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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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中华艺术宫物业管理费 

决算金额 3809.59万元 

评价分值 90.75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截至2018年11月30日，中华艺术宫全年开馆318

天，共计接待观众1883857人次，其中单月最高人

次231948人次，当日最高人次20705人次，相比

2017年全年同比减少94387人次。2018年，中华艺

术宫完成日常接待335批11710人（其中重要接待

10批927人），会务463批19749人（其中重要会务

1批240人）；顺利保障馆内各类临展开幕式12场，

馆内常规讲座85场，以及商业活动2场。 

存在问题 1.项目未申报项目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2018年

度中华艺术宫未进行物业管理费项目绩效目标和

绩效指标申报，目标管理存在不足。 

整改建议 1.依据中华艺术宫物业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编制

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及相应绩效指标 



中华艺术宫应根据物业管理工作总体规划与实际

情况，编制物业管理费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

标及相应绩效指标。 

2.项目承接方应加快物业管理智能化建设，实现

降本增效 

2018年度中华艺术宫的物业管理工作仍采用人

工、纸质统计与管理方式，使得物业管理效率、

管理质量较低，物业管理工作运营和人工成本较

高。项目承接方应逐步将智能化管理手段引入物

业管理工作，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切实提高物

业管理业务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和人工成本。 

整改情况 2019年度中华艺术宫物业管理费项目已落实项目

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申报工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馆运行经费 

决算金额 2354.4406万元 

评价分值 89.17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积极履行管理职责，落实上级工作要求，完成

运行维护相关工作。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积极履行运行

维护管理的相关职责，落实《上海市贯彻<关于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相关要求、上级

对博物馆设施设备更新的工作要求，完成3处场馆场

所的运行维护、物业管理工作。 

2.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实施物业管理，多种监督措

施并举，博物馆运行效果较好。博物馆物业通过公开

招投标、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第三方服务单位，

在服务单位实施物业管理的过程中，通过现场巡查、

百分制考核、不定时抽检等多种措施结合的方式实施

监督管理，基本满足了物业服务标准，保障了历博新

馆的平稳运行。 

3.凸显历博特色，坚实运行基础，公众影响力较

强。历博馆运行一年以来，累计接待观众137.3356

万人次，策划推出《陈毅与上海——陈毅同志生平图

片史料展》、《铭记初心——史料展》《海上银珠 厚

德流光——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银器展》《衷藏雅



尚 海上流晖——王水衷捐赠服饰展》等原创特色展

览28场，呈现上海的地域特色及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的文化特征。策划推出“城市文化讲坛”和“馆长讲

坛”两大品牌讲座，举办各类教育讲座49场，团队讲

解1110批次。满足了观众对展览内容和上海城市历史

更深入了解的需求。 

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仍需完善，与项目内容匹配度不够。

历博馆年初申报的项目绩效目标基本反映项目基本

情况，与相应预算具有一定关联，但存在以下几方面

的问题：1）绩效目标与项目内容不完全匹配。项目

预算和年度计划中安排了技防报警系统装配、建筑维

护、室外绿化等内容，分解目标中未涉及；2）投入

和管理目标中设有“在职人员控制率目标”，该目标

与本项目无关，设在项目目标中不合理；3）产出目

标中设有管理人员数量目标，该目标与上海市公众物

业服务规范、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标准、国家 4A 旅

游景区服务要求不相关；4）影响力目标中设有宣传

活动≥20 次，该目标应归入数量目标分类，且该目

标与“保障整个展馆对外正常开放”总目标不相关。 

2.预算编制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本项目预算基

本符合预算编制要求，参考上一年度实施情况进行编

制。该项目下设两个级子项目“运行经费”和“设备

购置及维护保养”两项内容，而“运行经费”下仍设

有“运行经费”，该项表述不清，内容不明确，此外，

本项目预算名称也为“运行经费”，因此，一级、二

级和三级预算名称相同，不符合预算精细化管理的要

求。 



3.合同管理有待加强，考核奖惩机制不够完善。

根据合同，南京西路 371号地下室租赁费第二笔应 8

月支付，实际于 6月支付；另外，垃圾清理中的粪便

清运费用应于 10 月支付，实际于 4 月支付；长发大

厦物业合同要求季付，但实际半年付，未按照合同约

定条件支付相应款项，合同履约管理需要进一步加

强。此外，物业工作质量存在提升空间，季度考核结

果与费用支付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历史博物馆运营

保障部对物业管理工作进行了季度和年度考核，年度

考核结果合格，按合同约定续签；季度考核双方约定

物业管理服务费按季度支付。历博在对上一季度考核

合格后，支付下季度费用，支付期限由双方商定。抽

查结果显示，物业公司的安保考核得到 74 分，未达

到 90 分标准。环境清洁、系统检修等内容也存在少

量清洁不到位、维修不及时的情况。实际操作中，季

度考核合格全额支付费用，发现不合格将要求整改，

但没有建立健全相关奖励机制与惩罚措施，没有形成

具体的规定与要求。 

整改建议 1.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目标与工作

计划、预算的关系，提升绩效目标合理性。第一，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关于强化绩效

目标管理的要求，建议预算主管部门按照预算和

绩效管理一体化要求，结合自身业务特点，明确

部门内部绩效目标设置、监控、评价和审核的责

任分工，加强部门财务与业务工作紧密衔接。第

二，建议预算主管部门建立健全本行业、本领域



核心绩效指标体系，明确绩效标准，规范一级项

目绩效目标设置，理顺二级项目绩效目标逐级汇

总流程。可在本次综合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形成

初步的该类项目的共性绩效目标。第三，绩效目

标根植于工作计划及预算，若脱离业务工作，与

工作计划不匹配，与预算相关性不足，则影响绩

效目标作用的发挥，同样会影响后续绩效跟踪监

控评价和绩效评价，因此，绩效目标投入管理目

标要与项目特性相符合，如设备类、工程类、购

买服务类等均有不同的管理的特性，因此，要在

绩效目标中体现其特性。此外，产出目标要与项

目工作计划内容相一致，要与预算相一致，如预

算金额为 1000 万，绩效目标则需要涵盖 1000 万

的内容。第四，绩效目标值是否合理，决定了项

目实施完成成效，目标值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项

目的实施。因此，建议项目目标值的设定做到“四

个符合”，即符合部门职能及规划、符合工作计划、

符合预算以及符合行业要求。 

2.加强预算编制管理，统筹相关因素，提升

预算编制精细化水平 。建议将二级预算科目“运

行经费”调整为“物业及日常管理经费”，三级

预算科目“运行经费”调整为“保洁、垃圾清运

及能耗”，由此可以从科目清晰的反映项目实施

内容，理清不同预算级次的边界。 

3.严格合同履约管理，建立健全奖惩机制，

提升物业工作质量。第一，建议项目单位在于服

务单位签订合同后，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



节点以及质量保证条款支付相应款项，若服务单

位的确需要提前支付的，应与项目单位协商变更

相应的支付条款或重新签订合同。第二，明确季

度考核与费用支付的关系，建立健全奖惩机制，

形成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并落实到位。 

整改情况 1、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关于

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的要求，按照预算和绩效管

理一体化要求，结合自身业务特点，明确本部

门内部绩效目标设置、监控、评价和审核的责

任分工，并加强部门财务与业务工作紧密衔接； 

2、 建立健全绩效指标体系，明确绩效标准，规

范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理顺二级项目绩效

目标逐级汇总流程； 

3、 建立的绩效目标投入管理目标与项目特性

相符合，在绩效目标中体现其特性； 

4、 效果目标中增设“室外绿化覆盖率”项目； 

5、 投入和管理目标中删除“在职人员控制率目

标”； 

6、 产出目标中 “管理人员数量”，目标设置应

以上海市公众物业服务规范为准则、国家一级

博物馆评估为标准、馆内实际运行情况为基础； 

7、 “宣传活动”目标归入数量目标分类。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上海世博会博物馆2018年展馆展示及运行项目 

决算金额 2312.738859万元 

评价分值 88.46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积极落实各项运营保障工作，确保世博

馆正常开放。2018年，世博馆根据年度工作计

划，相继完成了旗林旗杆维保、旗林国旗采购、

给类计量表具安装、虫害治理、登高及升降平

台维护、给排水维保、人防系统维护、弱电系

统维护、室外雨污水管道养护、压力表测试、

垃圾清运、室内绿化租摆、外幕墙清洁、空调

系统维保、强电维保、BA系统维保、建筑物维

保等系统性保障工作，为确保世博馆正常运营

奠定了基础。 

2.强化安全意识，加强安保设备设施维

护，确保消防治安零事故。世博馆通过加强安

保设备设施的维护，持续做好各项安全工作的

宣传、培训、检查、督导工作，不断完善博物

馆安全管理体系，2018年度消防、治安零事故。 

3．不断创新展陈方式，圆满完成各类展

览活动。世博馆与国展局及阿斯塔纳组委会合

作，组织了阿斯塔纳世博回顾展，以阿斯塔纳

世博会所征集藏品为主要展品展现该届世博



会，诠释阿斯塔纳主题“未来的能源”的新设

想新构思，传递给中国观众。本展累计接待参

观者近 3.8 万人次，日均最高达 6000 参观人

次。此外，还组织了世博遗珍展等，均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存在问题 1.预算编制有待进一步优化。本项目预算

编制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1）预算二级科目

较为繁杂，存在大部分类似性质相同的二级项

目，如展陈维保、专项维保、多功能厅场地运

维、特效影厅运维均属于运维范畴，因此，项

目二级预算编制不科学；2）二级项目和三级

项目均为“开放服务”，预算编制不明确。 

2.合同管理存在潜在风险。经查阅项目相

关合同，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部分合同支

付进度为签订合同后一次性支付，不利于履约

风险的控制，如专业讲解服务合同、技术人员

费合同、建筑维护合同以及 BA系统合同等；2）

部分项目属于跨年度项目，但在资金安排上没

有考虑该因素，存在提前预付现象，如,与同

方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强电合同，合同中约定

“合同签订后一次性支付”，而项目实施周期

为 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10月。 

3.资金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根据《上海

市经济信息化委、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公布本市

涉企保证金目录清单的通知》（沪经信运

〔2017〕840 号）的规定，各部门必须严格执

行目录清单，目录清单之外的涉企保证金，一



律不得执行。本项目涉及了质量保证金，如，

外墙清洗项目质量保证金为 10%。 

整改建议 1.优化预算结构，结合项目特性，提升预算

管理精细化水平。首先，建议将“综合耗费”“展

陈维保”、“专项维保”、“其他安防、消防设备维

护”、“多功能厅场地运维”、“特效影厅运维”以

及“运营改造”二级项目合并为一个二级项目，

根据上述项目特点，可拟为“各类运维及改造”

名称；其次，建议将“开放服务”、“阿斯塔纳世

博回顾展”、“志愿者服务”、以及“参展 2018 年

博博会”二级项目合并，可拟为“各类服务及展

示”名称；最后，建议将二级“开放服务”项目

移至三级，原三级“开发服务”删除，具体实施

内容做为项目内容。 

2.加强合同管理，优化合同条款，控制合同

履约风险。第一，鉴于本项目合同已经顺利实施

完成，不能再对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因此，建议

今后签订合同过程中，拨付方式可采用分阶段拨

付，并明确相关采购货物或服务的质量要求和验

收要求，并与资金挂钩，控制合同履约风险。第

二，针对跨年度项目，按照合同付款进度比例，

安排当年度预算，或者本年度招标下一年度，是

项目周期与财政周期匹配。 

3.严格资金使用，明确范围边界，控制资金

管理风险。建议根据《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上

海市财政局关于公布本市涉企保证金目录清单的

通知》（沪经信运〔2017〕840号）的规定，在以



后项目实施中，慎重“质保金”的实施。 

整改情况 1 、关于优化预算，考虑到此项目由多部门共同

执行，为了分工明确，预算拆分比较细，各部门

领受的内容有名称相同，我馆会根据考核建议，

合并同类项目，结合项目特性,提升预算管理精细

化水平。 

2、 加强合同管理,优化合同条款,控制合同履约

风险。今后签订合同明确相关采购货物或服务的

质量要求和验收要求,并与资金挂钩,控制合同履

约风险。第二,针对跨年度项目,按照合同付款进

度比例,安排当年度预算,或者本年度招标下一年

度,项目周期与财政周期匹配。 

3、按财政规定,在以后项目实施中,慎重“质保金”

的实施。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第二十届上海国际艺术节项目 

决算金额 3,972.82万元 

评价分值 85.60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本项目持续实施，加强和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本届艺术节有来自

63个国家和22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的万余名艺术工作者相

聚申城，举办各类活动350项，舞台演出45台104场，艺术天空系列

演出57台109场，艺术教育等普惠活动48项105场，惠及观众500多

万人次。同时，参与机构473家，代表总人数超过800人，展位100

个及7个大机构展厅，达成交易意向共计541个。此外，委约7位青

年艺术家推出了6部原创作品、147台邀约演出和34项大师讲座、工

作坊、展览等文化活动。本届艺术节惠及观众500多万人次，起到

了良好社会效果。 

存在问题 

一是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子项目存在低执行率与超预算支出并存的

状况。二是针对项目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风险控制，拖累项目进度。

三是项目沟通协调机制及票务管理不够完备，实施过程中个别项目

涉及到多个主体时，相互间未能形成较好沟通协调。   

整改建议 

一是细化预算编制，做到预算编制、调整、执行规范性。 

二是建立项目风险控制机制，严格按照计划推进项目进度，做好风

险控制预案，并将风险预案作为合同或协议附件。 

三是，加强项目沟通协调机制及票务管理，严格执行票务管理和检

票，规范现场观看演出的秩序。增加现场电子购票操作指导，满足

老年人需求。 

整改情况 

1、结合专项资金申请结果细化预算编制，加强预算执行 

按照市财政局和市文化旅游局预算管理办法，尽可能做到预算

与实际支出基本一致，如需预算子项内容调整，按照预算管理要求，

及时向市财政局、市文化旅游局申请预算调整，加强预算编制、调

整、执行规范性。  

2、加强项目风险控制机制，严格按照计划推进项目进度 

加强建立项目风险控制，做好风险控制预案，增强风险意识。

同时，对合作单位或服务单位，通过合同条款，明确风险控制办法，

确保项目有效、有序、安全、稳妥推进。 



3、利用互联网技术完善票务管理程序 

应严格执行票务管理和检票，利用互联网技术完善和优化票务

管理程序。同时继续做好老年人的购票需求，为老年百姓提供更好

便捷的服务。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市民文化节项目 

决算金额 1,557.70万元 

评价分值 87.36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本项目持续有效实施，巩固展示近年来市民文化节的丰硕成果，

形成一批新的百强、培育一批新的项目、挖掘一批新的主体，助

推区域文化建设，市民文化素养逐步提高。2018年开展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系列活动，评选出百名“改革开放知识达人”；同时，

还组织中华诗词歌赋大赛、校园戏曲大赛、中华创世神话大赛、

非遗创新设计大赛等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决出100名中华诗词文赋

高手；另外还举办“美好生活”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各

区不仅充分依托“云平台”，举办各类线上市民文化活动，形成

线上线下深度互动，据统计，截止2018年12月底，共举办各类活

动11万多项，吸引3000余万人次参与，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本次项目工作人员满意度和观众满意度，分别达到96.73%、

94.72%。 

存在问题 

一是有的合同要素不够齐全；二是有的合同条款执行还有差距；

三是个别活动未按计划进行；四是有的活动项目时间变更，未及

时公布等。 

整改建议 

一是进一步完善合同条款，明确具体内容、质量以及相关验收等。 

二是强化合同条款执行力度，对执行不到位，及时督促采取补救

措施，否则，取消下一年度合作入选资格。 

三是严格实施计划，确需要变改应按照工作流程，履行审批手续。 

四是活动时间变更，应提前安民告示，做到家喻户晓。 

整改情况 

1、进一步完善合同条款。我们将强化合同管理，在签订格式

合同时，应注意合同内容个性化特点与要求，明确项目实施的具

体内容、质量要求以及相关验收条款，做到合同要素齐全规范。  

2、强化合同条款执行力度，将建立相关合同的验收流程，对

金额较大的合同进行验收，保证项目的实施质量。 

3、严格项目实施计划。对已列入市民文化节“方案”活动，

应按计划组织实施，确实需要更改的，应按照相关工作流程，呈



报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履行审批手续后，在组织更改

实施，否则，不得随意变更项目计划活动。 

4、活动时间变更，应提前安民告示。原则上已作出安排，不

得随意变更时间；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更改，至少应提前一周做好

信息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