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经费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003 实施单位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机关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09.42 1109.42 1109.42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0 -- 0 --

          省级财政资金 1109.42 1109.42 1109.42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建党100周年活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讴歌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使
命的丰功伟绩，抒发中华儿女对党的无限深情，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在省委坚强领导
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
新路来。

组织举办庆祝图片展览活动：1；组织文艺晚会：1；美术创作展览：1；社
会影响力：营造庆祝建党100周年深厚氛围，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爱国爱党的
热情，以及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奋斗精神；演出观众满意度（%）：98；预
算执行率：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举办庆祝图
片展览活动

=1场 =1场 1场 15 15

组织文艺晚会 =1场 =1场 1场 15 15

开展优秀舞台作
品展演

>=10场 >=10场 10场 15 15
受疫情影响，6至7月在学习强
国、云媒体等网络平台展播

美术创作展览 =1次 =1次 1次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影响力

营造庆祝建党100周
年深厚氛围，激发
广大干部群众爱国
爱党的热情，以及
自强不息与时俱进

的奋斗精神

营造庆祝建党100周
年深厚氛围，激发
广大干部群众爱国
爱党的热情，以及
自强不息与时俱进

的奋斗精神

100%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演出观众满意度
（%）

>=98% >=98% 98%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
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
分析

项目实施和
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该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事前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程序，高质量完成目
标任务。制定了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定，并严格遵照执行。

产出情况及
分析

严格按照申报项目计划推进项目实施，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

效益情况及
分析

广泛营造了“党的盛典 人民的节日”浓厚氛围，热情讴歌了全省人民坚定不移听党化、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
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转化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老党员、老干部代表，“两优一先”代表及广大干部群众参观了展览、观看了演出，感受到了党
领导山西人民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的历史贡献、取得的辉煌成就。

主要经验做法 实体展览、展演结合网站展览、展播的方式，扩大了观众受众面和社会影响力。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无



省级及以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陈列布展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省级及以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陈列布展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003 实施单位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机关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

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 300 300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0 -- 0 --

          省级财政资金 300 300 300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广大干部
群众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参观人员满
意度：90；补助金额：10；资金拨付及时性（%）：100；丰富、更
新展陈内容：15；预算执行率：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

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金额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5 15

资金拨付及时性（%） =100% =100% 100% 15 15

补助项目 >=8个 >=8个 9个 15 15

质量指标 丰富、更新展陈内容 >=15% >=15% 15%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激发广大干部群
众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

激发广大干部群
众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

100% 15 15 业绩值为百分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参观人员满意度 >=90% >=90% 90%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绩
效分析

自评结果分析

项目实施
和预算执
行情况及

分析

项目能严格按照预算所规定的指标开展，按时完成项目确定和专项资金拨付。

产出情况
及分析

能按照预算组织实施，完成目标任务。

效益情况
及分析

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展陈内容进一步增加、展示形式进一步丰富、展陈环境进一步优化，教育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更好的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激发爱国
热情。

满意度情
况及分析

为群众参观学习提供优美环境、优质服务，使群众更好的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
理想信念教育，群众满意。

主要经验做法 认真按照预算指标开展工作。提前做好工作谋划，认真组织实施，严格把关，确保工作高效开展。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及时掌握项目基本情况，提前谋划，认真开展工作。



文化产业专项资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文化产业专项资

主管部门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003 实施单位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机关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900 3900 3900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0 -- 0 --

          省级财政资金 3900 3900 3900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加大对各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的支持，加快推进各市文化产业发展。2、对出版
发行、影视制作、工艺美术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文化
创意、动漫游戏、移动多媒体、网络文化等新兴文化业态重点扶持。3、发挥资金

引导作用，推动文化与旅游、金融、科技等融合发展。

12月底前：扶持建议报省财政厅,省财政厅下达并拨付资金；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断提
高；推动文化企业始终坚持正确文化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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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
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效果明显；12月中旬前：提出扶持项目建议；贴息金额占
实际利息发生额：80；9月底前：下发专项资金申报通知；10月底前：项目单位通过主管
厅局、市县宣传部门或省属文化企业集团进行申报；11月底前：召开专项资金市级项目
专家评审会；预算执行率：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

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申报主体为山西文化
产业单位名录库中的
企业

>=50% 60% 6 6
随着相关政策的宣传和统计部门
的工作，全省越来越多的文化企
业进入了山西文化产业单位名录

申报项目数量 >=90个 299个 6 6
随着文化产业资金的实施，全省
文化企业申报非常积极，申报项
目数量超过预期。

扶持主体为山西文化
产业单位名录库中的
企业

>=60% 70% 6 6
随着相关政策的宣传和统计部门
的工作，全省越来越多的文化企
业进入了山西文化产业单位名录

质量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率
（%）

>=90% 100% 6 6
经过财政和宣传部门的努力，资
金都能及时到位

贴息金额占实际利息
发生额

<=80% 80% 6 6

时效指标

11月底前
召开专项资金市级项

目专家评审会
100% 6 6

12月底前
扶持建议报省财政厅,
省财政厅下达并拨付

资金
100% 6 6

10月底前

项目单位通过主管厅
局、市县宣传部门或
省属文化企业集团进

行申报

100% 6 6

9月底前
下发专项资金申报通

知
100% 6 6

12月中旬前 提出扶持项目建议 100% 6 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带动就业人数 >=150人 1700人 6 6
随着文化产业资金的实施，在带
动就业人数方面成效明显。

拉动社会投资 >=5000万元 309600万元 6 6
随着文化产业资金的实施，在拉
动社会投资方面成效明显。

文化产业增加值 不断提高 100% 6 6

社会效益

推动文化企业始终坚
持正确文化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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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发挥文化
引领风尚、教育人民
、服务社会、推动发
展的作用。

效果明显 100% 6 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项目负责人满意度 >=90% 95% 6 6 项目负责人满意

总分 100 100

项目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
分析

项目实施和
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根据省财政厅安排，2021年度的省级文化产业专项资金3900万元，其中市县部分1760万元，省直部分2140万元。经过项目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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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情况及
分析

2020年9月1日，省文改办下发了申报2021年度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并在黄河新闻网公布了相关信息。根据通知要求，9月底
前，各市委宣传部（包括综改区）申报项目246个，省直各单位申报项目53个。10月12日，在部机关纪委的监督下，按照相关要求，随机抽取9名专
家组成专家评审组。10月13日，组织专家对符合申报条件的225个项目进行了集中、封闭的评审。评审组按照统一标准要求，对企业资质、项目可
行性、成熟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情况等逐一进行点评、打分，提出评审意见。根据专家评审结果，统筹资金规模、项目整体分布等情况，提出
了扶持建议，并经11月2日省委宣传部部务会研究通过。11月10日，扶持建议报省财政厅，省财政厅于12月底前下达资金。

效益情况及
分析

2020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405.34亿元，增速4.7%。全省134个项目共拉动社会投资30.96亿元，带动当地就业1700余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社会效益方面，通过项目的实施，推动文化企业始终坚持正确文化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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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比如太原新时代城市文化阅读空间建设项目在2021年举办各
类公益阅读推广活动20多场；“问导”出版融合数字课堂平台项目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推进区域教育均衡，提升农村薄弱地区教育质量；“5G看
山西”媒体融合创新项目宣传推介山西文化旅游资源；基于5G＋云AR的数字景区O2O导览平台项目提高景区复游率，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促进山
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同开源一号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挖掘工业遗产文化旅游内涵，提升大同市产业转型升级；紫砂产品开发项目、传统技艺
手工彩雕创意研发项目、嵌螺钿漆器制作技艺等项目对于我省传承弘扬非遗文化发挥重要作用；山西宇达青铜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青铜艺术
雕塑数字化制作项目技术制作了中国党史馆的《小康宝鼎》和 2022 北京冬奥会的国礼《冬奥女神》《冬奥之尊》，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进过各项目单位自评，项目负责人满意度大于90%。

主要经验做法

一是规范工作流程，确保资金运行科学。专项资金按照“项目申报、专家评审、集中审定、资金拨付”的程序管理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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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金拨付环节，
根据会议确定的扶持建议名单，按程序向省财政厅报送扶持项目名单。省财政厅按相关程序发文，下达资金。
二是加强过程监督，确保资金评审公正。在部机关纪委的监督下，按照相关要求，随机抽取专家学者组成专家评审组。在对项目进行专家评审时，
部机关纪委派专人全程监督，确保资金评审工作的公正。
三是强化信息公开，确保资金使用公开。专项资金在使用时，严格做到“两公开”。一是申报通知在下发各市及省直有关单位的同时，在网上向全
社会公开。二是最后确定的扶持项目名单通过网络向全社会进行公示。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全流程监管还不到位
根据有关要求，在资金的申报、评审、分配等环节，做到了程序规范、管理严格，确保了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公平公正公开。但在资金下达市县财
政部门后，按照“谁组织申报、谁牵头负责”的原则，相关部门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管还存在不到位的问题，没有实现全程绩效跟踪管理。
2、专项资金扶持力度不够
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省财政从2010年起设立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13年起，额度增加为每年1亿元。但在实际使用中，用于扶持文化产业
项目的仅有3000多万，特别是分配到具体项目中，个别项目只能获得二三十万元的补助资金，在项目总投资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发挥的扶持作用非
常有限，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1、进一步加强项目的动态监管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有关部门要加强项目的动态监管，实现全程绩效跟踪，做到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验收，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遵
守相关规定，切实推进项目实施，确保资金使用的实效性。
2、进一步加大专项资金的扶持力度
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在资金使用中发现的问题，建议省财政研究加大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的扶持力度，做实1亿元专项资金规模，专项用于支持
文化旅游融合、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园区建设等方面，为我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谋求新动能。



省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省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003 实施单位 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0 3000 2850 10 95 9.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0 -- 0 --

          省级财政资金 3000 3000 2850 -- 95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资助县城及乡镇影院建设改造，奖励放映国产影片成绩突出
的影院，不断提升我省摄制影片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满足当地群众文化需求不断提升；放映效果：放映
场次逐年上升；国产片票房占总票房比例：不低于55%；实施期内完成
资金支付率：100%；符合奖励条件影院享受标准：县级影院每家资助30
万，上交中央级国产影片专资的50%-100%；通过电影传播正能量：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不断提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国产片票房
占总票房比

例

不低于55%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实施期内完
成资金支付

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符合奖励条
件影院享受

标准

县级影院每
家资助
30万，上交
中央级国产
影片专资的
50%-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通过电影传
播正能量

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不断
提高

100% 10 10

生态效益
群众基本文

化需求

满足当地群
众文化需求
不断提升

100% 10 1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放映效果
放映场次逐

年上升
100% 10 10

总分 100 99.5

项目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
分析

项目实施和
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通过电影专项资金补贴，推动全省电影院建设持续发展，受疫情影响，预算执行率未能达到100%

产出情况及
分析

放映国产影片票房占比、实施期资金支付率等方面均足额完成绩效目标，成本指标严格按照资助标准执行。

效益情况及
分析

在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可持续影响指标等方面均超额完成绩效目标。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群众观影满意度保持较好水平。

主要经验做法
项目立项规范，根据我省电影市场及影院发展的实际情况设定项目绩效目标，根据2021年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绩
效目标，确保目标合理，指向明确，量化可衡量。项目期内资金及时落实到位。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因疫情影响，电影专项资金执行率未能达到100%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持续规范电影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