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报单位：

由于疫情原因，部分指标无法完成，比如参观人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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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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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思路：重点根据部门履职功能设置指标进行评价。分为展示陈列优秀美术作品、公共活动与服务、学术
研究与典藏、美术创作四个方面进行设置相应指标进行考核。经过一年的运行下来，相应指标都能按时完
成，但是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有极少部分指标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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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我馆以展览、典藏、公教、艺术创作等美术馆传统常规业务为重点，不断夯实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
（一）展览水平再呈新高。先后策划举办51场实体展览，部分展览荣获2020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
目、2019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2020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2020年全国美术馆青
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以及部分画册获纽约艺术指导协会（ADC）金方块奖，入选第四届中国摄影图书
榜等。
（二）公共教育与时俱进。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共教育活动转战线上，通过“线上公教：徐惠泉解读齐白石
花鸟画”等系列名家艺术讲解视频，持续扩大美育辐射面。结合抗击新冠疫情主题，策划“云观展·童抗疫
”少年儿童美术书法作品展，每月一期的“体验360——视觉之美走进百姓生活”美术馆公共开放日活动，
为观众提供与国画、油画等多画种，对新馆负一楼公教区域进行升级改造，分设“公教体验室”“美育会客
厅”和“数字化公共教育实验室”，为精细化、现代化美育活动提供活力空间。同时与同期展览相呼应的“
做客美术馆”等常规公教项目如期推出，直接覆盖服务3万余观众。
（三）特定主题作品成收藏主旋律。根据省文旅厅指示，我馆首次大规模收藏特定主题作品即江苏省抗疫主
题美术书法作品369件，艺术名家宋源文、程勉、朱葵捐赠各类作品210件。征集收藏江苏美术家入选历届全
国美展作品”130余件作品。
（四）用精品力作彰显时代精神。我馆有27件作品入选“江苏省抗疫主题美术书法精品展”。组织艺术家赴
浙江采风写生，在“百年梦圆——2020·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中2人作品入选“典藏作品”、“小
康颂·第三届江苏美术奖作品展”2人作品获“美术奖”、2人“获奖提名”等。
（五）率先全国推出网上美术馆等新型服务。率先开通网上展厅，推出“春节不出门、在家看展览”系列微
信大展，线上直播、线上读书会、视频导赏、抗疫主题创作等同步呈现。同时加大探索，与“学习强国”江
苏学习平台合作，业内首推“e观藏——每日一美”江苏省美术馆典藏精品赏析项目，每天一期通过图文音
频并茂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地导赏典藏精品，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以“5.18国际博物馆日”等为契机，展
览抖音直播、人民网云直播等新媒体传播，推出百姓喜闻乐见的展览导赏，人民喜爱的新型服务模式不断铺
展开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行业争先效仿。
（六）文创研发与宣传并肩齐驱。牵头组织、联合中华艺术宫、浙江美术馆等共五家美术馆举办“长三角‘
美的传递’美术馆文创产品交流展”，推动长三角美术文创品交流展示。开通“承古汇今、雅俗共赏”线上
售卖文创专栏，扩大展销能力。应邀参加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南京博物院“博物馆文化创意设计展”、第二
届大运河博览会“博物馆文创”、坪山新文创博览交易会等，文创品入围2020第七届紫金奖文化创意设计大
赛。
（七）水印版画重点实验室发展势头强劲。11月份顺利通过了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开展的文化和旅游部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

2020年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表格

江苏省美术馆

一、部门概况（部门基本情况、收支情况等）

我馆设有17个部门，截止2020年12月31日，在职人员133人（在编99人，非编36人），离休5人。2020年年
初安排收入支出预算5414.16万元，收入5414.1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414.16万元），支出5414.1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627.4万元，项目支出2645万元，单位预留机动经费141.76万元）。全年共追加财政
拨款137.08万元，一是人员增资、公积金、房贴调整以及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和2019
年增核绩效、职工未休假补贴，财政部门共增加拨款740万元。二是财政部门下拨759万元资金用于业务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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