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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从部门决策、部门管理、部门履职、履职效益四个方面入手，采用对比、分析、查阅、调查等方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方
法，以《2020年度省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中的绩效指标为基础，开展本次绩效自评。
    绩效评价为百分制，“部门决策”指标10分，“部门管理”指标25分，“部门履职”指标45分，“履职效益”指标20分。
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定量指标得分：通过对比和分析，等于或适度大于指标值（正常情况）得全部分值；未达
到指标值的，按小于指标值程度及原因相应调减分值。定性指标得分：按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到年度指标、部分达到年度指标
并具一定效果、未达到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分别按该指标对应分值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
值。
绩效评价结果总分为100分，分为四档：100—90分（含）为优、90—80（含）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三、主要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86.6%，除部分指标受新冠疫情影响未达到绩效目标，其余指标基本达到了年初设定的各项
绩效目标。所有资金使用均按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各项支出按照各项制度执行。2020年新办展览17个，举办公众活动和
演出268场，接待国内外公众1515321人次。
1、藏品征集。全年征集文物209件（套），征集到了商代青铜觚、明洪武景德镇官窑白釉云龙纹盘、南唐买地券等重要文物。
为纪念抗击疫情中涌现出的高尚人物事迹和时代精神，积极征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代表性见证物。2、 精心推出精彩特色展览
、展演和社教活动。全年举办展览17个，其中“融合：从春秋到秦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元与包容”特展入选国家文物局
2020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受疫情影响，展览和社教活动大为减少，
非遗活态展演仅有26场，但南博积极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努力开发利用数字资源，推出线上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南博在线”，
在院官方微信、官方网站及“江苏非遗”微信平台通过云上观展、在线公开课、微展演、微课程等方式，积极传播“兄弟王—
—从满城汉墓到大云山汉墓”等当期展览、“我们的节日”文化活动、非遗活态展演视频等。与9家国内知名博物馆联动，共同
发起抖音“在家云游博物馆”线上文化服务项目。联合丝绸之路文物科技创新联盟的7家文博机构开展“我为丝路修文物”系列
直播活动，在线观众人数近30万，回看人数超35万。本年度官方微信粉丝数达114.04万，比去年增加28万人。完成官方网站改
版，全年访客数达63.5万，下半年比上半年明显回升。3、拓展社教职能。受疫情影响，南博讲坛年内只开展1次线下讲座，社
会教育课程也暂停。但在疫情闭馆期间，通过苦练内功深挖文物内涵研发新项目，完成美育课程“南博艺术巡游”的设计；针
对疫后人们文旅需求的新变化，积极策划实施“中学生文物修复冬令营”“少儿冬令营”“雏鹰假日小队”等研学活动，不断
推动馆校合作教育课程的开发。疫情后积极付诸实践，扩大影响覆盖面，全年共开展各类教育活动241场次。继续强化志愿者队
伍建设，服务抗疫大局，“南博蓝”志愿团队荣获“牵手历史——第十一届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团队）”称号。4、学
术科研方面。（1）考古工作。2020年，考古发掘面积达27910平方米，发掘墓葬数量459座。开展《邳州新河煎药庙西晋墓地
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蒋庄遗址基础资料整理与研究》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考古报告《东台辞郎村》，考古从
实践到理论研究又上新台阶。（2）文物保护科研。年内共有文保科研课题14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项、国家社科基
金1项、省部级课题8项、市厅级课题4项。正式挂牌成立“纸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甘肃工作站”；顺利举办“江
苏省博物馆学会馆藏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江苏省馆藏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为全省文物保护人员搭建了学
术交流、咨询研讨、培训培养和成果分享的平台。（3）藏品服务研究。2020年为国内外多个展览提供服务，安全使用文物
7225件（套）；院藏文物参加国内博物馆举办的展览15个；进一步拓宽文物藏品为社会公众和科学研究服务的途径，安全使用
文物2834余件（套），拍摄扫描提供图片近3000张。完成院“珍藏大系”《清代碑学书法》、《陈之佛全集》（第10卷）、《
南京博物院（英文版）》出版工作，对院藏常熟翁同龢家族文献、院藏明清民国家具、院史中的建筑史料、院藏清代康乾时期
宫廷科技文物等进行整理与研究。5、文化创意方面，全年开发新文创产品系列8个；参加第三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南博展区以创意展览、文创衍生品展示、文创销售、文博社会教育活动等单元板块为内容，通过图文视频、产品展示、文创购
买、活动体验等形式，全面展示南博的文化创意成果和地域品牌影响力。南京博物院为此荣获“金灯塔奖”、“优秀展示奖
”；承办2020第七届“紫金奖”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共计收到稿件718件（套），共评出164件（套）入围作品，还将进一步完
成终评。该活动对保护、传承、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博物馆服务社会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2020年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表格

南京博物院

一、部门概况（部门基本情况、收支情况等）

南京博物院是非营利性公益文化事业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国家AAAA级景区，江苏省
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博物院以“一院六所”的科研组织架构推进“一院六馆”的运营，“六馆”分别由各研究所负责运营，开
创了包括静态文物展、动态非遗展、活态情景展的展览综合体系，在全国独具特色。同时，具备社会服务、图书信息、文化创
意、征集鉴定、安全保卫、办公后勤、人事科研等较为齐备的功能设置，是国内综合性最强、研究领域最广、极具特色和影响
力的大型博物馆之一。
业务范围为：收藏展览文物；弘扬民族文化；文物征集、保管、科研及宣传教育。主要职能为开放服务和科学研究。根据部门
职责分工，内设机构18个，包括考古部（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部（江苏省文物保护研究所）、陈列展览部（南京博
物院陈列艺术研究所）、社会服务部、文物征集部、典藏部、民族民俗所（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古建筑部
（南京博物院古代建筑研究所）、古代艺术部（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东南文化》编辑部、学术委员会秘书处、文
化创意部、图书信息部、办公室、人事组织部、计划财务部、安全保卫部、后勤保障部。
2020年度收入总计38239.2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9888.17万元，占总收入的78.16%；事业收入8211.93,占总收入的
21.48%；其他收入139.12万元,占总收入的0.36% 。2020年度支出30266.7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899.73万元，占总支出的
32.71%；项目支出20367.05万元，占总支出的67.29%。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10396.23万元，占总支出的34.35%；商
品和服务支出13807.7万元，占总支出的45.6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682.58万元，占总支出的2.25%；资本性支出5380.26万
元，占总支出的17.78%。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中长期规划制定情况 是否制定单位中长期规划 3 3

年度工作计划制定情况 是否制定单位年度工作计划 3 3

决策程序 是否有决策制度，程序是否规范 4 4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 本年度在编在职人员与编制数相比 2 2

（在编在
职人员数/
编制数）
*100%

财务管理规范性
制定并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
度得到有效执行；资金使用合理合规。

4 3.5

专款专用率 资金按规定专款专用 3 3

“三公”经费支出预决算差异
率

对“三公”经费管控 3 3

政府采购规范性 达到政府采购要求的按规定执行 3 2.5

资产管理规范性
资产管理规范，资产保存完整，使用配
置合理，处置合规，处置收入按规定足

额上缴
4 2.9

固定资产利用率 提高固定资产使用率 3 2.8

党建工作完成率 本年度党建活动完成程度 3 3

征集藏品数量（件/套） 本年度征集藏品数量 2 2

修复文物数量（件/套） 本年度修复文物数量 3 1

基本陈列数量 本年度基本陈列展览数 3 3

临时展览数量 本年度临时展览数 3 3

院藏文物参与馆外展览次数 本年度院藏文物参与馆外展览次数 2 1.8

非遗展演场次 本年度非遗展演场次 3 1

非遗系列活动次数 本年度非遗活动次数 3 1.5

本年度完成省级（含）以上科
研课题、项目 个数

本年度完成的省级（含）以上科研课题
、项目数

2 2

本年度设立的院科研课题（项
目）数量

本年度单位设立的科研课题数量 2 1.9

拥有省部级及以上重点科研基
地（个）

拥有省部级及以上重点科研基地数 1 1

举办学术会议次数 本年度举办学术会议次数 1 1

院党委开展党建专题学习次数 本年度举办党建专题学习次数 2 2

举办党建交流活动 本年度举办党建交流活动次数 2 2

面向公众举办教育活动次数 本年度举办公众教育活动次数 3 2.6

其中：举办公益宣传活动次数 本年度举办公益宣传活动次数 2 1.4

部门决策

部门管理

部门履职

1、由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时间短，对绩效管理的宣传和系统、专业性的培训力度不够，导致绩效管理意识不强，绩效管理
水平有待提高。
2、对绩效评价工作“谁使用、谁评价”的原则执行不到位,各业务部门对绩效编制、评价等工作参与度不够。
3、绩效指标编制、评价还待完善和提高。绩效指标需根据工作重点作相应改进和细化，尽量采取定量的方式制定清晰、可衡量
的绩效值。编制的定量和定性指标，都要具有可考核性。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1、完善绩效评价体系。根据单位实际情况，探索完善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增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可信度。加强对绩
效管理工作的跟踪督查，做到绩效管理有依据、按程序，实现绩效管理的规范化、常态化。
2、健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提高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3、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宣传、培训，提高单位整体的绩效管理水平。各部门明确其具体工作和绩效目标匹配的作用和意义，设
计出具有代表性、全面性、能直接反映产出和效益的核心指标，提升对绩效目标的管控能力。
4、预算绩效管理与内部控制工作相结合，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合理、科学编制预算，严格预算管
理，增强预算管理的执行力，重视日常财务收支管理工作，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杜绝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上的随意性。
5、开展和推动相关制度建设，逐步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编制模式，将其贯彻到预算申请、预算分配、项目实施和绩效考评
的全过程。将绩效考评结果作为编制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将绩效评价从事后评价向预算编制、审核批准、执行过程等前置环
节延伸，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编制模式。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得分 说明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



组织青少年教育活动次数 本年度组织青少年教育活动次数 3 2.5

学校教育服务次数 本年度学校教育服务次数 2 1.8

志愿者服务总时长（小时） 本年度志愿者服务时间 2 1.8

志愿者服务总人次 本年度志愿者服务人次 2 1

开发新文创产品系列 本年芳开发文创产品系列数量 2 1.8

馆内各类展览参观人次 本年度馆内各类展览参观人次 3 2.5

馆内各类展览青少年参观人次 本年度馆内各类展览青少年参观人次 2 1.5

青少年教育活动参加人次 本年度青少年教育活动参加人次 2 2

藏品利用数量 本年度用于展览的藏品数量 2 2

发表论文数 本年度单位职工发表论文数量 2 1

古建维修、考古发掘报告 本年度古建维修、考古发掘报告数量 1 1

观众满意度
以满足公众对博物院需求为出发点，不
断提升和完善接待服务功能，充分发挥

宣传教育职能。
2 1.8

门户网站访问量（人次）
通过多方服务和宣传，提高公众对博物

院的关注度。
2 2

微信公众号、微博关注人数
通过多方服务和宣传，提高公众对博物

院的关注度
2 2

媒体报送评论（条） 本年度媒体报道南博信息数量 2 2

86.6合计

部门履职

履职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