联合成立，位于宝庆路3号，由上海地产集团负责日常管理运营，上海交响乐团负
责展陈维护。

立项依据：

1.物业费用以政府采购招投标中标金额为基准；2.能源费用参考以往发生的费用及需要
保障的相关活动估算；3.舞台智能化、数据支撑系统和通用设备设施维保专项经费以政府
采购招投标中标金额为基准；4.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展陈维护费用由博物馆的定位及展陈
设计决定，投入运营前经过多次专家咨询论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上海交响乐团是上海国有文艺院团改革试点，在全国职业交响乐团范围内率先实现团厅一体
发展运营模式。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于2014年9月开幕，迅速成为世界古典音乐新的中
心和上海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地标。经过五年多的运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不但承担上海
交响乐团服务上海、代言上海的主要舞台，而且成为世界优秀交响乐团来华演出的重要合作
方。音乐厅承担了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季、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海新年音乐会、上海新春音乐
会、上海乐队学院、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MAP音乐地图、AEP中国艺
术拓展计划等品牌活动，还邀请了纽约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巴黎管弦乐团、慕尼黑
爱乐乐团、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马勒室内乐团等世界一流乐团进驻演出
。基本运行费为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开展业务工作提供能源、舞台设备、
办公场地等基本硬件保障和物业服务等软件保障，是乐团实现“亚洲顶尖、世界一流”改革
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保障。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由上海地产集团与上海交响乐团联合成立，
位于宝庆路3号，由上海地产集团负责日常管理运营，上海交响乐团负责展陈维护。博物馆
展陈基本方案由上海交响乐团制定，经专家反复论证后予以实施。维护工作以保障展陈为主
，同时根据年度目标进行调整补充，确保博物馆成为上海音乐艺术普及教育的一张名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在财务管理上，严格执行《上海交响乐团财务报销制度》和《上海交响乐团内控手册》
各项相关规范制度；2.在业务管理上，严格执行《排练演出工作流程》《音乐厅后台管理
规定》《音乐厅报修管理办法》以及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展陈设计；3.加强对物业公司、
维保单位等第三方供应商的管理，严格执行各项规范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1.按季度考核物业公司，执行合同，支付费用；2.按月支付水、电、天然气费用；3.
按季度考核舞台智能化、数据支撑系统和通用设备设施维保单位，执行合同，支付费用；4
.以年度工作计划为准，按实际需求进行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的展陈维护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总目标：保障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成为世界古典音乐新中心和上海文化重要地标之一，成为
上海交响乐团实现实现“亚洲顶尖、世界一流”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保障；保障上海交响音
乐博物馆成为上海音乐艺术普及教育的一张名片。阶段性目标：常年保障上海交响乐团（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办公及排练演出、教学等业务正常开展；常年保障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
展陈符合博物馆定位。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5,516,304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516,304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7,770,569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4,21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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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合同管理有效性 有效

资产管理 设备设施管理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演出场次 >=110场

公益票场次 不低于70场

博物馆参观人次 >=12000人次

物业服务工作完成率 =100%

设备维修服务完成率 =100%

质量

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无

演出内容丰富度 丰富

设备维修合格率 =100%

物业服务考核达标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音乐厅品牌形象提升效果 有效提升

博物馆稳定运行 稳定

博物馆影响力 显著提升

满意度 观众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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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交响乐团

项目名称： 艺术传承发展项目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季，是乐团遵循国际惯例运营、自当年9月至次年6月的年度演出计划。
自2009年推出以来，已成为了中国顶级音乐水准的代表，奠定了上海交响乐团在业界的
领军地位。如今，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季不仅成为中外观众品鉴名家名作、品评中西文化内涵
的重要平台，更展现了一个业内领先地位的中国乐团在艺术审美及运营策略上的高追求。该
项目较大经济投入在：合作指挥家、独奏独唱家演出费、税费、机票、食宿费；国外大型艺
术团体来沪演出费、税费、团队国际旅费、食宿费；演出录音及电视台转播制作费；艺术家
录音录像版权费；场租费及市场推广费等。

立项依据：

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真正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真正体现时代的风貌、真正引领时
代的风气，具有指导意义。作为上海城市文化名片和国有文艺院团改革试点，上海交响乐团
一直把自身的发展融入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发展。上交深谙中西融合的艺术表达，始终为音
乐季在世界范围内甄选时代顶尖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我团创办的一系列音乐演出不仅建立了跨洲际的文化交流，更助推了跨音乐领域的文化繁荣
，实现了人与人、团与团乃至国与国间的音乐沟通。从1879年到2019年，上海交响
乐团作为一个职业交响乐团，在中国最早广泛地把交响乐介绍给中国观众，最早发掘并演奏
中国管弦乐作品，最早培养中国的音乐人才，最早登上琉森音乐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柏
林爱乐大厅、卡内基音乐厅等等耀眼的国际舞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季不仅成为中外观众品
鉴名家名作、品评中西文化内涵的重要平台，更展现了一个中国乐团在艺术审美和运营策略
上的高追求。从2010到2019年上半年的音乐季，共安排演出了近830场音乐会。
最新2019-2020乐季安排了79场包含大乐队编制、室内乐、引进及合作在内的音
乐会。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交响乐团“三重一大”制度实施办法；上海交响乐团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上海交响乐团在每年乐季开展中便实时开展小结讨论，听取各方意见反馈，召开团内艺术委
员会议，开启下一年度节目主要风格构思，与艺术家个人或艺术团体或经纪公司进行档期、
曲目及经费等洽谈，初步安排演出日程，开展主视觉形象初稿设计，拟选宣传方案，规划统
计各实施内容预算等一系列前期工作。2019-2020乐季（2019年9月至202
0年6月）共安排27场本团大乐队编制音乐会、12场本团室内乐音乐会、9场引进乐团
音乐会、25场引进及合作室内乐音乐会、6场学生教育导向讲座类音乐会。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乐团将继续邀请世界知名指挥独奏独唱等艺术家加盟团厅音乐季，并用乐团的大乐队编制的
高质量演出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近古典音乐，提升广大市民的鉴赏水平。此外，乐团将坚持高
水准、高品位的节目选取标准，利用上交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引进全球顶尖音乐艺术团体和节
目。打造音乐人才汇聚、艺术水平卓越、公共教育一流、管理模式先进、国际声誉良好的“
亚洲顶尖、全球著名的世界优秀乐团”。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140,496 项目当年预算（元）： 7,140,49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8,495,724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0,66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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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大乐队编制音乐会演出场次 27场

室内乐音乐会演出场次 12场

引进乐团音乐会演出场次 9场

学生教育导向讲座类音乐会演出场次 6场

引进及合作室内乐音乐会演出场次 25场

质量
演出内容丰富度 丰富

创新作品质量 高标准

时效 各类演出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票房增长率 =10%

社会效益

注册会员增长率 =10%

观众席上座率 =70%

音乐节知名度提升效果 有效提升

市民音乐鉴赏能力 提高

满意度 观众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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