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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2021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受山西省财政厅委托，山西利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山西省 2021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

本次绩效评价资金为 3900 万元。我们本着客观、公平、公

正的原则，对评价对象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综

合评价，形成了本报告。现将评价情况简要陈述如下：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晋发〔2009〕

24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办

发〔2008〕114 号文件的补充规定>的通知》等文件中，明确

提出：省级财政从 2009 年起，每年在预算内安排一定数量

的资金，建立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资金以贷款

贴息、项目补助、保费交纳、奖励等方式，用于培育壮大各

类有发展潜力的文化企业。根据文件要求，山西省从 2010

年起设立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21 年，山西省拨付

省级资金 3900 万元继续扶持文化产业发展，培育壮大各类

有发展潜力的文化企业。

（二）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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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2021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包括文

化金融合作项目、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项目、文化融合

发展项目、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项目、复工复产

项目等需要扶持的文化产业发展项目。

根据管理办法规定，主要采取贴息、补助、奖励三种方

式支持文化产业项目。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对省直有关单位、各地市委宣传部

提交项目进行专家评审、会议研究、网上公示等流程，共扶

持市县项目 107 个，1760 万元，其中，补助项目 93 个，贴

息项目 12 个，奖励项目 2 个；共扶持省直项目 27 个，2140

万元，其中，补助项目 26 个，贴息项目 1 个。

二、项目绩效目标

1.绩效总目标：

通过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对文化产业相关单位及

企业开展财政资金扶持，发挥资金引导作用，推动文化与旅

游、金融、科技等融合发展，提高山西省文化产业整体实力

和竞争力，促进骨干文化产业做强做大，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和市场体系更加完善，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断提高。

2.绩效分目标

（1）产出目标

扶持项目完成数≥134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比

≥20%；及时完成率：100%；验收及时性：及时；项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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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合格率:100%；贴息金额占实际利息发生额≤80%；奖励资

金符合率 100%；成本节约率≥0%。

（2）效益目标

社会效益---提升文化服务水平：通过项目的实施，提

升了全省文化服务水平，推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

的文化产品，提供更多有意义有品位有市场的文化服务，增

进人民福祉。

社会效益---弘扬山西优秀文化：文化产业是展示和传

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主窗口，通过项目的实施，有利于维护

和巩固山西的文化安全，更好的弘扬、传播优秀的山西优秀

的传统和民族文化：如：广灵剪纸文化、五台传统彩塑文化、

伞头秧歌文化、晋北“清泉”醋文化、广誉远中医药文化、

平阳木版年画等。

社会效益---提供就业岗位：≥7321 个。

经济效益---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率：2021 年文化产业

增加值增长率大于 2020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4.7%。

经济效益---带动相关产业发展：通过项目的实施，落

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促进媒体深度融合，文艺院团进

一步改革，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推动文化与旅游、金融、

科技等融合发展，带动旅游业、新闻出版业、演艺艺术业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山西省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经济效益---拉动社会资本投资：可带动社会资本投入

339497.7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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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2022 年，财政仍继续安排省级文化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制定维持项目发展所需要的

管理制度，明确管理主体及职责；相关人员落实到位。

受益对象满意度≥90%。

三、评价结论

评价人员按照相关资料确定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

和评价方法，在对评价对象的绩效情况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的基础上，经综合评价，本项目评价得分为 85.68（满分 100

分），绩效评级等级为“良”。

四、主要成效和经验做法

（一）主要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扶持省直 14 个单位 27 个项目、11 个地

市 107 个文化企业 107 个项目，发挥资金引导作用，推动文

化与旅游、金融、科技等融合发展，提供就业岗位 7016 个，

带动社会资本投入约 317820 万元；同时提高山西省文化产

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维护和巩固山西的文化安全，更好的

弘扬、传播优秀的山西优秀的传统和民族文化：如：广灵剪

纸文化、五台传统彩塑文化、伞头秧歌文化、晋北“清泉”

醋文化、广誉远中医药文化、平阳木版年画等。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

1.规范工作流程，确保项目选择的公平性

扶持项目按照“项目申报、专家评审、集中审定”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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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进行选择。在项目申报环节，按照“谁申报、谁负责”

的原则，要求各市及有关单位认真审核，经会议研究后书面

报送，并附会议纪要等相关材料。在专家评审环节，认真组

织专家对项目进行集中、封闭评审，专家评审组按照标准要

求，对项目的可行性、成熟度、双效情况逐一进行点评、打

分，提出具体意见。在集中审定环节，根据专家评审结果，

对项目进行汇总，结合资金规模和历年扶持额度情况，提出

扶持建议，报宣传部部务会集体研究审定。

2.“以需引创”助推文创迸发活力

山西省在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上，在结合社会需求基础上

创新技术，助力传统文化产业保持旺盛生命力和竞争力，例

如：山西平定亮晶晶砂锅有限公司以平定砂锅的传承和创新

为己任，紧密结合大众对健康养生的消费需求，在保留传统

工艺的基础上，通过注入更多文化元素，对传统工艺进行创

造性转化。目前，企业有 3 条隧道窑、1 座梭式窑，可生产

灶具、茶具、餐具等 10 个系列 200 多种产品，年生产能力

达 300 万件，产品远销国内外。

结合海外市场需求，平定莹玉陶瓷有限公司在生产普通

瓷的基础上，持续不断进行技术攻关，生产出的产品以“薄

如纸、白如玉、声如磬”三大特点逐步占领了行业制高点，

特别是对釉面强度和耐腐蚀度性能的不断优化，“平定莹玉”

渐渐成为了国际陶瓷产品市场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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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专项资金分配合理性稍欠缺

专项资金存在“撒芝麻盐”现象，支持项目过多造成资

金分配过散。尤其是各地市，扶持资金共计 1760 万元，扶

持项目达到 107 个，项目获得扶持资金平均值仅约 16 万元，

财政资金在促进企业发展或转型升级上无异于杯水车薪，最

多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专项资金广撒网的分配方式，资金分

配额度合理性稍欠缺，削弱了专项资金发挥效益，如：《叽

里与咕噜》动漫衍生产品开发项目、绿色环保印刷材料适应

性数据库平台建设项目、国家文化大数据省级云平台建设等

项目均因资金不足导致项目未实施；唐尧乐器生产车间扩建

项目、本命年文创产品研发及直播电商推广项目等均因扶持

资金较少，规模相应有所缩小。

（二）公众对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满意度低

公众对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满意度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1.资源挖掘缺乏深入：山西省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文化

资源，除了晋商文化、黄河文化、佛教文化外，像平阳木板

年画、广灵剪纸、平定砂锅、《又见平遥》情境体验剧等，

在省内及全国均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文化资源的挖掘与

开发上，山西省与其他省份还有一定的差距。2.文化产业企

业规模普遍偏小：文化企业“小、散、弱”，大规模、高水

平、产业链完整的文化骨干企业数量少，限制了山西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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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3.文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

足，文化产品附加值低成为山西文化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制

约因素。4.文化产业新业态发展弱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文

化新业态特征明显的 16 种文化行业小类中,山西省仅有互联

网搜索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增值

电信文化服务、互联网广告服务等几种,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

发展基础相当薄弱,无法有效为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足

够动力。

（三）省直单位预算执行率偏低

山西省财政厅下拨 2021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共计

3900 万元，其中 14 个省直单位 27 个项目 2140.00 万元；11

个地市 107 个文化企业 107 个项目 1760 万元。但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省直单位共计支付 1300.7 万元，预算执行率

60.78%，预算执行率偏低。尤其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扶持资

金 350 万元，实际支出仅为 74.18 万元；山西广电传媒集团

扶持资金 200 万元，实际支出仅为 100 万元。

（四）制度执行有效性欠缺

在评价组现场走访过程中发现，在部分环节执行过程中

存在以下问题：（1）省直单位及 11 地市文化产业企业签订

的合同或协议书均存在签订不规范问题，如：未填写合同签

署时间等。（2）朔州市娄逊企业策划有限公司与山西声美

达音响设备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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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但发票开具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3）吕梁市华

宇广告有限公司部分项目支出款项因合作单位为长期合作

单位，未签订合同；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柳林有限公司两张费

用报销单无分管领导签字。（4）晋城市：山西喜阅文化艺

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支付郑州迪玛斯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小程序维护开发费 18 万元，但发票开具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4 日。（5）运城市：山西本命年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缺少文化产品开发的合同；山西本命年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支付金纳豆公司、晋瑜公司等相关材料费只有收据没有发

票，同时，因合作单位为长期合作单位，未签订合同等。

六、有关建议

（一）问题改进建议

1.进一步优化专项资金分配

建议：山西省委宣传部一方面调整专项资金分配方式，

现有“广撒网”分配方式改变为重点扶持，对于具有激励作

用的，能助力快速发展的，有良好市场前景的，能体现山西

省特色的文化产业项目进行重点扶持，把有限资源用在刀刃

上，在财力和资源上有力帮助企业取得更长远发展，实现财

政资金产出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在最终选定项目环节，

要求被扶持的对象在获取资金分配前提供详实有效的项目

计划以及细节化的资金预算等，确定扶持项目是能顺利实施

的项目，保障财政资金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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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举措发展山西文化产业，改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建议：（1）挖掘文化资源，建设文化强省。山西省进

一步挖掘、梳理能充分代表山西省文化特质、对市场具有强

大吸引力的文化资源，并形成一以贯之的文化符号。（2）

做大产业规模，做强龙头企业。培育扶持相关文化企业,在发

展壮大规模的同时，做大做强龙头文化企业，以点带面，把

山西文化文物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3）加快

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文化制造业。加快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步伐,大力推进文化制造业发展，推动文化产品供给创新

和传统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发展空间。落实各项优惠政策,

扶持文化创意类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在开展特色经营、创新产品特色和服务、提升原创水平和科

技含量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以文化制造业为纽带,带动文化

批零业和文化服务业协调发展。（4）立足互联网+，努力实

现文化新业态全面发展。立足互联网+，鼓励文化和科技“联

姻”,促进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发挥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的融

合渗透功能,推动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电子信息

和互联网等现代高新技术深度结合,促进数字内容、虚拟娱乐、

新媒体等领域蓬勃发展,着力发展文化新业态,丰富企业类型

分布,争取早日实现 16 个行业全覆盖，为全省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加快资金支付进度，不具备实施条件项目建议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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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资金

建议：（1）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认真

分析和查找资金支付进度慢的主要原因，提出解决的具体措

施和办法；（2）各地市宣传部要强化主体意识，切实负起

监督项目支出进度执行的责任，在确保项目规范实施的前提

下，及时督促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尽快满足财政资金分

配、拨付的必要条件，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增强财政资金执

行的时效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3）要对《叽里与

咕噜》动漫衍生产品开发项目、智慧书房建设项目等未实施

进行分类处理，如项目具备实施条件，建议项目单位尽快启

动、按期完成，加快支付进度；如项目不具备实施条件，建

议省财政厅收回专项资金，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4.加强制度管理，保障执行有效性

建议：（1）省直单位及 11 地市文化产业企业签订的合

同或协议书补充填写合同签署时间等，保障合同签订规范性。

（2）朔州市娄逊企业策划有限公司与山西声美达音响设备

有限公司重新签订购销合同，保证合同时间在发票开具时间

之前。（3）吕梁市华宇广告有限公司与长期合作单位签订

合同；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柳林有限公司两张费用报销单补充

分管领导签字。（4）运城市：山西本命年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与相关企业签订文化产品开发的合同；山西本命年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今后工作中向相关企业索要发票。（5）11 地市



山西利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1

宣传部和省直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各文化企业加强制

度管理，保障执行有效性。

（二）结果应用建议

1.建议山西省继续扶持文化产业发展项目的建设，加强

财政支持力度。

2.建议财政厅绩效部门向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实施单位

反馈评价结果，督促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进一步提高项

目管理水平；根据绩效评价等级作为下一年度财政预算综合

平衡考虑的依据。

3.将本次绩效评价结果按照政务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

在财政部门的一定范围内公开，形成社会监督机制。

山西利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