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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况 

（一）项目概况 

深圳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宣传文化基金”）

建立于 1994 年，是为适应我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由深

圳市委、市政府批准建立的政府性基金，专项用于扶持我市宣传

文化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项目监督管理，确保项目资金规范使用并发挥

应有的社会效益，在市委宣传部和市财政局的领导下，基金办牵

头组织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

中心、深圳君合会计师事务所以及部分专家学者研究制订了《深

圳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估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基金办依《细则》成立宣传文化基金项目评估小组，

对宣传文化基金资助的年度项目进行综合绩效评估。 

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 2021年度预算收入 55,000万元，预算

支出 54,079.17万元(含划转给其他预算单位的专项资金)，预算

结余 920.83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通过对品牌性文化项目和公益性文化

活动的资助，旨在推动我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提高市民文化福

祉。资助范围包括：社科理论研究、文艺精品创作、重大文化活

动、精神文明创建、新闻舆论引导、社会宣传、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人才培养、配套资助和成果奖励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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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传文化工作的特殊需要等类别。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确保宣传文化基金规范使用并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建立

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工作的对象是 2021 年深圳市宣

传文化基金资助的项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

法、评价标准等 

绩效评估工作遵循客观、公正、科学、有序的原则，采取专

业化、公开化模式，注重发挥资助项目在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增进市民文化福利、打造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彰显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现代文明之城、培育城市人文精神中的积极作用。 

基于基金项目复杂而多样、项目目标各不相同的特点，评估

小组从主管部门评价、财务评价、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四个维度

建构评估指标体系。 

主管部门评价是指各项目单位的主管部门对项目单位作运

行责任和绩效的定量评分和定性评价；财务评价是指专业审计机

构对项目财务审计的客观结果的鉴定和财务管理水平的分析评

价；专家评价是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各个专家组对各类项目专业

性水平和项目设计及操作水平等做出评价；公众评价是指从参与

者的角度对面向公众的公益演出、讲座、展览以及各类文化活动

等项目进行的评价，由评估小组在项目进行现场对参与者做抽样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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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项目立项通过时，立即确定每一个获批项目的具体评估

维度和方式，形成当年的绩效评估方案；2、基金办根据当年批

准的绩效评估方案通知各项目主管单位和项目责任主体，并督促

其配合评估工作的开展；3、评估小组根据当年批准的评估方案

开展年度资金项目的绩效评估工作；4、评估小组每年分批次敦

促各项目单位及时开展结项工作；5、评估小组每年年底根据项

目评估情况，撰写并提交专项资金项目的绩效评估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项目全年预算数 55,000万元，执行数 54,079.17万元(含划

转给其他预算单位的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率 98.33%，较好完成

2021 年预算支出计划。就公众评价现场调查数据来看，大部分

项目公众评价较好。就专家现场评价意见来看，大部分项目具有

可持续资助的价值。通过对品牌性文化项目和公益性文化活动的

资助，有力推动了我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为深圳市民提供了实

实在在的文化福利。 

（二）项目绩效分析 

一方面，制定项目绩效评估方案，完善项目跟进机制，结合

项目进度开展绩效评估。全年共完成 170个项目的 390场公众现

场观察，跟踪覆盖率达到 92%；并督促指导 170余个项目单位在

“深圳艺文惠”微信公众号管理控制台上传了 1220次活动信息，

回收了共 25574份公众电子评价问卷，充分利用了微信扫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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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捷性，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另外，发挥专家对项目实

施和项目结果的评价作用，安排专家深入项目过程对 12 个项目

进行了 53 场专家现场评估，并将对 160 个已结项的项目进行专

家评估。同时，为更好地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开

展了市民文化需求调查，为基金项目立项提供参考。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管理决策情况 

1、1994年，根据《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管理

规则》（深发[1994]22 号）建立“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

项基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负责指导使用基金。1995

年，根据《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管理规则实施办法》

（深办发[1995]25 号），领导小组下设“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

发展专项基金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基金办”）。 

2、“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领导小组”为宣传

文化基金领导决策机构，市委宣传部为宣传文化基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为监管部门，并设立专家评审委员会为咨询机构。基金

办负责基金日常管理工作。 

3、基金制度管理规范主要包括：《深圳市宣传文化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专家评审管理办法（暂行）》《绩效评估细则》

《财务管理细则》，内容覆盖基金管理全流程。 

4、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文化事业建设费使用

管理办法》（财文字〔1997〕243号）、《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深府规〔2018〕12 号）、《深圳市关于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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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办发〔2020〕3号）等有关

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深圳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宣传文化基金严格按照《深圳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制定年度申报指南，开展年度项目申报

评审工作。宣传文化基金根据市委市政府有关宣传文化发展规

划、政策和工作任务要求，结合部门职责分工，确定重点扶持范

围，专项用于扶持我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5、宣传文化基金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年度预算规模保持相

对稳定，并随城市文化发展和市民文化需求提升保持适度增长，

特殊事项需要增加预算支出规模的，按有关程序报批。近些年，

市财政不断加大对宣传文化基金的支持力度，2021 年为 5.5 亿

元。 

6、基金管理流程主要分申报立项、项目执行、绩效评价三

部分，详细程序为：各单位网上申报—归口主管部门初审—专家

评审—部务会审议—领导小组会议审定—社会公示—签订责任

书—下达资金指标，项目完成后进行审计和绩效评价结项。 

（二）项目产出情况 

2021年度宣传文化基金资助项目 297个，200个年度项目应

纳入 2022 年度结项工作，其余项目为跨年项目，纳入下一年度

结项工作。截止至 2022 年 6 月，180 个项目已组织结项，项目

结项率为 90%。 

（三）项目效益情况 

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资助的各类项目在文艺创作、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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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文明建设和政策理论等各方面成果显著，部分项目成果得到

广泛推广及应用，对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强市

建设作出较大贡献。文艺创作类如原创歌曲《灯火里的中国》荣

获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电视剧《从这里开始》入

选《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规划（2018年-2021年）》重点

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创作计划。长篇小说《乌江引》入选中宣部

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学习强国”深圳学习平台浏览

量在全国 121 个市级平台中排名第二，获评 2021 年度广东学习

平台优秀通讯站。2021年度文明城市创建工程，深圳在 30个省

会、副省级全国文明城市中排名第二，总分 96.14分，受到中央

文明办通报表扬。深圳读书月重点举办读书论坛、年度十大好书、

年度十大童书等品牌活动，营造了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提升了

城市文明程度和文化品位。 

《深圳社会科学》杂志荣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

术期刊数据库 2016—2020 年最受欢迎新刊/2020 年度综合性人

文社会科学最受欢迎期刊”，弥补深圳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短板，

填补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空白。《深圳改革创新丛

书》纳入全市庆祝特区建立 40 周年总体方案，作为我市社科理

论界庆祝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的重大理论成果。其中《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 40周年改革创新研究特辑》获“2020年度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特别贡献奖”。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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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成立以来，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基金运行

管理机制。2021年，宣传文化基金围绕全市宣传文化中心工作，

通过项目扶持为我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资金保

障，持续提升了深圳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 

（一）持续保障重点工作、重点任务完成，有力巩固宣传文

化阵地建设 

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重点工作通过宣传文化基金项目的安

排，完成了大量的主题工作，为市级宣传文化系统健康运转提供

了持续有效的经费保障。 

（二）持续打造大批公益文化品牌，不断满足广大市民的精

神文化需求 

在基金的持续支持下，深圳读书月、创意十二月、全民阅读

推广计划、市民文化大讲堂、美丽星期天、社科普及周、文化进

社区等一大批口碑好、有影响力的公益文化品牌项目脱颖而出，

有力提升了深圳的文化知名度。 

（三）引导创作了一大批原创文艺精品力作，丰富了深圳文

化产品供给 

基金鼓励和资助优秀文艺作品创作，涵盖影视、音乐、美术、

舞蹈、戏曲、舞台剧、杂技诸多艺术门类。近五年，深圳市宣传

文化基金资助的文艺精品创作、文化活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和

社科理论类等项目荣获国家级大奖 60 多项，省级奖项 100多个。 

（四）全方位促进城市文化建设，鼓励和培育多元文化生态

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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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基金资助项目注重多元文化生态、关注人文关怀，

提供社会关爱，为城市生活带来温情。资助多种文化样式项目，

鼓励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艺术

以及非遗文化在深繁荣发展。 

（五）以财政资金为杠杆带动社会力量，促进文化服务创新

发展。 

总体来看，财政资金投入规模有限，单一的资助力量无法全

面满足全市文化事业发展需要，基金项目作为行政手段，在文化

活动运作中发挥了很好“指挥棒”和“信号灯”作用，同时，作

为一种权威性、标志性杠杆，撬动了大批社会力量、社会资源加

入到我市文化服务发展中来。 

六、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是预算管理制度带来新的挑战。宣传文化基金纳入部门预

算管理，财政管理要求不断规范，预算编制时间提前、项目支出

按时序进度考核、资金绩效评价要求提高、项目信息社会公开度

加大、审计检查要求增加等新形势，让基金管理面临更多新考验，

需要以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不断加强基金的规范管理和绩效评

估。二是管理力量不足。需要积极适应财政预算资金规范管理、

科学管理的要求，加强财务管理的力量配备。 

 


